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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味》

内容概要

唐鲁孙出身贵胄，亲历皇家生活，习于品味奇珍，又遍尝各省美味，对饮食有独到的见解⋯⋯北方味
、山珍海味、烟酒味，百味不离其宗，那就是作者对往昔的人与事的无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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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味》

作者简介

唐鲁孙，本名葆森，鲁孙是他的字。1908年9月10日生于北京，1946年到台湾，1985年在台湾病逝。满
族镶红旗后裔，珍妃的侄孙。毕业于北京崇德中学、财政商业学校，曾任职于财税机构。
年轻时只身外出谋职，游遍全国各地，见多识广，对民俗掌故知之甚详，对北京传统文化、风俗习惯
及宫廷秘闻尤所了然，被誉为民俗学学。加之出身贵胄，有机会出入宫廷，亲历皇家生活，习于品味
家厨奇珍，又遍尝各省独特美味，对饮食有独到的见解而有美食之名。
著作有《老古董》《酸甜苦辣咸》《天下味》等，量多质精，允为一代杂文大家，而文中所传达的精
致生活美学，更足以为后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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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味》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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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味》

编辑推荐

　　唐鲁孙有二分之一的汉人血统，他的母亲为曾任河南巡抚、河道总督、闽浙总督的李鹤年之女。
⋯⋯因此，唐鲁孙先生能有以燕京种种切切为主的这套文集，与震钧的《天咫偶闻》先后媲美，真可
谓由来有自。唐鲁孙将自己的饮食经验真实扼要写出来，正好填补了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某些饮食资
料的真空，成为研究这个时期饮食流变的第一手资料。唐鲁孙以文字形容烹调的味道，好像《老残游
记》山水风光，形容黑妞的大鼓一般。 侠有金庸，史有高阳，吃有鲁孙——“华人谈吃第一人”唐鲁
孙作品全集首次内地亮相，王世襄、沈昌文、雷颐、陈子善、徐城北、孙甘露、钱文忠⋯⋯他们正在
阅读这套书，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北京万圣书园、上海季风书园、广州学而优书店、南京书城、
杭州晓风书屋⋯⋯它们鼎力推荐这套书。本书是其中的一册，主要从北方味、山珍海味、烟酒味等三
个方面对天下美味进行了回忆。在北方味中，除了清宫建筑、宫廷生活、宫廷饮食介绍外，对平民生
活的详尽描述也颇耐人寻味；在山珍海味中，作者除了对令人垂涎的美味进行介绍外，还插入了丰富
的常识和掌故；在烟酒味中，作者畅谈烟酒的历史与品味方法，充分展现其博学多闻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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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味》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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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味》

精彩书评

1、天下味分三篇：北方味、山珍海味、烟酒味。北方味饮食涉及不多，尽是燕京的历史典故、宫廷
的遗风逸事。山珍海味中谈到谭家菜，以及一些江南菜系的精秀食材。烟酒味兴趣不大，遂一瞥带过
。成都话形容的话：唐爷爷就是一代通吃通喝通抽的有钱有闲有才的大、耍、家！
2、唐鲁孙大名鼎鼎，据说和某清末大官有旁系亲属关系。因本人实属吃货一个，所以当前日借到唐
著《中国人吃的故事》，抱着敬仰的态度想要一睹为快。没成想翻到写西安小吃部分，不由得我大失
所望。原来唐先生写西安小吃，那叫狗戴嚼子——胡勒啊！因为书已经还了，具体也想不起来他是怎
么胡说八道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书中说羊肉泡馍的食用方法，完全和我们西安人对羊肉的所有吃法
都不沾边。由此可推测，唐先生书中对西安小吃的描述均为道听途说或凭空臆造。当下人心好古（可
能是因为人心不古），对能够较好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台湾文化人尤其看重，这对于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本是件好事。但由唐鲁孙先生的例子也能看到，泥沙俱下，龙蛇混杂，可能也是台湾文化人“反攻
”大陆带来的副作用。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3、终于买齐了一套唐鲁孙的书．觉得他的书，以文字功底见长．如果不是没有一页的彩图插画而又
关于饮食的书不叫人郁闷到死？如果你善于在文字里遨游，享受于在想像里知味，那这套书是个精彩
的选择．在页面上的饮食轶事，在页面外的是文化．
4、最怕半夜醒过来，肚里里面咕噜咕噜唱起空城计，辗转反侧，烙烧饼似的，肢体保持飘浮在水中
无力又无为的惰性，大脑却翻箱倒柜，调动起角角落落的所有储存，半梦半醒，一顿盛宴飘浮在眼前
，盘盏间，流光异彩，膏美肥腴，飘香醉人，无不及其至，飘飘然落箸，方觉食无一物⋯⋯其实这时
间，只要有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送到枕前，那可算上无上的美食啊！饿的时候看唐鲁孙的美食系列
，真的不比梦中饿醒好受多少。读过《中国吃》和《南北味》，得出结论；不饿的看着就饿了，更不
敢饿时读，那还岂不饿急了吃人啊！（正好书中也说到过人肝醒酒汤，也算他老人家极少数没有尝过
的。）最适宜饱餐后，当作饭后消食的水果点心，准保，捧起来不消二十分钟，您又饿了！饮食之于
保证肌体运转之外，又衍生出多少的习俗、文化、文明，真是个大课题，非是这里能讨论清楚的。但
是，之于每个个体来说，一日三餐蕴藏的记忆却将是陪伴一身的宝藏。普鲁斯特的小点心唤起了儿时
在姑妈别墅的气息，他在那一刻回到了那个花木复苏的花园，凉棚下，父母外祖父母还有各色来往客
人都那么清晰起来。原来我们以为早已忘怀的某些年月就隐藏在这些毫不引人注目的小食物中。你还
能说它们仅仅是果腹之物吗？这个冬天，第一次，试着自己做五香蛋，第一次，把上一餐剩下的青菜
倒进早晨的泡饭中。记得上学时冬天的早餐就是这种青菜泡饭加五香蛋，那时是怨声载道，宁可只食
寡淡的“白”泡饭，也不要这混着菜叶，油腻腻的泡饭了。可就在这个冬天，当我再次捧起这些，突
然又有了回到家的幻觉。天很早，窗外蓝莹莹的一片，杨树落尽叶子，只留下笔直的树干和光秃秃的
枝杈，屋里很暖和，窗上一会儿就雾气朦朦，收音机里干燥的男声在读报，大院里看门老头在扫地，
刷刷，刷刷，一声声，很好听。我嘬着滚烫的早饭，一边想着一天的课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
像从来不曾变化过。“我走了。”我咕噜着出门。“路上小心，骑车慢点。”妈总是这样一句。每天
，我都这样匆匆离开，只有灯光倾泻在门口小路上，渲染出暖暖的一片金黄，逶迤着伸出众多多情的
触角，送我一程又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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