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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味道2》

前言

总是一直不断地问自己，是什么驱使我要在此时此刻花了好些时间和精神，不自量力地去完成这个关
于食物关于味道关于香港的写作项目？不是怀旧，这个我倒很清楚。因为一切过去了的，意义都只在
提醒我们生活原来曾经可以有这样的选择那样的决定。来龙去脉，本来有根有据，也许是我们的匆忙
疏忽，好端端的活生生的都散失遗忘七零八落。仅剩的二三分，说不定就藏在这一只虾饺一碗云吞面
那一杯奶茶一口蛋塔当中。味道是一种神奇而又实在的东西，香港也是。也正因为不是什么东西，很
难科学地、准确地说得清楚，介乎一种感情与理智之间，十分个人。所以我的香港味道跟你的香港味
道不尽相同，其实也肯定不一样，这才有趣。甜酸苦咸鲜，就是因为压阵的一个鲜字，让味道不是一
种结论，而是一种开放的诠释，一种活的方法，活在现在的危机里，活在未未的想象冀盼中。如此说
来，味道也是一种载体一个平台，一次个人与集体、过去与未来的沟通对话的机会。要参与投入，很
容易，只要你愿意保持一个愉快的心境一个年轻的胃口，只要你肯吃。更好的，或者更坏的味道，在
前面。应霁零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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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味道2》

内容概要

作者“从小吃大，眼阔肚窄嘴刁”，“不求甚饱，唯独好吃不倦”，著书两卷来对香港的饮食文化与
历史做全景式的纵览。作者对每一道食品既有自己的历史回顾，又有制作流程的介绍展示，同时还分
别邀请香港演艺明星和文化名流做嘉宾助阵，把饮食与人生、经历与记忆柔为一体。另外，这本书也
是可以按图索骥的香港美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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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味道2》

作者简介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选择创作的路，他回答说，因为有趣。当被问到是什么叫他一直兴高采烈地走下去
，他回答说：就是好玩。 他一路放肆贪玩，却又专一迷恋文字和图像之问的微妙暧昧，不小心也很自
然地跨界破例—— 相信旅行，钟情漫画，关注设计，沉迷杂志，狂恋占乐，爱恨美食⋯⋯ 自香港理
工大学设计系获取荣誉学土及哲学硕士以来，长期对现代家居生活及建筑设计潮流观察研究，大量撰
写相关评论推介文章，发表于大陆、港、台报章杂志。出版有生活写作系列《一日一日》、《寻常放
荡》、《两个人住》、《回家真好》、《设计私生活》及《半饱》。文字写作以外同时热衷漫画创作
，出版有《我的天》、《爱到死》、《小明》、《三七廿一》、《我的天使》等漫画系列及专集。 停
不了——矢志做个贪心的、快活的、认真的跨媒体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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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味道2》

书籍目录

未来的味道  【香港味道】总序岁月杂货  序目录恋恋挂杯  奶茶全天候净饮男女  华田立克滚水蛋冰山
再现  冒险吃冰之旅热辣真理  蛋塔就是蛋塔不是王子  爱恨菠萝油只能活两天  方方正正新鲜出炉金黄
岁月  南北东西多士包包饱  菠萝鸡尾墨西哥一口一手  沙翁蛋球与他的亲戚酥由心生  飞来飞去蝴蝶酥
说谎蛋糕  蛋糕的轻重有无热狗中环  此时此地此b狗别无分店  港式西餐自在流无所事事  High tea有
多high点红点绿  沙的终极质感好事多磨  仁者滋润无极不止充电  上善糖水正气修心  还我清白豆花科学
精神  当姜汁撞上鲜奶四季团圆  定心汤圆后现代糖水  杨枝甘露洒遍时光鲜榨  蔗汁正能量凉茶大热  民
族真感情甘苦与共  排毒龟苓膏药到病除  中医奇异恩典几乎神圣  正气光酥饼甜蜜悲情  传说中的老婆
以和为责  成甜一身鸡仔饼如此曲奇  核桃酥实验中喜有此理  喜饼一担担硬打一仗  当炒米挑战杏仁素
脸迎人  无印良品白糖糕马路天使  适者生存钵仔糕近乡情怯  松糕的实实在在报时讯号  家传萝卜糕芋
头糕家乡原味  年糕年年高时尚切片  来一块椰汁马豆糕人人爱？  茶果酷尽我来自油锅  滚油炸出鬼人
有我有  煎堆角仔有软硬？不脆无归  甘心蛋散与虾无关  芋虾芋散芋花马失前蹄  生死存亡萨其马一身
一地  欲罢不能鸡蛋卷串串爱  真真假假  如假包换碗仔翅三五成群  烧卖粉果一家亲原来混酱  严禁白吃
猪肠粉杂大成  日月天地牛杂精华车去人在  一往无前车仔面事出有因  错怪煎酿三宝基因未变  咯咯鸡
蛋仔老饼翻身  手工夹饼江湖再现乡土香气  糖沙炒栗煨番薯黄金岁月  盐煽蛋卤味烤鱿鱼超合金海难  
又爱又怕东风螺斋口斋心  七彩斋卤味层层叠叠  意犹未尽虾籽扎蹄该不该  午夜的抉择痛快勾引  雪糕
是一种药一汽呵成  维他绿宝情意结甜头尽尝  糖果犹豫大漠救星  出生入死成柠檬越丑越美  传统凉果
再出发大海滋味  大澳虾膏放洋记不识成滋味  豉油等级战混世好酱  不可一日无酱发酵年月  腐乳小插
曲天兵天酱  跳级突围XO酱乡土自助  我是一著梅莱酸湿呛鼻  玻璃盅里的绝活全赖有你  罐头的封存滋
味吃，力。  后记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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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味道2》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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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味道2》

编辑推荐

《香港味道2》：味道是一种神奇而又实在的东西，香港也是。也正因为不是什么东西，很难科学地
，准确地说得清楚，介乎一种情感与理智之间，十分个人。所以我的香港味道跟你的香港味道不尽相
同，其实也肯定不一样，这才有趣。如此说来，味道也是一种载体一个平台，一次个人与集体，过去
与未来的沟通对话的机会。要参与投入，很容易，只要你愿意保持一个愉快的心境一个年轻的胃口，
只要你肯吃。——应霁《香港味道》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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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味道2》

精彩短评

1、介绍了好多街头巷尾的小店，去香港一定去尝尝。就是书的味道比较大，只有美食地图。
2、比起酒楼茶室需要精心策划路线、时间，这本书更让人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乱窜时，秒秒都有惊喜
。温暖的人情，让人垂涎的照片，从心底发出的对故土、对生活的热爱，实在是难得的好书。
另外，推荐的美食也确确实实字字属实，并没有被老板、商家笼络的意思，很容易分辨欧阳自己的喜
好和我们自己的口味，好书！
3、每个地方都有独特味道，美食也是一种标签
4、还有好多介绍的没吃到，555
5、我居然一字不漏的看完了！从各种传统小吃，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传统文化，不错
6、香港的饮食文化里的市井气真心是极极有趣的。总叫我回想起麦兜的故事里，一切戏谑和无厘头
的背后透出社会的百态，有些事艰辛，但用说笑一带而过的话，别有一种风味。不过是一本说美食的
书，我怎么就想到了这么多？
7、从书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香港街头巷尾的各色小吃如数家珍，对地道美食的无比热爱，生动的文
字，美好的图片，令人口舌生津，仿佛那浓烈的滋味渗透骨髓，直达心底。文中对每一处饕餮之所都
有详细的记载，令读者虽未曾去过，却犹如置身其中，就好像此时深吸一口气，那浓郁的香气就会融
入整个胸腔。。。
8、最爱的之一，各种流口水的美食~
9、我怀念弼街旺角油麻地还有中环的各色小吃⋯⋯
10、试验过了 好好吃 澳洲牛奶公司给一百个赞 排队排到转角 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进去
11、总归还是喜欢欧阳应霁的，翻开第一家正式介绍的店就是去香港的时候去过的，继续看看，可以
多记些店，多记些吃的的来源还不错。以后在补看。
12、杂，没有串起来
13、有了宝宝之后，不能像以前一样说走就走，只能靠书籍慰藉一下
14、用过香港味道1在香港找有兴趣去试吃的店，还真的满特别的。这一本也要用来导航的，但是不要
指望书里面提供的食物你都爱吃，都有兴趣。
看看香港的食文化满好的，随着大陆人和思想的入侵，也许几十年后就找不到这么多实惠好吃的店了
。
15、反复看过多遍
16、出乎意料的好看 味道不只是味道于吃 还有那些人那些故事... 今年哪儿也不打算去了 等妹妹能走
路了带她去趟香港或者泰国慢悠悠的吃玩几天 就很圆满了~
17、不像酒楼茶室 街头巷尾民间滋味这本书大概刚开始看了五分之一 不过内容，图片都是一样水平 
这里的小吃可能更小些 但是也很诱人

我想 我对他的感想和那本酒楼茶室应该是一样一样滴 都是极好的美食书籍 能勾起人的食欲，也能让
我了解许多香港美食背后的故事 更让我咬牙，香港一定要再过去
18、很有味道的书
19、时值工作中需要美食的idea，顺手打开新到的香港味道，看到作者以新鲜的角度来诠释食物和记
忆中的味道，看到的不仅仅是我未曾阅读前想像中的单纯美食读物，更是一本结合作者经历，情感，
友人，回忆的书，只是所有的情感都以美食作为起点徐徐展开。不会说谎的蛋糕，从大洋彼岸飞来的
蝴蝶变成的蝴蝶酥，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好看到不行
21、建议每个去香港玩的人，必备！没有好吃的旅行，不完整！崇拜欧阳！真会吃！还吃的不一样！
！
22、路边摊的味道，才是一个城市生活的味道。（书的印刷质量太次了，翻了没几页就哗啦啦掉页，
玩命的掉啊，还怎么带着书出去吃）
23、2012-09-23 
24、整本书排版乌糟糟的，看了里面的美食特别拉仇恨哈哈。讲香港美食的书很多了，看着也就比较
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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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味道2》

25、挺喜欢欧阳应霁的书而且都是介绍一介街头巷尾的小吃去了香港应该很实用
26、香港味道，味道香港！！
27、有很多具体的店铺的推荐，蛮有实用性。而且每种美食的描述都蛮诱人，但是语言不是喜欢的风
格
28、中午拿到手，下午就狂看了一下午。为了去香港吃小吃而准备，如果是吃货，小吃的。强烈推荐
这本，很好。看得我口水直流啊～～～～～～～～
29、这本《香港味道2：街头巷尾民间滋味》和《香港味道1：酒楼茶室精华极品》，可谓书中珍品！
不管您对美食感不感兴趣，但本书的精致会令您动心的。
30、很喜欢书的内容，主要就是冲着香港小吃去的额，送的5天4夜吃遍香港，堪称吃货福音
31、买了香港的味道1，很喜欢里面的内容，所以也买了香港的味道2，内容一样很喜欢，只是香港的
味道1没给评论积分，这点当当太不给力了。
32、美食书就应该这样，搜罗好吃并有源有据，配以明星人物推荐，更加吸引看书者立志攒钱抽时间
前往游览饱食一番。光说好味总显单薄，看过即忘。
33、竟然有我随手吃的店铺~ 啦啦啦~ 啊种太阳~
34、全书当然是围绕着香港美食展开，自然书中的很多吃食没有吃过，很多馆子没有下过。作为一个
香港人的推荐自应是道地的，不想每次总是去翠华，抑或旅游网站推荐之处普通话不绝于耳。没有当
地人食饭的去处总有种受骗的感觉，下次去要对书中的餐点店铺一一实践。
35、很后悔去香港前没有读此书，不过下次去，一定不会放过这些美食。&#160;很棒的书，作者真的
是在用心来做这本书。
36、在这个时代里 留得住味道 就留得住人心
37、吃货可以在去香港自助前，根据这本书做个计划表（书中本身就带有一个计划表的），选择自己
喜欢的吃的，一路吃过去，正可谓吃在香港啊~哈哈哈哈~~
对了~不要饿着肚子看这本书，越看越饿！哈哈哈哈~~~~~
38、看这本书成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一段段文字小品，生动、美好且感人，不是地道的香港人绝对
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当然强大的文字功力也是必须的，等看完味道2，再买本味道1，继续研读O(∩_
∩)O~
39、奶茶、蛋塔、肠粉、波萝包、鱼蛋⋯⋯
各种食物都可以混搭在一起，做为下午茶或早餐
在吃中体味香港，别有一番滋味
40、先看的第二本 一开始觉得很乱 不过香港地道的小吃甜品那么多 读着读着就不觉得乱了 地图一定
要收藏 作者边介绍美食边融入很多故事 各个阶层的人心中不同的味道 还加入了很多小吃的做法 让我
了解了很多饮食文化 而且知道了这些吃的是怎么做的 很棒 是一种有知识的美食书 味道这两个字很神
奇 不光是饮食味道 还有香港人生活的味道
41、跟着港人吃香港绝对没错！还有告诉你怎么顺着地铁沿线吃，胜香园和兰芳园值得推荐
42、非常喜欢这本书，一直断货，等了一阵才顺利买到。
很适合热爱美食的穷游er买来做功课用，在香港穿越小巷按图索骥的一一查找老字号店铺是一个很有
意思的过程，强烈推荐！
43、因为一月份计划去香港，而自己恰恰又是一个好吃的人，所以遇到这样一本书是让人欢心雀跃的
，美食，是一种文化，一份心情。一直记得《天下无贼》里刘若英吃烤鸭的场景，默默地流泪了。。
。。。。。去香港，寻美食，是另一种心情吧。
44、这就是一本香港美食地图，详细的介绍，好想马上去吃~！！
45、不要在晚上看
46、到了香港就知道要去哪儿吃美食喽
47、一本充满认同感的书~~~~看这本书就如同走在香港的街头，总会有吸引人的小吃出现，让人赞不
绝口，而且在书里绝对找不到某些地方做的虚假美食节目里那些超级虚情假意、真广告的词语。
48、很多时候，都市人吃并非为了果腹，而是将快的像磁悬浮一样的生活节奏停顿一下，靠站歇息一
下。一遍一遍读（或说是看）这本书，其实无意启程去香港探访书中读美食，只是想被温暖和怀旧读
气息包裹。
49、自说自话，可读性不高，内容散乱

Page 9



《香港味道2》

50、去年看的，看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饿。
51、大包再来两笼不怕撑！
52、在香港吃完回来学校吃觉得自己像土豪  
53、很精细，也负有很多美食图片，作者非常专业。之前买过他的《香港味道1》，又忍不住买了2
54、每个人都有自己极具个人体验的味道，是关于香港的记忆，也是关于生活的记忆。
55、蛮好读 三本读完再拉个单子
56、看完两本，居然不厌食了。很感谢她。
57、好饿！
58、每个食物都找个“名人”来说他们和这个食物的故事，描述方式太过私人化，毫无代入感。或者
是因为香港人写出来风格比较怪。
59、没有1好看
60、真实的香港味道，我是跟踪着去品尝香港的。
61、和香港味道1一样好看作者总是带着饱满的情绪对待每一样食物每一处店家依旧每一份食物带来的
喜悦很喜欢很推荐很想跟着书中的地图去吃吃逛逛
62、这一本讲甜品各种，故事依旧，食物推荐就弱些了。另外出现了李嘉欣、彭浩翔
63、刚拿到就被抢走了，书很不错，应该是自助游香港，而且是以吃为目的去的同学的首选，至于效
果就要等同事回来才知道了
64、之前看过他写的别的书，喜欢这种很生活很洒脱的feel，虽然还没去过香港，通过看这本书开始蠢
蠢欲动了，准备有机会挨家吃一遍，感受香港街头巷尾的民间滋味。
65、味道对于个人而言真的很私密，好处不好吃，不过是你心情的一种写照。很高兴看到这本书，把
爱吃的人的理由挖掘非常充分，从文字的高度出发，有一种深情在笔端后面，那就是我们这些为食鬼
对生活的热爱。
66、不管是香港味道1还是2，都是以一个真正的饕餮般的食客来评价的香港美食。我觉得可看性很高
。
67、一向比较喜欢欧阳应霁的文字,前段时间还曾很偶然的看到采访他的短片,刚好就是在介绍香港街巷
的明间滋味,这次能买到,觉得很开心.是很适合舒缓心情阅读的书.
68、看了就知道，为什么到外省总是吃不出好味道！粤港人民的味觉是历史的遗留，是从小到大的熏
陶！到了外省吃所谓的名菜，感觉就是因为当地没东西吃，作出来的一个夸张！广东人的实在，尽体
现在日常的一粉一面中！吃得好，是自己知道！
69、欧阳应霁应该给他们家的瑞婆写本书
70、看完这本书让我下定决心要自助香港游，不为了购物不为玩，只为了吃遍香港美味
71、里面基本都是我感兴趣的东西，但为什么全是甜食类的的啊。了解香港，认识香港。要提出意见
的是，书的装帧没够结实，有点开胶了已经。希望上集（香港味道1）能好一些，我看完准备买呢。
72、雪糕是止疼的良药。 
73、从嗜爱每一种美食的人身上延伸出来的香港味道，有故事，有趣～
74、喜欢吃，更喜欢香港的美食！介绍的很详细，可以去香港试试！
75、很详细的介绍了香港的美食。有机会要把香港的美食好好尝试一下。
76、2017.4.1，纸质书，去香港之前找来看的，书中推荐挺靠谱的，中肯、简介而且有意思
77、电视上，杂志上，媒体上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美食介绍，大都是“色，香，味，环境”一流的，
都是拿来“品”的。但芸芸众生，哪来那么多时间金钱，心机去搞啊，还是街头巷尾的大众食品好！
国内的食品安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香港还不错，东西很有特色，特别是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老店，口味大江南北不一样，但这份坚
持就值得给他们致意了！
78、我的神
79、从书的角度来讲，介绍得很花心思，从餐馆历史到特色菜食材及做法。每个主题都有香港本地知
名人士（不光是娱乐界）亲尝及记录上他们的感受。介绍的地方也靠谱。最爱他介绍的南丫岛的建兴
亚婆豆腐花。从来对甜豆花无感。但这家的超级好吃。
80、跟香港味道1比起来，我更喜欢这本街头巷尾的小食为主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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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住在深水埗都不知道去帮衬下这些街坊邻居，唉，身在福中不知福阿

81、文中对小店和美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并配有图片，尤其是随书附送的香港的美食之旅的指南，
列出了比较经典的美食线路，很实用。打算去香港时按着上面的路线去吃，呵呵，就是不知道那些店
铺的地址有没有改变
82、一本不错的书。图文并茂！还有一张美食地图，按排每天去哪里吃。去香港玩的时候一路跟着吃
。
83、为了去香港旅游而购买的，很不错，准备再买一本香港味道1，希望里面的那些店铺到时候在香港
都能找到，这样就能尝遍香港美食啦。
84、去香港一定要准备一本，吃遍香港小吃！
85、其实已经买过一次，由于种种原因丢失了，欧阳的书这个系列个人比较喜欢，怀旧的香港味道，
令人神往，终于下定决心再买一本以收藏。
86、有些寡淡吧，看头不大
87、小点加故事。多想加入其中。
88、高一时读了一遍高三温书假又看了一遍...真是要馋死.
89、书写的真不错，1，2两本都买了，各有特点，对想了解香港饮食文化有帮助！
90、去香港之前特意读了这两本书，更吸引我的是文化的味道，传承的味道，越咂么越有味道，倒不
在于吃什么喝什么。
91、揣着书里附送的地图去找这些街头小吃，这是出发前早已决定好的行程。在应该进去的那家牛肉
丸餐厅门口排起长龙，结果去了隔壁那一家更平民和不起眼的糖水店。雪梨西洋菜的暖意，现在我还
记得。其实这本是不完全的导游书，它只是一个人想分享那个时刻的味道。
92、 味道是一种神奇而又实在的东西
93、从小就对香港有无限的向往,现在也还是.这次暑假下定决心去了一趟香港.不愧是我梦想着的城市,
我爱香港的一切的一切真的在香港的那几天像做梦一样去了迪士尼海洋公园中环维港会展中心星光大
道以及N加百货商场去血拼!香港真是购物天堂啊!服务态度真是超好1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吃太多香
港的地道小吃杨枝甘露都没喝道煎酿三宝也没吃到幸亏在夜市还算吃了几样咖喱鱼丸碗仔翅油渣面什
么的好吃不贵啊!很怀念香港的柠檬红茶超级OISHI的捏!!!
94、去香港前特意买来读，那街头巷尾的味道，仿佛已经飘到身边
95、丝袜奶茶、番薯糖水、龟苓膏、鱼蛋、车仔面、鸡蛋仔、斋卤味、虾籽扎蹄！
96、不需要是香港，你只要在广东生活过，那书中提到的小食，就会勾起你温暖愉快的回忆。食物是
美好的，热爱食物也是美好的！忽然发觉，我们年幼时，被灌输到意识里的完全不是这样的经验。如
果让我自由地选择居住的城市，为了吃，我第一个选香港。
97、垂涎欲滴，蠢蠢欲动，去香港吃！！！！！！！！！
98、有幸听到过他的座谈
99、吃什么好像真没这么重要
100、延续神书风格。
101、爱吃就会爱上这本书～～～现在好希望能够去香港吃美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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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饿着肚子不宜看食谱，我很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吃饱了再看这本书，结果还是又饿了！连加了三
顿下午茶才抗过去。以前也看过欧阳应霁的书，感觉没有这本好。主题是香港美食小吃，有文字，有
图片，有地址，还有各色美食的简单做法，让你在家也可以尝试。最喜欢的是他找来熟人介绍每道小
吃与之的特别缘分，简直是“小吃大使”，而梁文道居然是：车仔面大使！与众多旅游书全篇一律的
面孔相比，它后面多了浓浓的人情味和历史感，甚至可以，当作美食散文来读。看来欧阳的最爱还是
吃。再怎么艺术的青年（中年？），还是奔两张嘴去了。。。无论如何，下次我的蛋炖奶会做得更嫩
滑些的。
2、记得那年我才十七岁。就在日记本里写关于爱情的味道，洋洋洒洒的几百字。记得当年写的是香
薰师陈慧琳跟天使金城武的那个电影《薰衣草》。总之味道对于人来说，代表的是过去，是记忆。所
以。十七岁的味道，写的是嗅觉。那二十七岁的味道。念的是味觉。在图书馆的沙发上，快要可以平
躺自己的身体。舒舒服服的看食物。关于舌尖上的味道。都说饕餮厉害的是舌苔啊。稍许的咸淡轻重
都能辨别的出，千年的老饕，欧阳应霁先生如此，那次来宁波做讲座，觉得他便是如此。写这书后我
断断续续的看了一些。今天倒是一口气统统念完，觉得深邃不在于食物的味道，介绍食物的材料，做
法，还是介绍有名的餐馆，摆出地址照片。而在于书中道尽那些食客于食物如此眷恋之缘由。所以。
我觉得，一个人觉得最好吃的食物不仅仅在于用料的新鲜，做法的独特，烹饪的精湛，还是摆盘的优
美。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所拥有的回忆。就好像腊八粥，不是说救了朱元璋性命的那碗麦蚕豆干粥做
的有多鲜美，而是它代表了逃亡生涯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若是没了这碗粥，别说是做皇帝，连命也
得丢了。念着虽说是这救命粥的鲜，其实，不过是念得是大难不死的悲壮历史。有人说去香港玩好不
好的。我又不喜购物，真是去了无非就是看看不同的城市看看不同的风景。只是吃，总是免不了。港
味里。有讲到雪糕。题名为“雪糕是一种药”。不禁宛然一笑。这就是晕子的故事。其实也不甚热爱
雪糕，夏天的时候宁可喝冰可乐，雪糕吃的太腻，就是去年吃了一个夏天的大梦龙，友人常期供应的
雪糕。晕子娘因为牙不好吃了很多的苦，所以在晕子很小的时候，唔，大约就是换牙的时候把，就非
常关注晕子的牙。晕子就会有很多去看牙医的记忆。那还是破旧的牙科医院，专有一个儿童牙科，我
的主治大夫是一个面庞有点削瘦，长得很英气的女医生，那才90年代初，她便已经有很时髦的妆容，
其实晕子一直以来都对妆很浓的女生有着畏惧感，觉得不宜亲近。所以就会觉得女医生拔牙会很疼，
所以每次去看牙医都会很害怕，尤其知道要拔牙。这时候晕子娘永远会说，拔完了给买雪糕吃。于是
在还没有吐掉嘴巴里那沾满了血的棉花球，嘟哝着一口腔的未吐掉的血水，在麻药还没有完全失效之
前，晕子娘一定会遵守诺言的买一只雪糕给晕子。晕子就会闷声很认真的吃雪糕。雪糕是止疼的良药
。所以，每个人都有食物的记忆。在记忆中的食物有着除了饮食以外的功效。记忆中的味道。是一剂
良药，用来缓解记忆的伤痛的呀。
3、虽然不是很喜欢他的文笔，总是拗口的很，说不清楚中国话似的，但是他的选材和切入点却真是
得我心。整本书都是香港的日常小吃，那些还旺盛的或者已经式微的老式小吃，一件件简陋老旧的老
店面，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劳作的店主，让人想起了儿时的旧街区，那走街串巷叫卖的儿时小吃。每篇
文章都配了图片，图片配的很好，不是华而不实的，而是朴素但能切入文章的。所以推荐这本书，给
所有爱吃爱生活的朋友。
4、两本香港味道，小蓓用充满喜感的卡通纸包了书皮，小心翼翼地翻，从夏天翻到冬天又翻至夏天
，也才读了一半。里面那些亲切的食物真真让我从心里感到温暖。我们这一代尚有我等恋旧者对于传
统食物有着如此化解不去的痴迷，及至下一辈恐怕再无这样的情结。传统小食稀若纪念品，老字号奉
若博物馆。清一色的机器制作工厂出品。我并非抵制那样的食品，生活在工业化全面普及的时代，这
样的改变难以避免。但我还是不喜这冷冰冰丝毫没有人情冷暖只有剩余价值的食物，还是为传统美食
、文化以至生活方式的陨灭殆尽而扼腕。只有那些牵动着亲情与温情记忆的手工食物才能让人一次次
地潮了眼眶颤了心房。商品经济的年代总给人一种错觉，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你想要的。尽管价值规律
无孔不入，可也并非全然万能。世上仍有那些个特色项目，依旧保留着由亲友长辈口口相传手手相授
的传统。其间的温情与气血相依自勿需言说
5、相比较第一本，更爱的是这第二册。因为里面的美食都是我从小看港片看大的，各个让我掉口水
啊，于是看书的那几日梦里都想着这些美食，不行，明天得去港式茶餐厅过过瘾先，等下次去香港一
定得大街小巷地去寻找这些美食！实在是超赞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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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写美食的书 有很多，很爱看这一种,带着爱和回忆的美食笔记,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地感受那份温暖
和怀旧的昏黄。
7、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喜欢其首篇就提起香港的经典奶茶.而且也是我和男朋友一同去的&quot;金
凤&quot;,至今也还没能找到与其相仿的.我想买他也准没错了吧.我俩研究了2小时,决定去书中的一些食
店探路,香港的店铺,本来就小,晚上6-9点根本就挤不进去.当我们9点来到尖沙咀,也一样的人满为患.....实
在是没有太多的耐心.最后还是去了九龙城找吃的.事实上,还有许多小店非常的好吃.希望他出本3.让我
们慢慢的吃,吃到老.嘻嘻.
8、看了《香港味道1》很自然就找来了《香港味道2》，就像看电影看完了上集接着看下集。第一部讲
了香港酒楼茶室食文化，第二部欧阳应霁把镜头对准了香港街头巷尾中那些最草根的饮食文化。虽然
第二部比第一部少了几页，但作者还是相当尽责附上了一张“五日四夜美食攻略地图”，下次再去香
港时一定要带上这张地图，依图寻找香港味道。一杯奶茶一只蛋塔一串鱼蛋一个菠萝包一份车仔面一
块西多士一碗红豆冰一盘牛杂一排鸡蛋仔一片鱿鱼干一根热狗一堆猪肠粉一盒维他奶这些食物绘制了
一张很平民的香港食谱，这些食物过往不断在关于香港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它们的身影。当你亲历香港
时，会发现这些食物就在你入住酒店的楼下，或是百货的转角口地铁出口处，掏上个二三十元就能感
受到香港的味道。溜进一家茶餐厅来一杯鸳鸯，开始体味香港的味道。在香港短短的四天三夜中，也
努力无限放大胃口，一路上边走边吃，从上早一直吃到深夜，任何食物只选最小份的，为了能容纳下
更多的美食。一路吃下来只顾着吃，忘记了记录那些美食的样子。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就是永华面家各
式各样关于面条云吞鱼蛋鱼块鱼片鱼皮牛肉牛腩牛筋的组合，茶楼里花样繁多的点心虾饺、烧麦、烧
鹅、叉烧包、千层糕......，许留山那豪放的芒果捞水果捞西米露还有可爱的小甜品。但不知道为什么
在两册的香港味道中却没有许留山的影子，记得很多去过香港的游客都会爱上许留山，或许许留山只
是大陆客心中的香港味道。当然离开香港时记得到陈意斋、八珍酱园带些糕点干货回家，把香港的味
道带回家细细回味或是与家人友人一起分享美食带来的快乐。
9、欧阳说，这是他为食的告白，2007欧阳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感到巨大幸福的不是他，而是诸如我之
类喜欢用文字饕餮美食的人。
10、认识欧阳应霁从他的《设计私生活》开始，学生时代的我开始遥想着属于自己的那个小小空间，
只是蹉跎至今，自己名下仍尚未有任到何不动产。三联这次出的两辑简体的《香港味道》是近来最可
爱的早餐，临睡读物。在一章章家常味道的文字里，我们遇到了一个个有着不同味道记忆的港岛长大
，生活着的人们。面对纷繁，变化着的这个世界，每一样食物，每一间店铺都有着各自的坚持，这恰
是书里温暖肠胃，舒服心气的那股味道。在指尖滑过那些充满市井烟火图片的瞬间，都会有种期待：
是否会有个上海小朋友也记录下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味道呢？所有爸爸，姆妈带我们见识到的人世间
的美味。呵呵 ^_^
11、昨天还和C聊起这本书来。香港对我的吸引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本书，俗世里的各种滋味组合，还
带着很多人情世故的记忆。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很迷惘的一段时间。它仿佛象未来一点点微软的亮
光，让我能够短暂的有些温暖的感觉，还记得在搭乘飞机上一路读这本书下去。日子里面的点缀是给
自己的奖赏。歇息的时候有一杯奶茶，两件点心也算是一种浪漫。我们在计划今年的旅行了。那些好
味的餐厅是不是在香港等着我呢？新欢旧爱，大约这就是香港的缩影。
12、从来就对豪华的宴席不感冒 反而喜欢小打小闹的街头巷尾的小食 “觅食”变成一种游戏般的快感
原本以为这样一本图文结合的书很快就会看完 可竟然每天两三篇四五篇 有滋有味地快看了一个月 “
少吃多滋味 多食伤肠胃” 所以看香港味道这本书不能太猛 要让食物好好地在眼里消化 在入梦前来一
顿精神上的夜宵 定能天天悍然入眠
13、就是装订太差了，跟许多精美图册一样，出售时有胶套封着，然而第一次翻就散页了，书脊的胶
水贴得实在稀少，没有一颗金属钉，书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收藏的，装订如此之差实在对不起花钱
买的读者啊。
14、1.个人很喜欢的纸张，手感不错2.选题不错，这本里面主要是甜食，喜欢甜食的朋友不应该错过3.
欧阳的文笔，我总觉得内容很多，看着不够放松，不知道有没有和我感觉差不多的人4.定价可不低，
按照一定的规律，欧阳的书出版半年后，价钱大约会在网站上跌一半⋯⋯5.其实挺喜欢的，半天就看
完了
15、其实书我还没认真看  不过前段时间拿着它的地图去香港找吃的其实香港已经很熟了 特别是中环  
不过要拿出来对照一下那些小路吃了好吃的 心情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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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馋猫每去一个地方，必要做一个功课，印好地图，在dianping查好饭店，然后用红的、绿的、蓝的
笔标号码，地图反面写上号码对应的饭店地址和特色，然后在行程计划中排好路线，安顿三餐＋点心
＋手信。世上美食千千万，馋猫都是一个德性。想必欧阳也做了不少这样的功课，深谙同好之喜，因
以此图飨香港找食猫。期待欧阳再把意大利的私人找食地图拿来与众猫共飨。
17、欧阳的书，我从很小的时候，大抵是高中就开始读了。先觉得不错，翻了两本之后觉得没写啥实
际内容，到后来，越来越觉得肤浅。买这本书的初衷，是因为：香港就像是后花园，常年累月经常的
去，对香港的美食很感兴趣，想找一本书系统的读。但看了这本之后，真的很失望，也曾感叹自己的
要求是否过高，但介绍了几个香港本地对美食颇有兴趣的亲朋好友去试吃欧阳介绍的摊点，却都失望
而归（香港大学校友会）。还是建议大家去看蔡澜讲香港本地的美食节目，那对食材的手到擒来，对
饮食方法历史渊源的数数，对粤式美味的熟悉。这本书，顶多只能算是畅销书。
18、就如书中介绍的一样，香港人。从小吃大，眼阔肚窄嘴刁，自问不求甚饱，唯独好吃不倦。曾经
自觉很努力地写过一些字，画过一些漫画，出过一些书，讲过一些课⋯⋯现在开始想，是否吃得太多
太滥太急太快了，看来该好好坐下来，慢慢掰开面前手中的叉烧包，吃出香港的原来味道，尝到生活
的真正味道。呵呵，都是介绍很地道的香港美食，没去过香港，或者想去的，包括去过的，都可以看
看，以免下次还错过
19、看《香港味道》时我对作者和他搜罗的一众好友的味觉记忆颇为妒忌，怎么他有那么多关于食物
的故事可讲，怎么几十年过去，他们或她们对某种味道的丝缕依然清晰如昨故而死忠追崇。我以为自
己在这方面的回味是匮乏的，似乎想不起来从小到大品尝过堪称人间美食的惊奇。错觉罢了。每个人
都拥有无可取代的关于食物的特殊味道，即便它们已然沉入记忆的湖底。相信某种偶然的搅动，可使
久远的味道渐渐复苏。当我意识到一些往事开始浮现，并且想起小时候看妈妈磨豆浆时的情形⋯⋯不
禁欢喜眼眶湿润。看这本书，才发觉自己很不懂得食物，其实就是不懂得生活。欧阳应霁的书一直以
来照显出我的缺失，而我总能适时的遇见他书里的各色生活，进行自我诊断，处方不外乎：旅行、慢
下来、静观、细尝、感恩。
20、美食评论就该如此！！！细节，细节，细节！！！而不是在那里发神经（带出来XX的味道，什么
完美的搭配，cao...)
21、自从看了欧阳应霁的第一本《半饱，高潮生活之所在》后，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套两本。书确实写
的不错，印刷已经内容都是比较丰富的，作为一本美食旅游攻略来说确实不错。不过也没有想象中那
么好，因为之前一直以为是一本描述香港饮食文化的书，读过之后发现却不是所想那样，更多是可以
拿来作为一本旅游攻略。所以有点点失望。书中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来串起一份香港的美食攻略的，不
仅仅对香港有代表性的美食描述具体，而且还会介绍一些历史、经典用餐的地点，同时还有不同人物
对于不同美食的感想。确实是一本比较精细的、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书籍，闲来一读，不由食指大动
。不过就是太专注于美食地图的编撰，而忽略了美食的文化价值，确实有点让人失望。而且用语也不
是很让人亲切，读起来没有身同感受的感觉，也是比较让人遗憾的。不过，撇去其他的因素的话，如
果单纯作为一本美食攻略的话，确实是值得拥有的！
22、我的选择太固定与局限，从来不会对饮食类的书籍感兴趣。因为工作的机会，读到这本书，打破
我的偏见。地球村的概念不知道提了多少年，这饼渐渐的画得和communism一个样。起初“地球村”
只在说世界拉近了距离，后来这个概念衍生成为世界大同，全变成ISO标准化产物。我很赞同应霁在
书中说过的一句话：水准看来很稳定的集团式经营的餐馆，一旦过分的稳定统一标准，其实也是问题
症结所在，没有个性没有季节没有变化没有余韵，再多加一句，没有过程没有故事。香港味道更多属
于记忆，忠实的记录下即将消失的味觉体验，真正地球村的那天，我们可能不用吃喝。但我总觉得，
如若它要失掉，该是某部科幻大片的绝佳桥段。可我为什么会觉得揪心呢？
23、在看完蔡澜的食材笔记后发现这本书，很是欢喜。我很喜欢看香港人对吃的钻研和执着，什么东
西学到精了都是学问，在街头巷尾觅食也不例外。看这本书时的最大感受是香港人实在太会吃了，一
代代都有着历史。印象中好象随便一个在大户人家做管家和高级保姆都多多少少深暗一些美食之道甚
至家族食谱密籍，如应霁者，书中时不时会现出那位大师般的老管家身影，真是让人好生羡慕。这样
的书光看实在“索味”，我每看几页都不得不合上书想象一下，或去厨房找点什么东西出来才好继续
下去。心里想着下次去香港一定带上这本书，住他个一两月按书索骥都吃遍了去才好。上海呢？上海
有多少这样藏在民间的传统美食？可有这方面的书出？
24、信息量大，地道，食物与文化交融对于粤港澳的朋友来说，这本书不仅是美食指南，更是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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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对食物文化的记忆唤醒与总结，值得收藏对于其他地区的朋友来说，去香港，想找最地道的好吃的
，跟着这本书走，绝对没错。作为一个广东人，看着这本书，从小到大的关于食物的记忆奔涌而出，
灌注心里，是满满的感动。
25、介绍街头巷尾的小食，其实这就是香港味道2比1的优胜或更吸引人之处。2里许多东西，平价、街
头，人人都可以吃到，同时也勾起了许多广东人的美食回忆，毕竟许多东西，例如蛋散、油炸鬼等，
现在只能在，或严格点讲一句，好味道的现在只能在香港找到。下次去香港，可以拿着这本书，试试
这里的丝袜奶茶，那里的蛋散，角落里的大排档，小巷里的碗仔翅，再去买一包柠檬皇。其实不用花
很多钱，关键是要有时间、有肚量。欧阳应霁将美食的地道和街坊感觉都表现出来了，说真的，只有
这些街头小食，才能留住人们的记忆。
26、虽然我不是香港人，但由于从小受到香港电视台的影响，我对香港一直有一份难言的亲切感。最
近因为是哥哥的10周年，我想起03年（自己的本命年因此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多事之年，记得那年的
金像奖颁奖典礼是四大天王合唱向哥哥致敬，因此特意从网上翻看了那年的“盛典”。谁知这次看最
感动的不是天王们的合唱，而是曾志伟真诚的一段话。那时香港正受非典肆虐，再加上哥哥离去，香
港一片愁云惨雾，而曾志伟说“人地有事我们香港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今日我地屋企有事，我地
唔可以自乱阵脚”⋯⋯我之前一直无法说出为什么我对香港总是比别的城市多了一份什么感情，但听
了他说之后我知道了——一种凝聚力，一种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了她贡献力量的能力，一
种能吸引局外人都加入到其中的力量！由于地域文化相近，所以里面很多的东西我都吃过；而且受到
港剧的“荼毒”，有些东西哪怕我没吃过，但看电视都看过啦！作者除了是吃那份食物以外，我想更
多的是品尝那种味道吧，那种只属于这个城市的味道⋯⋯也许，爱一个地方的味道就是爱这个地方最
直接的体现吧！终有一天，我要踏上香港，并留在那里（嘻，希望香港人别排挤我吧！）
27、HK去了很多回了,自己有很多喜欢的当地的小店,书里也有.这本书是很平民的.或许有些流水感觉.
但生活,本就是平淡无奇的.可以带着这本书,去HK,去体验,去品尝那里的市井小食.
28、要去港丽吃饭的当儿,经过季风弯了进,看到&quot;香港味道2&quot;赤膊地在外面晾着.这本书不是
第一次看到,每每外面套个塑料包装袋...这本竟然拆开着.看看是介绍香港小吃,并附带地址,兴匆匆买下
来,虽然还没将香港排上议事日程.很久前,有个同事说要去香港,专门去吃,当时很诧异,香港不是专供血
拼的么?大家还劝她不要方向搞错.现在想来,正正有道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热爱上港式茶餐厅,喜欢
每段时间都可以呆在里面,既不象小吃店里人多嘈杂又不象点菜的店里两餐外几无人烟.逛街累了,带着
站利品,进去一坐,喝杯顺滑的奶茶吃个热腾腾菠萝油或是蛋塔,一下子无限满足.出门办个事,有一小时空
闲时间不知怎么打发,随意找个茶餐厅坐下,看看报纸,喝杯鸳鸯和着西多士.再回到这本书,借由一些朋友
的感觉,介绍那些小吃,小吃和人已经密不可分.有些味道只能在记忆中寻到,有些还在现实中.乘还在现实
中啊,我要存点假期,存点钱,去体味这原原本本的香港味道.
29、书中介绍的大多是隐藏在街头巷尾中的地道市井美味，云吞面，双皮奶，白糖糕......在繁华的香港
寻找这些美味就像是寻找一些旧时香港市民的生活。最市井的就是最生活的，最生活的就是最真实的
。我曾按照书中的地图去尝试这些美食，在某条车水马龙的大道拐进一条小巷，跟忙里偷闲的香港人
挤在一张桌，感受到的是跟电视上介绍的截然不同的香港，也是最真实的香港。许多小店都有一种温
暖的味道，流传几代的配方从不改变，保留了古早的气息。这本书内容挺多的，不过小贵。它作为美
食指南也不错，最好的感受还是要自己亲自去香港尝尝。
30、看过他的几本书，写居所与居者的。喜欢的是他的作品中那种淡淡的恬适的感觉。坦白讲欧阳的
文笔不美，但难得的就是这样“不美”，因为不唯美，所以写真，所以他的文字只是忠实沉静地傍依
着他的图片，不喧夺，不霸道。欧阳的册子，适合在独处的阳光午后，懒洋洋地不按页码地翻看。－
－－－－－－－－－－－－以上评论，是刚刚看完李欣频的广告拜物教而发。看了279页张牙舞爪争芳
斗艳的广告文案，我突然怀念起欧阳。
31、他仅仅为香港人搜罗了他们记忆中的美食而非我们一介普通的观光客美丽的味道 我无福享受 至少
在现在这个节奏分明的年代，或者说年纪里
32、以前坚决不看描写吃的书。看能看出什么来，吃才有味道啊！看完这本书才知道，原来写出来的
味道是这么特别，反正，我写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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