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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自由》

内容概要

《吃的自由》的主要内容是：这是一本通过写吃表现饮食文化的散文集。著名作家汪曾祺说，这是一
本奇书。作者不是厨师，虽是门外谈食，但书中《中国人的大圆桌》、《舍命吃河豚》、《阿二靓汤
》等四十多篇餐桌散文所展示的一片《箸下风景》，却有一股浓烈的“吃以载道”的味外之味。作者
丰厚的学养、幽默的调侃、独特的思辨，无不令人从吃中增长知识、乐享情趣，以及对社会进行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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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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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自由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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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过不多不少的事，坐过不明不白的牢。当过不三不四的官，赚过不多不少的钱。活到了不老不
少一把年纪，过上了不贫不富的生活。前年不冷不热的时季，患了一种不重不轻的病。为消磨病中不
痛不痒的时光，学着写了几篇不伦不类的文章。不在人前不落人后的处世哲学，颇符老子“中士闻道
，若存若亡”之说。是名符中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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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值得推荐这本书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就读过不过一直没买到现在买到了收藏
2、作者文笔看似一般，但内容视角独特，表达方式直率，偶有委婉之处，引人深思，值得一读。
3、古人说“文如其人”，从文字中可以想见作者的修为、性情。书名是谈“吃”，谈美食谈饮茶而
又不仅限于此，吃出了见地，品出了“自由”，读来还是颇有启发的。只是书中关于紫砂的一些说法
有待考证。
4、虽然封面的牙图案让人觉得不太养眼~~~~~内容还真的不错呀~~~~~值得看！
5、封面不同
6、作者还是回去继续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好了,何苦花钱骗咱们老百姓呢?
7、上学的时候在读书馆读过的，少有的印象深刻的书。正是这本书，启发了我关于不受流行观点左
右，自由独立思考的开始。
8、很适合某个清闲的时候,靠在沙发上读一两章,看似平淡,实则颇有回味.
9、烹饪是艺术~
10、自由
11、这个版本没有旧版的看上去精致。
12、吃
13、没什么好看的，做菜方法介绍也不实用
14、美食不单单是满足味蕾和胃袋，吃中探幽习俗文化民主自由，别有洞天，别有趣味。中国人的大
圆桌，圆心到每个食客，均等半径，呵呵，有意思。
15、总的来说还不错，不像有些人评价的那么不堪
16、我上次买了十八本关于饮食的书,在这样的比较阅读下,这本仍然脱颖而出,不输于汪曾祺梁实秋等
人的.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评价这么低,这让我很疑惑,对我而言,这本是这么多书里买得极为值得的一本.
而且我也相信汪曾祺评之为&quot;奇书&quot;绝不是客套或老糊涂了.
17、内容一般，尤其不喜欢封面
18、陶老师拿给我的这本书，读起来很爽。作者作者对吃真是见多识广，还有探究的精神，又幽默。
让人既长了见识，又开心。书很薄，但是很耐读。就是想吐槽封面，就不能素淡点。
19、偶得于苏州木渎古镇
20、三联书店发现的宝贝
21、没什么意思,可读性不强,感觉作者也没什么见识,看多了汪曾祺和梁实秋的再看这个实在没内容,即
使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挖掘不出新意
22、喜欢这个敢讲的人写的东西，很有看头，勾我馋虫，又引我思考，不同的认识角度，很好的书。
23、这本书不适合深夜读，适合酒足饭饱后享受。不然，大半夜又被引逗得饥肠辘辘喽，半夜吃东西
，对肠胃不好。
24、小学时就看过无数遍的书，现在起来还是冬天暖暖的被窝、妈妈的气息、橙红色的台灯、和书里
奇奇怪怪的故事一起，很温柔的回忆。
25、我是一名教师，教授旅游管理的课，本人对吃、对美食很有兴趣。从这本书中了解到很多知识，
比如毛汤和白汤的区别，比如广东菜蛇羹的内涵，比如辣椒和革命的渊源，比如苏东坡等美食家的实
践⋯⋯呵呵，受益匪浅。但需要静心去体会。觉得韩少功的序，尤其好。
26、很简陋的一本书。
27、可能是这几年看过的美食散文太过集中了，此书没觉得算好，很多地方似曾相识，没有放松的感
觉，有些呆板。
28、不要看＜＜吃的自由＞＞只是一本薄薄的书，在网上饮食文化排行榜似乎也是不那么显眼，这个
版本已是人民出版社出的第四版了，里面的各别篇章如＜＜不吃辣椒不革命＞＞等等都成了名篇，也
是我看过众多饮食散文书中最中意的一本，买了好几本送人个个口碑都说好．（实际上是介绍给大家
看，看了喜欢不还就当送了）想跟楼下的两位说声，再你们发表你们意见之前＜＜吃的自由＞＞本身
已有两条评论，是表达对本书的喜爱之情．当dangdnag换版时，把０７年的都去掉了，看到一本这样
的好书留下了这样评论，心里有些难过，希望第一次看到本书的其他读者是抱着一些中肯的态度来看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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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议论太过，反而失了食之真趣。不过文革回忆那几篇，真是简单粗暴里透着辛酸。
30、与众不同
31、作者的文章大多来源于生活，生活气息厚重，值得一看
32、当初读汪老先生的《五味》，里面收录了给这本书作的序，所以才专门买了这本书，结果除了一
些有限见闻外，其他都乏善可陈。关于吃的书，像梁实秋，王敦煌，唐鲁孙，蔡澜以及汪曾祺等等，
都写得非常精彩。符先生书中宣称自己对饮食没有偏见，字里行间却流露出非常强的偏见和有限的视
野，加上文字也不优美，读起来让人觉得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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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是我最早读过的关于吃喝的书。想起作者为了在南国做珍珠丸子而以空调吹制阴米，结果所耗电
费直抵上大餐馆暴撮一顿，不禁莞尔，真是不屈不挠的好吃佬啊！
2、题目起的夸张了点。但对于这本特别的书，用再夸张的话也不过分，对于我，想来对于每一个耐
心读完的人来讲都是如此。自处特别我真马上想到的是英语里的特别一词，英语里的特别有极凸显重
要的含义，而中文里太多的词反而弱化了它的本意。邂逅这本书是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在大学里，在
书城办了借书卡。拿到手里就唏嘘感叹，被作者的文字和对美食的那种痴狂所吸引。当年不爱买书，
一则穷，多买校门口的盗版书，二则以为书非借不能读也，可以借到，它一定永远在那儿。毕业以后
办了市图书馆的借书卡，又借来此书看过一番。感悟更多。好书像早上公车上只遇到1-2次的百分百男
人一样，有时候错过就是错过了。等阅历渐长，懂得人生得意需尽欢，懂得要珍惜眼前的时候，我渴
望保留它。可是这个时候它已经不见了。才1-2年的功夫，它居然消失了。在网上查找，竟也不得。而
且因为非典，当时我很想看看作者提到的果子狸现在想来怕也是当时网上购书并不多。午夜梦回，想
念百分百男人，也想念这本好书。甚至我托北京的同学留意，当然石沉大海。N年之后，我又抱着死
马当活马医德态度，上网搜索了一遍又一遍，这次拜网上购书所赐，几天就买到了。再次抱着它，有
莫名的失而复得的感觉。作者是特别的人，对美食的态度是认真的，而且尤其欣赏他对于一些社会问
题的观点以及他的表达方式，不媚俗，不愤青，这点很难得。至于情节，作为一本美食的书，不是菜
谱，也不是美食画册，只是美食主义者私下的一场狂欢。可以说，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明白，我为
什么那么执着的爱这本书，而对《半饱》欲买又止，美食主义的确不是菜谱，也不是美丽的画面，主
要是主义，是精神：）
3、作者是个商人，也是个老饕。多年吃史且爱考究（虽然其中一些内容有牵强附会之嫌），慢慢读
来，还真长不少见识。尤其写茶一篇，确实耳目一新。书中多以吃为切入点，旨在阐述作者所研究出
来的：国人吃的哲学。颇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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