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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味道》

内容概要

汪曾祺是个小说家，谈吃更像个美食家。
《老味道》依据一生中的四个阶段，汪老接地气地展示了四种不同地域的鲜香美味。云南味儿的奇，
家乡味儿里的亲，老味儿里的香，鲜味儿的艳，都让人读来过目不忘；马连薯，韭菜花，烧豆腐，炖
小鸭，书中写的虽都是平常饭菜，却被汪老描绘出了人生的终极幸福与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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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泡茶馆
昆明的果品
昆明的吃食
米线和饵块
寻常茶话
苦瓜是瓜吗
咸菜和文化
吃食和文学
吃的自由
作家谈吃
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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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味道》

精彩短评

1、最想加的标签是 生活 有趣呀！居然没有  
2、一日朋友圈里的评论，不知怎么就说起老吃货汪老了。这书看得口中生津，减肥须避。
3、去云南旅游期间断断续续看完的，很喜欢那个时候的昆明，也很喜欢现在的昆明。
4、编辑的锅
5、现在哪里还吃得到那些年的味道，很多食物早已不见了或者失去了原来的滋味。食材的偷工减料
、做时的心力、和人们赋予食物的含义、环境污染，很多传统食物都在工业化发展的时代被快餐席卷
而去。菜肴不仅仅果腹，更是一种文化，做菜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把自己对生活对这片土地饱含的深
情做进这味道里。
6、舌尖的滋味、胃里的温度是镌刻于身体上的印记。就像走过的路，看过的书，遇过的人，最后沉
淀出的是这个人独一无二的特质和成就他此后岁月里心之所向的本能。一朝一食的烟火气中，描摹的
是对生活的热爱。
7、老文章
8、喜欢看汪曾祺老师写吃的。
9、也不知道为什么，Kindle一推汪曾祺的书就想看，有毒。虽然这本与五味、人间草木都有重复内容
，但也完全不妨碍啊，轻轻松松看完，看到描写豆花那篇竟还想起了大学堕落街上那家豆花店，店主
是一对吧？短发姑娘安静从容的，长发姑娘热情温柔，豆花量足味美，一锅60块钱，我们寝室四个人
吃得饱饱的。想起来，又总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去吃，可真美好啊。
10、特别棒，和老爷爷太有共鸣，隔空击掌
11、书很漂亮。很多不认识的字，读起来并不很吃力。也是大四买的，后来这本书成为我和一个人的
结束，还有我和一个人的开始。
12、文字很平淡，读了莫名舒服。
13、平实的语言，确实对生活的一种回忆。很平易近人，却都是金句。同时也感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
博大精深。
14、同为”故乡的野菜”，同为闲适随笔，周作人偏涩，汪曾祺偏淡。
15、大家的杂食笔记，有写到家乡很多再熟悉不过的小吃，对生活琐事的较真态度值得好好学习呢
16、作死系列，为什么要睡前看这本书，馋死我了。#2017年看完的第24本#
17、最早读他还是初中那篇《端午的鸭蛋》，一下子就喜欢这种平实的文风。
18、和食事太多重复 于是只看了不同的部分
19、1.29-2.10 
20、书的装帧真是好看，但怎么也读不出当年读《五味》那种感觉了。
21、一绝
22、我爱烟火气
23、云南的味蕾
24、最怕吃货有文化！写起吃来，让后人口水流下来！
25、寻味，知味~
26、东西南北各地的特色与食物。可不就是老味道嘛～现在的好多特色味道、吃食已被改良参杂，书
里写的有些已不再常见或早已失了原味。
27、经典，汪老会吃
28、4.2，汪老才是真正的吃货啊，寻常美味，不光吃的好吃来，还可以说的头头是道。“粗菜细做”
“素菜荤做”，可以可以，吃食真是体现了对待生活的态度
29、汪老是童心常绿的真！吃！货！呢⋯⋯哦我喜欢这么真实接地气乐观好玩儿的老头儿！原来总是
抱着坚定的潮汕胃走天下的我，下来决定接受汪老的建议多多尝试多体会生活。ps:食物能抚平最深刻
而幽远的乡愁，能带来温暖而安定的力量！
30、挺好，就是合集多少有些杂。
31、给萌萌哒老爷子五颗星⋯⋯
32、有毛的不吃掸子 ，有腿的不吃板凳 ，大荤不吃死人 ，小荤不吃苍蝇。
33、从吃说文学，从吃说生活态度，有柴米油盐，有市井百态，经受过滑稽年代的摧残，却不失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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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味道》

活的乐享。是我崇拜的汪曾祺老先生。
34、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西南联大
35、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境界，不是不识人间烟火，也不是伤春悲秋，而是有一种接地气，爱生活的
文艺气息。
36、饿着开始 饿着结束
37、有人家将煮熟的大粒蚕豆用线穿成一挂佛珠，给孩子挂在脖子上，一颗一颗地剥了吃，孩子没有
不高兴的。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
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闷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此事不知是否可靠。如不可靠，当
由黄永玉负责！
38、人生有味是清欢
39、书里的内容和《食事》一样的，又看了一遍
40、弃。不过喜欢前面的话：活着多好啊。
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
也就是使人觉得，
活着多好啊！
41、对比自己，吃东西实在是随意，虽爱吃但似乎仅为了满足欲望。而汪老吃也吃出学问。这才是懂
生活之人啊
42、汪曾祺就是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一本正经地说着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话。这是个严肃认真的吃
货，对于吃有着发自内心深处的热爱，毫不矫揉造作呢
43、看目录就知道这是一本谈吃的书。活着多好啊，汪老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
啊⋯⋯汪老是个活得有滋有味的人，有太多我没听过见过的小吃从他的笔下带着香味儿飘出来，虽说
味觉不会讲话，但关于食物的记忆最能勾起人的乡愁。 
44、很有趣的书~~死读书不如会生活啊
45、一般般吧 差点儿味儿
46、四星半。
47、汪曾祺老先生好吃好研究。最喜欢他写道每每买个吃的，在回家的路上吃一路，到家了也吃完了
，想想就觉得有趣可爱的一个人。另外汪曾祺可是我们大金牛，嘿嘿
48、“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49、老先生的菜谱也非常好！
50、对各地特色美食的描写真的是让你看着就有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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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会吃的人很多，评吃的app也日益斑斓，只是越发偏爱，老人家的寻味之道。也许因为他们行走生
活数十载，经历战争与和平，贫穷与富有等各种生活形态，无不丰富对生活滋味的体验。看他们说起
吃这事，只叫人时而好奇寻思，时而大笑拍桌，哇一句：好好味哩！读汪曾祺谈吃，想称呼他为老先
生。先生是扬州高邮人，自然对淮扬菜颇有心得与私人情感。先生大学在云南读中文，浸泡在附近的
茶馆里写文章，从早写到晚，度过春夏又秋冬。正如他对茶的挚爱与包容，什么茶都喝，不挑剔，他
用平平常常的话写下简简单单的食物，散发幽幽茶香，让人回味。与温文尔雅的汪老先生一样精于美
食之道，1941年狮子座蹦跶出来的蔡澜（听起来像菜篮），像个老顽童，写出来的美味也许比亲口尝
到还要有趣，美食除外还有更有趣的等我慢慢道来。不访以几个关键词来引出接下来的分享。至于关
键词的选择全由心走，随性而书，唯一有所盼望的便是这番分享能带给你们一点乐趣，而我自己也是
心满意足。｜最爱的肉味儿不是我妄自猜测，而是汪先生和蔡老头不约而同都与羊儿深情相拥。汪先
生就替那些不吃羊肉的人感到可惜：“我们到内蒙去体验生活。有一位女同志不吃羊肉，——闻到羊
肉气味都恶心，这可苦了。她只好顿顿饭吃开水泡饭，吃咸菜。看见我吃手抓羊肉、羊贝子（全羊）
吃得那样香，直生气！”蔡老头更直接，操碎心为大众罗列出一个遗愿必食清单里，关于肉这一项：
“只有羊了。没有一个懂得吃的人不欣赏羊肉。古人说得好，羊不膻，无味。南斯拉夫的农田中，用
稻草煨烤了一整天的羊，天下绝品。”我私人记忆里，新疆的羊肉串也是美味至极的。主要在于肥瘦
相间，均匀分布，那羊味可真叫一个浓，叫吃过的人怎能不再流口水。｜豆芽儿单独提她，是因为味
蕾从没有对豆芽有所偏爱。这不起眼的豆芽儿却都惊艳两位老人家的味蕾。吃过汪先生做的豆芽的这
个孩子在日记里写道：“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把它做得很好吃，汪伯伯很伟大！”“炒
黄豆芽宜烹糖醋。黄豆芽吊汤甚鲜。南方的素菜馆、供素斋的寺庙，都用豆芽汤取鲜。有一老饕在一
个庙里吃了素斋，怀疑汤里放了虾籽包，跑到厨房里去验看，只见一口大锅里熬着一锅黄豆芽和香菇
蒂的汤。黄豆芽汤加酸雪里蕻，泡饭甚佳。此味北人不解也。”南方出生的蔡老头也许也不解。他更
爱绿豆芽。豆芽炒豆卜是他宣称的挚爱，其地位如正宫皇后，不可撼动。“最平凡的食物，也是我最
喜爱的。荳芽，天天吃，没吃厌。一般绿荳芽和黄荳芽，后者味道带腥，是另外一个儿事，我们只谈
前者。别以为全世界的荳芽都是一样，如果仔细观察，各地的都不同。水质的关系，水美的地方，荳
芽长得肥肥胖胖，真可爱。水不好的枯枯黄黄，很瘦细，无甜味。这是西方人学不懂的一个味觉，他
们只会把细小的荳发出迷你芽来生吃，真正的绿荳芽他们不会欣赏，是人生的损失。”｜女人与吃食
汪老先生儒雅含蓄，在写的食物的文字里提到女性的频率不算高，但他细微的观察里更有着对中国传
统妇女的体恤。“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
，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
，比她大得多，状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
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
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国的妇
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与此对比的是对另一种现象的调侃。“这
家茶馆除卖茶，还卖煎血肠。这种血肠是牦牛肠子灌的，煎起来一街都闻见一种极其强烈的气味，说
不清是异香还是奇臭。这种西藏食品，那些把头发卷成香肠一样的女同学是绝对不敢问津的。”这里
提到的卷成香肠一样的女同学是他同校外文系女大学生。正如前面所说蔡老头是个老顽童，他毫不掩
饰自己对食色的偏好。在他写食物的文字里，女人有着主食般重要的位置。女人之中，他最钟爱的是
大食姑婆。他一面欣赏大口吃食物的女人，一面毫不留情去斥责倒胃口的一方。“又见过一位什么都
大吃一顿的女人，旁边的八婆看了，酸溜溜地说：“这个人一定患忧郁症，所以要用食物来填满空虚
的心灵。”去你的，大食姑婆才是最可爱的人物，她们又不会来侵犯你，为什么要那么尖酸刻薄来批
评人家呢？我听了打抱不平，向那些八婆说：“你们心理，才有病。””和蔡老头口味一模一样，女
人里，我也偏爱大食姑婆，正如我挚爱大笑姑婆。说到底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是大食姑婆呐。有什么不
好意思呢？男人里，也偏爱大食姑公呢。｜破口大骂显然是吃到令人极度失望的食物了。汪先生呢，
他是绝不会破口大骂，反而会尽量去体会其中滋味。唯独写下了有些地方水不好，泡出来的茶不会好
喝。比如盐城。最不好吃的水牡丹甲天下的菏泽，因为牡丹喜菏泽水的碱性土。菏泽牡丹极好，但茶
没法喝。蔡老头呢？直言混账东西，胡说八道。我最喜欢的是他对于一些食物的口感评价：如嚼发泡
胶！多形象啊！还有一次去杭州，老头被气坏了。“叫花鸡隆重登场，让客人用木棍敲开泥封，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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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味道》

用玻璃纸包着的鸡，外面才裹有荷叶。这鸡给玻璃纸那么一隔，荷叶起不了作用。这也不打紧，我们
从前吃叫花鸡，只食鸡肚中塞的蔬菜，肉弃之。当今名菜馆做的，鸡肚内空空如也。他妈的！又要破
口大骂。”｜饮食与生活蔡老头对食物说喜欢吃东西的人，基本上都有一种好奇心。“什么都想试试
看，慢慢地就变成一个懂得欣赏食物的人。对食物的喜恶大家都不一样，但是不想吃的东西你试过了
没有？好吃，不好吃？试过了之后才有资格判断。没吃过你怎知道不好吃？”至于怎么吃是自己的选
择，别受所谓专家的影响。汪先生相对委婉：“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
；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否则，是个损失。口味单调一点、
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哪家最好走了那么多地方，吃了那
么多家，哪家最好呢？不论是两位老人家，亦或是你我他，也许有一个共通的回答：妈妈菜，哩！人
生行走到中暮年，汪先生招待好友在家吃饭，总是亲自下厨做上一些简单却有心思的菜，朋友吃得停
不下来，汪先生不怎么吃，就心满意足。蔡老头爱喝酒，和好友一起喝的酒，一起吃的菜，都是好酒
好菜。如果是女伴的话，最爱边喝酒，边看女伴一口一口吃得津津有味，便觉得真是好看。我呢也越
来越体会，孤独美食家也好，一人食也罢，意味什么呢？拿自己来说吧，可以独自做很多事情，唯独
一个人吃饭，真是不喜欢，总是少了点滋味喏！后记：汪曾祺先生纪录下了很多家常菜好吃的要点；
如果大家以后去很多地方，尤其是香港和日本，看蔡澜保证你能收获到地道的美食地图，你能吃到地
道的“烧鹅先生”，各种小吃，重要的是还帮助我们知道食物背后的功夫。
2、很冒昧地用这样一句词，来作为这篇评论的标题。全书看罢，细细回想起来，书中确实是寻常闲
话。在这个绵长而寂寞的暑期，无论是风静蝉鸣的午后，还是星云混沌的深夜，当我翻过每一页，所
有朴实无华如呢喃般的文字及其背后的韵味情调，如同一方小小的阴凉，让我在苦闷冗长的夏日有处
可去，有处可依，有处可冥想，有处可小眠。一是的，老汪的文字让我对云南有了一些改观。从前是
不大喜欢云南的，印象里只是偏僻。从老汪的字里行间中，却读出一种淳实的韵味。他未曾从正面描
写过春城，但昆明的影子，却在每一个细节，展现得明朗清秀——包含了文人书香与市井风味的茶馆
，热闹卖着教人看得眼花缭乱垂涎三尺的米线的小吃铺，别具风味的几家老菜馆，每一样都是昆明的
剪影，每一处都蕴藉着春城气象。云南昆明，是汪老青春年纪的不二记忆，在他的心底，想必长留着
这座城市以及在这座城市留下过的情绪。不然，他不会在许多年后，仍能对这城落落摆谈而不落言筌
。在我心底，也留下些许有关这座滇城的印象。让我常记起，在这样一个旅游商业化严重到不能直视
的省份，有过一座清朗和煦的城市。而那一年，国运堪忧战火纷飞的那年，有过一群书生，泰然静处
，自蓄学问，器宇轩昂，成桃作李。而其中，有个人名叫汪曾祺。二突然发现，这书里的一些东西，
在《舌尖》上也出现了。手把羊肉，韭菜花，乌洋芋... ...《舌尖》可以说是一部颇有诚意的作品。画
面，配乐，讲解，都不逊色。然而，在这些汪曾祺作品里缺失的东西的衬托点染下，《舌尖》也缺失
了汪老作品所具备的东西——自然。印象很深刻的一集，讲解员在片尾说道：“中国人总会将苦涩藏
在心里...”，初听，不免令人为之动容，然而话语一转：“而把幸福变成食物,呈现在四季的餐桌之上
。” 这般，牵强附和之味窜鼻而来，本该动人心弦的结尾词霎时间却变得索然无味。相较之下，汪老
的作品便不如此。的确，汪老文章少有起伏，皆是寻常闲话，我想他或许也没有赚人热泪启人深思的
立意，然而也就是如此，自然淳朴的文字最能以其天生魅力打动人心。而汪老文章，还有一妙。默默
读着，不经意间竟笑出声来。这种令人浅笑的幽默也来源于自然淳朴的文字。这是汪老的一种风趣，
更是一种高深的文字功力，宛若鬼斧神工，而非刻意雕琢。三语言的美是无可比拟的，而此书的语言
之美便是朴素之美。除了汪老特有的文风带来的享受，还有什么？书中所讲的各式各样，人物，美食
，习俗，种种，都是市井之美，更是人文之美。然而，令人触动的，还有一层。讲到昆明的吃食，汪
老最后说道，80年代曾回过昆明，而昔日的味道确已不复存在，杳无音讯。他质问：“这些变化是怎
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而该书最后一篇，汪老讲到自己日渐衰老的种种细节。然而即便在无可
遏制地衰老，他的语气中依旧满是泰然风气，甚至不乏玩笑的味道。看着这样一个写尽了纯美的老者
，在模糊陈旧的夕阳中，展容微笑自守坦泰，并以一种和蔼温煦的语气向你缓缓说道：我在老去。 鼻
间不觉泛起阵阵酸意。无论是昆明的一些耐人寻味的吃食，还是汪曾祺，都已永逝。然而还是这本书
，以古老的汉语言，把汪老与他历经的所有地方，品过的各类饮食，以及某些耐人寻味的过往年代，
一一陈列在读者眼前，让我们在这个精神匮乏的时代，有味可寻。当时只是道寻常，寻常之味却最耐
人寻味，长留世间。在此，对我最喜欢的男作家，致以感谢之意。（该书或存在印刷错误：《韭菜花
》一文，老汪列举《韭花帖》使他兴奋的几点，按数字排序应为：一... ...二... ...三... ... 而书中却印刷成
：一... ...一... ... 三... ...另有一处，应为“曰”字，却打成了“日”字，因为后面接着的是名词，但已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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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回翻该处错误一时间却找不到是哪篇文章。这是少一星的原因。）
3、《老味道》文字很让人喜欢，随和、亲切、俏皮，用词很有味，读着不禁要合上书乐一会儿。书
虽写吃，却透着汪老的仁、智和对生活的爱，他说：“我写这些文章，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啊
！”他主张对吃、对生活，口味杂一点儿，兴趣广泛一点儿。也确实，稍微留意，生活里都是乐儿。
4、闲闲读读而已，有点谈吃的趣味，画面感比央视的舌尖更好。但是也和舌尖一样，只要看趣味就
好，不要看背后的营养科学，更不要用来当饮食指导。有些老味道的消失，看似可惜，实则无所谓，
事务是向前发展的，食物也自然如此，很多东西的小时是因为其营养不好，不卫生等等原因，自然消
失，不必可惜。
5、「腌笃鲜上海菜 鲜肉和咸肉同炖，加扁尖笋。炒黄豆芽宜烹糖醋芫荽翡翠蛋羹 一个汤碗里一边是
蛋羹，一边是荠菜，一边嫩黄，一边碧绿，绝不混淆，吃时搅在一起。五代杨凝式是由唐代的颜柳欧
褚到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韭花帖》」感：爱生活之人的最好写照，记得吃过的美
食的滋味，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可以回味那些好味道。或许这就是读书人才能体会的快乐，顺应潮流
，平易待人，闲时约三五好友小聚一番。未必事事如意，未必人人和乐，未必人人都是知己良友，但
心存安乐，懂得感受美好就好~
6、书写得好，作者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写食物。只是对于平时吃得少的人来说有点晕，但是作者以吃
食写作文方法的写法很有意思。像&quot;大家知道，我说的不只是吃的&quot;这样。除此之外，里面
最吸引我的就是作者对民国风貌的描述，里面说到联大的教授与学生的生活，这些本来遥远人与事从
故纸堆里现身，画给人一个不动荡但是平常的民国，里面有作者享受自己的平凡生活，还有浮生之乐
。
7、最初接触汪曾祺，是小学的事了。《端午的鸭蛋》将鸭蛋写的质细油多，且多是双黄。对于一个
爱吃鸭蛋的我来说，简直是无法抵挡的诱惑。可直至今日，还未能如愿品尝过高邮鸭蛋。再者就是高
中的那篇《跑警报》。一个本身很危险，逃命的事，却被作者写的即轻松又有趣。由此可见，作者必
定是一个豁达，开朗，且生活极有情趣的人。我对吃是不讲究的，对烹饪亦无兴趣。读《老味道》的
初衷是想找一本休闲有趣的书，闲来无事可以翻翻。书中多是随笔，散文。篇幅很短，想读就读几页
，累了就随手合上，不必有任何负担，如此这样，也很惬意。可多少还是被作者“感染”了。现在，
再想想院子中中的长豆角，冰箱里的豆腐，肉类。莫名多了一丝亲切和好感。甚至有一种想“大显身
手”的冲动。最大的收获还是对作者随性，开朗的生活态度的感受。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口味单
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泛一点。”这文字中的豁达和对生
活的情趣，真让很多人羡慕呢。希望在步入耳顺之年后，每天清晨，戴个鸭舌帽，提上菜篮，去菜市
场挑挑拣拣。回来后做上一桌家常便饭，看家人吃的津津有味。自己尝过几筷后，便坐在旁边，抽烟
，喝茶，看他们吃。好不快活！
8、在我看来，成为吃货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研究过大量的菜谱知识。2.会做饭菜且享受过程。3.乐
于品尝从未吃过的食物。所以，汪曾祺算是名副其实的吃货。天朝的快餐店和五星级酒店的食物100%
都是不干净的而且做得烂成狗。除非上天给监督部门降临一个有重度食物洁癖的包拯。永远记住：饭
菜，还是自己家做的好。饭菜，还是自己家做的好。饭菜，还是自己家做的好。
9、《老味道》文字很让人喜欢，随和、亲切、俏皮，用词很有味，读着不禁要合上书乐一会儿。书
虽写吃，却透着汪老的仁、智和对生活的爱，他说：“我写这些文章，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啊
！”他主张对吃、对生活，口味杂一点儿，兴趣广泛一点儿。也确实，稍微留意，生活里都是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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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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