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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友 饭友》

内容概要

《酒友 饭友》是安倍夜郎的首本文字创作，收录十篇回忆故乡的散文和九篇精彩的人物故事，满载作
者对故乡的回忆和对家人的思念。一道道家乡美味中注入了点滴温情、点滴乡愁，于一粥一饭、一食
一味间唤醒人们心头最久远的眷恋。每一个故事都洋溢着温暖的人情，质朴动人，并有抚慰人心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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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友 饭友》

作者简介

安倍夜郎是日本知名漫画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日本高知县中村市，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任广告导
演，二〇〇三年以《山本掏耳店》获得“小学馆新人漫画奖”，此后成为专职漫画家。二〇〇六年起
连载的作品《深夜食堂》获得“第五十五回小学馆漫画奖”“第三十九回漫画家协会大奖”，多次改
编为日剧、日影，全亚洲销量已突破千万册，在国内年轻人群体中享有较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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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友 饭友》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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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友 饭友》

精彩书评

1、（自我感觉略渣，先PO出来，以后慢慢修改）在知道本书作者安倍夜郎的《深夜食堂》系列漫画
（以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之前，我曾在《今古传奇·武侠》上看过名为《月下小馆》的系列故事，
说的是在一个叫做“龙胆京”的地方，有一个不知名的小饭馆，里面小菜、清粥免费，菜单很少，但
只要是老板会做的，都可以点。然后老板会借助一道道菜，介绍点菜之人与这些菜相关的爱情故事。
如果你对《深夜食堂》有一定了解，看到此处一定会发现，《今古传奇·武侠》上的这系列的故事，
正是前者的克隆版。所不同的，在于故事做了本土化处理，讲述的都是中国古代江湖的传奇爱情，而
非日本都市平民的喜怒哀乐。当时虽然觉得《月下小馆》的故事实在平淡无奇，但冲着这精巧的构思
，对这系列故事倒也爱不释手。直到后来知道了《深夜食堂》的存在，两相对比下，对《月下小馆》
的热情也就淡了。我想，这个仿照《深夜食堂》的故事当初能够打动我，无疑就是因为“每道菜背后
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和难忘回忆”的概念。世间食物有千万种，我们不一定能记得所有吃过的，可
总有一些食物，会让我们念念不忘，这究竟是为什么？《深夜食堂》和《月下小馆》告诉我们，那是
因为，那些食物中承载了和自己相关的珍贵回忆。但在读完安倍夜郎的新书《酒友饭友》之后，我却
觉得，除了以上这点，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那些印象深刻的食物，我们都曾怀有一份敬畏和珍
视之心，而不是从来漫不经心。如果我们不曾认真对待这份食物，即使食物中寄托的人事之思再珍贵
再难忘，多年后我们首先想起的不该是那个令人难忘的人、事、情吗，何必要通过食物这样一个介质
的帮助才能想起？和《深夜食堂》一样，安倍夜郎在《酒友饭友》里记述的食物，都是黄油饭、乌冬
面、隔夜咖喱、卷螺、山药饭等家常菜肴。他之所以对这些简单菜肴念念不忘，甚至把这些画进自己
的漫画，无疑是和这些食物背后的亲情寄怀密不可分——比如，写到黄油饭就想到新宿五郎，吃起卷
螺想起父亲，聊到山药饭就想起祖父。可是，当深夜搭渡轮返家时顶着寒风在甲板上缩着身子稀里呼
噜吃的一碗乌冬面，竟然都会让安倍夜郎难以忘怀的时候，我们就得深思，亲情、回忆与乡愁之外的
支撑力量。在外求学的学子，谁没有过坐夜车回家的经历，在火车上吃泡面、套餐的次数，深夜返家
在家乡小摊吃一碗汤面的机会，想必加起来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可我们谁能有安倍夜郎这样深刻的记
忆和感触？我想，其间的差异，就在于二者对食物的不同态度：后者是如礼佛一般对食物都怀有虔诚
敬畏之心，前者则漫不经心、仅当做果腹的工具而已。安倍夜郎及其家人对食物的虔诚、敬畏和珍视
，还有一个细节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一家人做山药饭的过程。山药饭看似是一道简单的菜肴，但
在安倍夜郎笔下，却显得比绣花还精细。光是祖父挖野山药时小心翼翼的态度，就让我差一点看岔了
，以为他在挖野山参。到了做山药饭的时候，更是全家总动员，“一人研杵、一人扶研钵、一人加汤
。然后还要把熬过鱼汤的鱼肉剔下来，和山药一起磨”，再把鱼汤咕嘟咕嘟煮沸，味道调得比清汤重
些；山药和鱼肉磨细之后，用大勺舀汤慢慢加进去，然后拿起研钵，根据‘拉丝’的状况判断山药泥
够不够黏，直到黏度合适了才可以倒进碗里开始吃。虽然作者没有说这顿饭需要准备多久，但在我看
来，三四个小时至少是需要的。一顿需要全家人准备三四个小时的饭，如此细致的吃法，和对待食物
认真的劲头，让我不由得想起日本寿司名店「数寄屋桥次郎」小野一郎。这位有“寿司之神”美称的
米其林三星大厨，赢得盛赞的原因，何尝不是因为其对食材的敬畏，和认真、细致、专注的态度？ 
2、“我一直独身，这并不是自命清高。我不是同性恋，也没离过婚，从念大学起，一直在东京待了
三十几年，从没跟别人一起住过，是彻彻底底的独居者。”忘了在书中的哪一页，作者安倍先生这样
缓缓地自述着。他说喜欢早上剩的味噌蚬汤不加热，直接浇在冷饭上吃，做一顿咖喱，可以连着吃好
几天，字里行间满溢着单身汉式的颓废气息。他自嘲道：“这样的我，自然写不出什么有关‘吃’的
了不起的内容。“啊，那这样的人，怎样画出治愈人心的《深夜食堂》呢？在这部被称为“《深夜食
堂》真实故事”的《酒友，饭友》中，安倍娓娓道出了真实的自己，我们跟着他溯流而上，回到高知
县西边的那个叫中村的小镇。那段温热的、泛着光晕的童年时光，也是《深夜食堂》开始的地方。”
渡川的鱼和海苔都带着渡川的香气，那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家乡味道。”他写家人一起吃饭的场景最为
动人。一句“味噌汤里的海苔怎么捞都捞不完”，一家人吃饭吃得热火朝天的场景就呼之欲出。但印
象最深刻的还是安倍家围在一起吃“卷螺”的一幕，“母亲捧出满满一大碗卷螺和丢壳用的空碗。父
亲、妹妹和我拿着缝衣针蓄势待发。”父亲粗笨的手指却意外的灵敏，一个接几个飞速地挑出螺肉塞
进嘴里，可气的是，吃得最多的父亲反而“恶人先告状”，嫌我吃得多：“小马（父亲对我的称呼）
吃得好快，我吃一个，他可以吃两三个。”我和妹妹鼓着气，在一边不服气地追赶着，母亲则倚在一
旁笑吟吟地看着。不愧是漫画家，这满载着幸福感的真实画面，看得人阵阵眼热。想起自从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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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友 饭友》

，这也是我一个人住的第三年，回想小时候，爷爷做发面饼揭锅时蒸腾的热气，妈妈擀面条，长长的
面杖击打案板时“啪啪”的声响......每个人都有着“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刻”。安倍描述中的父亲有着
一颗“赤子之心”，他爱吃，跟孩子抢着吃卷螺，吃西瓜，喜欢呼朋引伴，常常喝得烂醉，在家里喜
欢只穿一条内裤......然而一直是本书笑点担当的父亲，却猝然离世，“父亲身体一直很健康，从不生
病，却在我高三那年突然去世了。‘这样淡淡的一句话，却让只作为看客的我，也呆呆地怔了半晌。
想起《呼兰河传》里萧红写她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
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而安倍则喃
喃自语道：”他在我十七岁时去世，年仅四十九岁。““现在的我，已经比父亲的年纪还大了。”想
来是差不多的深情和节制。《返乡的滋味》这一节，安倍讲到，“三十多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从
老家去一趟东京要花十一个半小时。在这漫长的行程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在宇高轮渡的甲板上站着吃
乌冬面。”那种情境比味道更让人觉得美好，对去往他乡的人来说，这是一次离乡的告别；对返乡的
人来说，这是一句回家的呼唤。读到这里，我似乎隐约明白，安倍离家三十几年，却仍把自己当做游
子，深沉地怀恋着故乡。他定义中的家从未离开过那个叫中村的小镇，他故乡的河流，渡川，又叫作
四万十川。爸爸的卷螺，奶奶的饭团，昭叔叔的绒鳌蟹，“人客来”的皿钵料理......那些从小就熟悉
的“家的温度”和“料理的味道”，是支持他在人生路上踽踽独行的力量。像安倍一样离开了“家”
的人们，往往“有种说不出的寂寥”，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淡漠都市的黑夜里，他们才能在”深夜食
堂“相遇，重新拥有温暖的开始吧。
3、做为一个没有看过《深夜食堂》的人，最初想看这本书，大概是因为简介里那些日本普通人家生
活中的食物，想知道这些食物为何，想知道作者与这些食物的日常情感，打开看了以后，发现比我想
知道的看到的更多。为了看这本书，我先看了《深夜食堂》第一季前两集，日式电视剧特有的精致与
用心，故事又很别致有意思，昨天中午就接着前两天看了一点的内容把书打开看了起来。如同书名《
酒友，饭友》一般，这本书分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酒友介绍了作者故乡的食物记忆以及给他留下深
刻印象的食物，后半部分饭友则介绍了他认识的那些有故事的女人们。这些怀揣着浓浓情意的文字都
是作者曾经却不过面子答应编辑朋友给杂志所写的文章，后被收集在这本书中。因为曾经是杂志上的
文章，所以每个篇幅倒是都不长，但文章短小精悍，在平淡朴实的语言文字中，能够看出作者对那些
温暖过他的食物的喜爱与欣赏。书中讲了我所不知道的炸丁香鱼，灸烧鲣鱼，虎杖话花，吻虾虎鱼等
等，也介绍了日本传统的一些与食物有关节日，比如一条先生，这节日有点像我们过年时每家每户都
要准备好美味食物，却又有不相识的人来家里做客的区别。当然，书中也介绍了我所熟悉的食物，比
如山药，卷螺，乌冬面等等。虽然讲的是食物，但是与食物有关的人与事，作者童年的回忆，与家人
一起的美好时光，求学路上的记忆，读起来娓娓道人，让人心生温暖。也让我这样不相干的人更了解
了日本四国之人过去的食物传统。到了饭友这里，介绍的全是作者认识的有故事的女人们。有人至中
年当陪酒女的，有二婚以后和丈夫一起共同追求梦想的老师，有的打拼工作开了酒馆的老板娘，也有
努力生活二婚以后和丈夫一起把自家事业经营好的女人，也有像故事猫饭中努力坚持梦想的歌手，这
些故事并非全部都励志人心，并非每个人都高大全，但这些女人们的故事都很有趣。我最喜欢的当然
是铁也老师，看到她和自己二婚的丈夫相儒以沫，共同扶持彼此，坚定自己的梦想与信念。虽然并没
有大富大贵，但是他们的情操值得人尊敬。尤其看到故事最后，在他们相继过世以后，组建的学校最
终消失，实在还是很令人难过的。难过归难过，依然敬佩他们，也很羡慕两位老人的生平，能够遇见
彼此，真是幸事一件啊！如果喜欢《深夜食堂》，那么这本书一定要看看，能够让你更了解那些故事
背后的故事。假如你和我一样不曾看过《深夜食堂》的话，也不要紧，这本散文式故事集，值得花一
个下午，在暖暖的冬日阳光中，看这些令人心生温暖的故事。
4、——读《酒友 饭友》文/大隐隐于山【食物：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看《小森林》和《深夜食堂》
时，最大的感触就是日本人对于食物与众不同的感情。非是韩国刻意的夸张表现，也不是西欧的克制
冷淡，而是从内心里对于食物的热忱和尊重。他们认真对待每一种食材，注重心思，用简单的原料创
造出精致的食物，吃的时候发出声响反而是一种肯定和赞赏。为此，曾一度沉浸在他们对于食物那种
态度中，仿佛是初雪未晴的阴色里，万物沉静，唯有炉上的砂锅咕嘟咕嘟的声音，冒着热气和香气的
温暖。《小王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正是你花费在玫瑰上的时间才使得你的玫瑰花无比重要”，日
本人对于食物的认真使得食物在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中都被赋予了一种表现力，通过一种食物叙述一段
感情，记忆里的味道被重新唤醒，往事也历历在目，咀嚼着熟悉的味道和残缺的往事，慨叹时间飞逝
，多是异乡街头物是人非。《酒友饭友》的前半部分文章，是跟着安倍夜郎在炸丁香鱼、炙烤鲣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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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友 饭友》

卷螺等等食物中，走近了他母亲、父亲、奶奶和家乡。某些时候，身体会替人记忆，在人老来多忘事
的唏嘘中，一个熟悉的味道却恍然连当年细枝末节的动作和神情都还能清晰想起。不过一种食物引起
一段羁绊这事倒也不光是在日本，毕竟谁没在冬日缩着脖子哈着气的下班路上想念过妈妈做的一碗面
条呢？【故事：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每个在深夜喝酒的女人都有一段故事。经历过世事的女人少了
小女孩的天真，却自有一种坦荡从容的风韵，她们聪明、坚韧、懂得放手和看淡，重点转移至内在。
《酒友饭友》的后半部分是以女人为主角的一系列文：新宿之女淡然地在10CC里抽烟；砂町之女用心
地和老公经营船屋；羽田之女在电车上突然痛哭唱着《懒懒的流浪猫》⋯ ⋯ “谁的头顶没有灰尘，
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年轻时受过的苦难和流失在记忆的恋人，都埋葬在时间掉落的尘埃里，经历
让她们饱满，后来，她们都很好，并且在时间里逐渐苍老。【诗意：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暖
的名字】这本《酒友饭友》算是一个散文合集，安倍夜郎在一道道菜和一个个故事里写下真实的生活
，如同他一贯的言语风格，朴素实诚，中间穿插的几句诗歌总让人想起《深夜食堂》每集开始时夜幕
下灯光里传出的和风曲调。竖行排列的文字和黑白的插画简单干净，有日系极简的感觉。日子如是，
亦是如诗，朴素安心就好。2015.11.20连续一周没见太阳的阴天继续　　 　　 　　 　　 　　作品均为
原创，如需转载，请豆油或留言授权。未经授权，不得转发，请尊重作者创作，谢谢。 
5、约摸几个星期前，身在印度出“长”差的基友S又发来微信。自大学时代起，他就恋家，此一去虽
仅大半年，但点点乡思恒河沙，见我发照晒饭也曾怨念道印度只有咖喱和鸡肉。这回倒兴高采烈，来
说11月就回国，回到那个以包子、大麻花出名，刚炸过的地方，有段时间可以不用再见阿三。大学同
学说话，难免不聊到大学和同学。他问起我是否曾回去那个口味虾和“芒果”出名的城市——至今仍
有不少同学留在那里，又是否想（一起）回去玩玩。社畜到底没有假期，而且毕业时间短暂，期间搬
来迁去，现才回老家，方享莼鲈，即便想念左家垅老头儿挑着买的红炖猪蹄也懒得牺牲这来回28个小
时。不过，话题既起，闲谈间我倒也怀疑起校区门口的“中国比萨”武大郎烧饼或许并没有印象中那
么油腻反胃，食堂的鸡公煲量可能也不少，南门口猪蹄并没有那么软烂入味——或许是我的脑锅多炖
煮了一会儿。这或许皆因记忆的暧昧，好的更好，坏的更坏。不过，真的好吃与否确实是另外一回事
，基情浇汁，管是路边炒饭还是鱼肉珍馐都能填饱肚子，留存记忆。有个人叫安倍夜郎，活到五十多
了，拢起他的这类零碎记忆，仔细拣起一二，也就成了《酒友饭友》。如果只是粗糙阅读，《酒友饭
友》或许容易误认为没什么读头的作品，平铺直叙，平淡无奇，没有“深夜报社”的精美图片，只有
“深夜食堂”的平民料理，插画虽多，大多不过寥寥数笔形状之，像点到即止。描述文字也不足令人
垂涎三尺，写的尽是些家常菜肴、简单吃法。因此，《酒友饭友》与其评为美食随笔，倒不如说它不
过安倍记录自己点滴乡愁，是无意间感怀的温情：写到黄油饭就想到新宿五郎，聊及山药就缅怀祖父
，还有卷螺的背后是父亲的趣事——食物不过是线索，是载体，他用朴实的语言，写朴素的料理，忆
朴质的朋友，道朴厚的感情，寄附自己的悠悠眷念。这里，我要给“自己的”加着重号，因为我觉得
这四万十的山药、甲板乌冬面到底是属于安倍夜郎的。读《酒友饭友》会希望煮一锅石伏鱼汤，来一
份炙烤鲣鱼吗？未必，换作张翰肯定想的是莼菜羹、鲈鱼脍。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料理，不
管有没有故事，背后总有感情，哪怕是最纯粹的“真好吃”——你的打卤面，我的浇头面；你的驴打
滚，我的沾灰圆；你的韭菜盒子，我的菜头（白萝卜）油圆⋯⋯从《酒友饭友》感念到自己的生活，
安倍夜郎投下的不过是激起涟漪的小石子。又比如，安倍夜郎在文中感叹“花将近一小时做的饭，不
到十分钟就吃完，我觉得这也太傻了。”这分明与我外租体验并无二致，就跟平时在用的说辞也一模
一样。如此取得读者共鸣，以凡物贴近人心，这是安倍的高明，读《酒友饭友》忆人情，这是我们自
给的温暖与愉悦。三点钟，楼下三轮车喊过“沾灰圆”，米团软糯、豆粉香甜，慌忙拿钱下楼，还得
捎上几份给同事。上个月，白搭（闲聊）间忽及蛋清羊尾——豆沙、蛋清的美满联姻，周末开车到隔
壁县买几个新出锅的。舌尖的幸福如此容易简单达成，因为这些都跟《酒友饭友》中的虎杖、文旦、
隔夜咖喱一样，真的是低微平凡的东西，随处可见。但就是因为平凡，所以家家灯火下、处处笑语间
都有一本《酒友饭友》，只不过安倍夜郎们尚未提笔成文罢了。
6、离开家头一年，正好赶上《深夜食堂》第三季开播。刷微博刷出了这个消息，刚想用微信通报给
老爸，没想到他先一步把同样的消息转发给了我。千等万等，终于等到了字幕君上传了新季的第一集
。特意找了个安静的晚上，打开早已缓存好的视频，前奏的吉他一响，突然就有了想哭的冲动。其实
拍到了第三季，《深夜食堂》的故事已经无甚新意了。随后去年年末推出的“剧场版”，大抵也只是
续貂之作。可是追剧追到这个份儿上，是不可能不接着追的。那吸引人的，已经不再是情节中可能出
现的出乎意料，而是那些意料之中的起承转合，会触发怎样的似曾相识。而差不多，在人生里，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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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找回”恐怕是更加迷人，也更容易引起执念的东西。说到底，《深夜食堂》系列的感人之处
，恐怕也只不过是将被人们用烂了的“情怀”，回归到了最本真的情状——在深夜，疲惫与寒冷使你
濒于崩溃破碎时，要不要来一碗带有儿时味道的热汤面呢？在《深夜食堂》系列漫画原作者安倍夜郎
的这本散文集《酒友 饭友》，这种情绪也得到了阐发。这本散文集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写回忆与吃
食，另一部分则是关于人物的速写。这些浸满了情绪与思念的文字，与漫画、剧集或是热汤面一样，
同样适合在无人的夜里使用。味道是需要沉淀的，故事或是人生同样如此。已逾天命之年，“我已经
到了比父亲还大的年纪”的“小安倍”，显然已经到了可以写回忆故事的时候了。所以在作品的第一
部分，那些回忆依旧与食物有关，而所谓的“美味”，通常是要经由记忆来烹调。于是所谓“众口难
调”，原因并不在于厨师，而在于“子非鱼”——若非懂得，又怎能生出慈悲与关怀呢？这差不多也
是深夜食堂“生意兴隆”的原因了。而在接下来的故事里，安倍夜郎以“〇〇之女”为主题，创作了
一系列关于女人的散文作品。其中的“〇〇”是地名——故事里的女人往往孤身一人，在一座偌大的
城市里找寻或是坚守自己的位置。这依旧是《深夜食堂》系列很热衷于处理的题材，温暖往往是属于
人群的，而孤独者的温暖，则来自于对自己的拥抱。一个人到底是要寻见些什么的，寻见光，或是味
道，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一个人的漂泊，在当下并非罕见，但这样的“独角戏”如果以女人为主角
，总显得有些悲凉，也就格外令人动容吧。无论是作为漫画家还是散文写作者，安倍夜郎都在以同样
的途径，阐发着类似的情感。所不同的，是散文背后的“小安倍”，有了更多“可见的参与”。当我
们读到更多关于“我”的故事，感动与共鸣，也便更容易生发。故事往往道听途说，却常常给人切肤
之感，无论悲伤还是温暖。
7、在北京的日子里，常常想念家中妈妈做的打卤面。喜欢吃她做的打卤面，一次可以吃一大碗。面
条是妈妈自己和面擀出来的，和面的时候加了鸡蛋，口感极其筋道。看着白生生的面条在滚烫的开水
中变得更加立体，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味道。我和爸爸时常为了卤子产生纷争，他喜欢鸡蛋柿子卤
，我喜欢尖椒肉卤，我们互相抨击着对方的审美，以及对美食的亵渎。每每这时，妈妈总是会不嫌麻
烦地做出两份。一大碗热乎乎的打卤面吃进肚子中，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生活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
畏惧。幸福本就是极简单的一件事，吃饱，吃好。每次爸爸给我打电话，无论是几点钟，他的第一句
话都是，你吃饭了吗？如果回答吃了，他会刨根问底地询问你，哪里吃的，吃了什么，好吃吗；如果
回答没吃，他会非常生气地指责我不懂得爱护自己的胃。无论怎样，食物都是维系着我们彼此感情的
一道纽带。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归根结底，都可以凝结为一句话：今天你吃了吗？《礼记·礼运》尚
且写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饮食之欲是排在男女之欲前面的。
虽然吃饱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和吃好相比却少了几分生活的妙趣。近些年来，美食主题的书籍和影视
不断涌出。从《雅舍谈吃》到《快活馋》，从《深夜食堂》到《时蔬小话》，从《南极料理人》到《
小森林》，从《寿司之神》到《舌尖上的中国》⋯⋯人们越发接受这样的观点，热爱食物即是热爱生
活。在美食相关的书籍和影视中，日本的作品又是那般独特不容忽视。于琐碎中探寻生活妙趣的风格
，很容易抓住现代人漂浮躁动的内心，从而引发受众的共鸣。就像大部分读者一样，我知道安倍夜郎
亦是通过他的漫画《深夜食堂》。深夜不打烊的小店，神秘却又治愈的老板，我们或许都曾在内心渴
望于深夜中邂逅这样一家小店。但故事毕竟是故事，生活中的安倍夜郎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酒友 饭
友》给了我们更加明朗清晰的回答。拿到书的一瞬间便觉得无比惊艳。毕竟是在中国，敢于做出一本
竖排版本的畅销书，是多么有勇气的一件事。但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本充满温情的美食随笔，竖排是
非常原汁原味的一种感觉。除了文字，书中还有很多插画，有食物，也有人。非常典型的安倍夜郎的
风格，温暖治愈。与其说安倍夜郎是在为我们讲述一个个关于美食的故事，莫不如说他是在通过文字
陪我们一起聊天。他写炸丁香鱼，热乎乎的又不油腻，也没有黄瓜鱼的苦味，有冰啤酒就更好了；他
写卷螺，父亲粗粗的手指灵巧地、一个接一个地挑出螺肉，一旁的我不肯服输地埋头吃。这些关于食
物美好的回忆，是真实的刻在他心中的。不是故事，而是生活。字如其人，画亦如其人。安倍夜郎在
后记中写，他的座右铭是“安静度日”。除了漫画不做其他的事情，不引人瞩目地，安静地过自己的
日子。这样的人想必是懂生活的人，因为不贪心太多，所以可以很容易抓住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尽管他嘲笑自己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美食家，但我想，懂得美食背后生活的人，何尝不是真正的美食
家呢？我们都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怀念过家乡的味道。那些熟悉的食物，未必就真的有多么美味。但
一粥一饭，一食一味，皆可以唤醒记忆中最久远的眷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安倍夜郎的文字
和漫画中，找寻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温暖味道。
8、短短二十几年的人生里，也算是结交了几个酒友饭友。虽然大家相约见面不过吃吃喝喝，但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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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于肤浅的酒肉朋友，而是在一道寻觅美食的过程，求得些情感的共鸣。因为是“独生子女”，所以
我从小在家就是“吃独食的”，爸妈的爱是独享的，爸妈买的好吃的自然也没有兄弟姐妹来抢。听说
过几个年纪相仿的表哥表姐年少时在姥爷家里抢食物吃的“盛况”，有的能把滚烫的饺子一口咽下去
，有的为了守住一块馅饼不惜在上面吐吐沫。虽然野蛮了些，但是抢来的食物也一定别样美味。等到
上了大学，和同学们一起出去聚餐，才体会到抢东西吃的乐趣。渐渐地，抢东西吃的同学就变成了一
小撮的饭友。现在想想，分着吃，甚至抢着吃，食物的滋味在记忆里停留得会特别的久。也正是有了
这份体验，读到《酒友饭友》里“卷螺”这一章，就别样有感触。在这篇文章里，安倍夜郎先生回忆
了小时候阖家吃卷螺的场景：大家拿着缝衣针挑螺肉，一个赛一个的快，很是热闹、痛快。等到父亲
去世，回到家乡的他吃的还是一样的卷螺，却觉不出小时候的那份滋味了。也难怪安倍夜郎先生独居
几十年，享受惯了身为“了不起的黄金单身汉”的自在，还练就了一身好厨艺，但每每回想吃过的美
食，都会不自觉地想起父亲。那个只穿一条内裤在家，能和家人们一起大快朵颐，又喜欢呼朋唤友大
口喝酒的老安倍先生，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要做个爱吃、会吃、爱生活的人。尽管父亲在四十九岁就去
世了，安倍夜郎之后也没能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但他还是继承了父亲那份热爱生活、热爱结交的性子
。那些在他的《深夜食堂》里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很多就是他现实中结交的酒友、饭友，小酒馆的
老板，设计师、编辑、公司老板等等，他们吃饭喝酒聊天时的小故事、小细节被安倍妙用在了自己的
漫画作品中，带给了读者、观众们极大的感动。读过《酒友饭友》，才更能发现《深夜食堂》的真实
。不光漫画里的食物都是安倍夜郎多年积累的美食心得，由食物所带出的人物故事也真的就是我们身
边最平常的一群人、一些事。而透过这本书，我们也能更加了解这位热爱生活的美食家，独身却绝不
孤独，他细心摸索着食物最好的滋味，从生活中最寻常的食材里找出不寻常的做法，甚至能把剩饭咖
喱吃出另一番风味。他温和地对待着小酒馆里结识的朋友们，还情真意切地记录了一个个酒店女郎的
“传奇”故事。《深夜食堂》在我看来是一道香喷喷的炸猪排饭，而《酒友饭友》就是搭配着这道饭
的一碗热乎乎的味增汤，应和着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而加入了作者在写故事背后的点点心迹，实在
是美味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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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酒友 饭友》的笔记-第68页

        　　无事可做的大学生经常只有三分钟热度，我的热度只持续了一个月。花将近一小时做的菜，
不到十分钟就吃完，我觉得这也太傻了。

－－－－－－－－－－－－－－－－－－－－－－
哈哈哈哈哈

2、《酒友 饭友》的笔记-第74页

        镇日无言蝶影过
一无所有 两手承受
撒盐渍物 枉娘所生
脚底洗过 青白如旧
坟后且徘徊
——尾崎放哉

3、《酒友 饭友》的笔记-第68页

        　　我一直独身，这并不是自命清高。我不是同性恋，也没离过婚，从念大学起，一直在东京待
了三十几年，从没跟别人一起住过，是彻彻底底的独居者、[了不起的黄金单身汉]（虽然并没什么好
了不起的）。所以独居者会做的事我都会做。

4、《酒友 饭友》的笔记-第36页

        　　我小时候发现大人主要吃鲭姿寿司和昆布寿司卷，但小孩只吃蛋皮寿司卷。那时候我以为蛋
皮寿司卷是专门给小孩吃的；后来发现，喜欢蛋皮寿司卷的小孩长大后只会变成喜欢蛋皮寿司卷的大
人。

－－－－－－－－－－－－－－－－－－－－－－
哈哈哈，说得在理

5、《酒友 饭友》的笔记-第62页

        在热腾腾的白米饭中间挖个洞，放进一块黄油，然后把饭填上，等三十秒让黄油融化。最后淋上
酱油，轻轻搅拌着吃。尽量不要拌得太猛。

6、《酒友 饭友》的笔记-第17页

        　　石伏鱼清汤的做法如下——

　　准备活的石伏鱼整条干萝卜、豆腐、鸡蛋。

　　把切好烫过的干萝卜和活石伏鱼一起下锅，盖上锅盖煮。就像落语[小言念佛]里煮泥鳅汤那样，
做法称得上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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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伏鱼开始出汤时，倒入酱油和味淋调味的豆腐。最后例入蛋汁，这道菜就做好了。

－－－－－－－－－－－－－－－－－－－
1、从小看中国那些做活肉之类的说是残忍的菜印象深，其实各国都有这类的吧
2、查了一下石伏鱼鱼是什么，结果百度百科说是“简介石伏鱼（上犹客家方言叫法：石扑子）是江
西省上犹县深山密林小溪中仅有的特产，在其他地区尚未发现，”
文中指的是日本高知渡川，又叫做四万十川里的家乡菜

7、《酒友 饭友》的笔记-第70页

        关东煮的做法非常简单。
买一块五六百克的牛筋。牛筋煮后会缩小，因此稍微切大一点。在滚水里煮个五分钟，用清水冲干净
。将家里最大的一口锅盛满水，放进白萝卜（中等大小，削皮切块）、水煮蛋和牛筋，水烧开后加入
一包半现成的关东煮调味料，炖上三个小时。就这么简单。
炖牛筋的汤味道很好，所以调味可以清淡一点。炖的时候撇掉浮沫，如果味道淡了，就加些酱油和酒
。
愿意多费点功夫的话，就炖两小时后关火，静置几个小时，撇掉表面凝固的白油，味道会更清爽。油
不用捞得太干净，留一点更好吃，接着再炖一小时就行了。牛筋软烂、白萝卜入味、水煮蛋颜色又那
么漂亮，哪有不好吃的道理？
另一道美味是最后放的豆腐。关东煮吃得差不多了，把豆腐放进去，稍微上色就捞起来放在热米饭上
，加汤一起吃，真是无可挑剔，各位一定要试试这种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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