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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前言

我叫沈宏菲，男，媒体工作者。沈宏非是沈宏菲的笔名。“宏”字是湘西沈家的辈分，“菲”是我爷
爷的创意。这个词语带双关：第一，志记六十年代初期的食物贫瘠；第二，憧憬着食品供应定有繁荣
的一天。有一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意思。当然，上海是一个很少挨过真饿的城市。即使是六十年
代初期，对我来说饭总是吃得饱的，也不缺基本的营养，惟饥馑的空气，最适宜在人的生理机制里培
育出垂涎欲滴的活跃因子，养成一种很容易进入馋的状态的习惯，进而逐步发展成性格的一部分。许
多年以后，我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凡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好男好女，胃口总是比其他年份的人
要好。三十多年之后，食品供应不仅富足，而且堪称鼎盛，甚至也发生了“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这
一类当年我们打死都不肯相信的事件，甚至更发生了吃饱之后还能写一写吃后感这样的事件。在“新
生活”写吃，系时任《南方周末》副刊编辑的蔡菁小姐之邀。子曰“有盛馔，必变色而作”，因此，
盛情之下，遂尽力而为，援翰而写吃。我不是美食家，也不善烹饪，惟一的一点自信，就是我一向馋
得紧要——饥饿年代馈赠的天赋异禀。一位诗人写道：“我是一个怕死的人，我是一个死了以后依然
怕死的人。”我大概有资格这样说：“我是一个很馋的人，我是一个吃饱了以后依然很馋的人”。另
外，我吃得繁杂，爱吃的东西太多，中西韩日东南亚，没有我不喜欢的。当然，我只爱也只能吃在任
何文化中都算是正常的东西。与此同时，我无意且无力于关心读者的吃饭导向，只想用单词和句子对
食物滋味和饮食行为进行煽情及解构。如果饮食是一幕幕人间大戏，那么“写食主义”的角色，充其
量也就是布莱希特戏剧里的幕间说书人。吃喝实在是一件很没有原则的事。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
都是极其私人的，情绪化的。所谓“食无定味，适口者珍”。“写食主义”基本上是个人感受，与读
者诸君的私人体验之间如有不符，当系自然；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祈望大家海涵。曾有热心读者致
函，对见诸于“写食主义”的我之种种吃喝行状，质疑于是否有公款吃喝之嫌。在此，我愿意以认真
负责的态度作出说明：“写食主义”绝无一字一句来之于公款。更何况，把个人感受公诸同好，不仅
与公款私吃无涉，简直就是私款公吃。若有半句假话，罚我被绑在椅子上，三天三夜里，面对这一桌
桌未经简化的满汉全席，活活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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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内容概要

如书中篇名所言，阅读本书中的文章犹如“赶赴美味的约会”。作者以散文为容器，为读者提供了一
桌美味可口的饭菜：或清蒸，或红烧，随心所欲，自然天成；或小酌，或狂饮，妙在醉与不醉间；或
特立独行，或呼朋唤友，都是真性情的展现。作者用调侃而智慧的语言，信手拈来，把读者带到饮食
文化的云里雾里：钩沉食海，展现食技，回味食趣，抨击食弊，“饮食”二字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
内涵自字词间涸散、蒸腾。作者也正像一位求变的厨师，把散文做出了新花样，让读者尝到了蒸炒煎
炸之外的另类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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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作者简介

这是出生于饥饿年代的沈宏非，“写给美食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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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书籍目录

赶赴美味的约会
蛋变
臭美
菜谱的读图时代
最不好吃的电视剧
论老字号的倒掉
汤汤水水
厨房长谈
点人
吃吃地等
就这样被你蒸熟
鱼翅社会学
鸡蛋炒鸡
大块吃肉
桑拿虾
海外游蟹
吃鱼的民族更兴旺
亲爱的大闸蟹
浓油赤酱
飞一般吃吃喝喝
堡之野训
吃进肚子里的江湖
握手言欢
绵羊大尾巴的幸福生活
玩鸭
铁板烧的音量
鲑鱼色的天空
爱狗吃狗
甜点
个别的肉
过年的幸福感受
神乎其技
美食家的生涯
食蛇者说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
广州驴年
绝对乱吃
待我一本本吃将来
鸡蛋与少年
浓情白米饭
皮薄馅大
馒头与包子的战争
广州在吃
今晚有人请吃药
吃饭时不肯吃饭
弹牙
把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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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样板鸡汤
甜蜜蜜
爱在餐桌的日子
牛奶X档案
饮茶状态
把夜吃掉
方便，但是煞有介事
早餐之梦
可抵十年尘梦
跋：写给食物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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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章节摘录

插图：据报道，广州市饮食集团公司属下的十一家老字号酒楼当中，有三家严重亏损，两家已经停业
，两家保本或微利，剩下四家效益相对较好的，营业额和利润额，近三年来也在快速下滑。当地主管
部门把老字号倒掉的原因归纳为“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弊端”：一，缺乏自主权，未能根据
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二，企业缺乏生机和活力；三，经营机制不灵活，竞争意识不强，跟不
上消费潮流的变化；四，负担重，支出大，企业积累、发展能力弱。其出路，乃在于产权制度的创新
，并、联、售、合资、股份制，可给老字号减压、解困。以制度创新助国企扭亏为赢，不乏成功先例
。只是这卖吃卖喝的老字号国企，与那炼钢铁的、造拖拉机的、制药丸的相比，毕竟有其特殊性，国
有企业的通病，能否用上述“通药”来医，我还是有些怀疑的。说老字号“竞争意识不强，跟不上消
费潮流的变化”，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事实上，老字号也“一直在努力”。我们看到，近十五年来，
广州的老字号们，一直都与“新字号”在装潢上比豪华以及在旗袍的开叉处比高。北京老字号全聚德
炮制的“新派鸭菜”，更拿来了粤菜“雀巢海鲜”的做法，只是带子、虾仁被换成了鸭肉和鸭杂。和
平门的那一家，到晚上还“潮流”地经营卡拉OK，霓虹灯招牌上，众鸭持麦克风引吭高歌。广州的
老字号不能与人家比，尽管北京的烤鸭已经贱卖到三十六元一只，不会比半打汉堡包更贵，但是全聚
德依然巨火，开饭的钟点，门口必为旅游车挤满，不坐那种车的就要向隅。其实，全聚德已经与长城
、景山并列，即使不雀巢不卡拉，相信也一样照火不误。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家禀承传统，珍惜声
誉的老字号的倒掉，也算是正常。设若一个十岁的西关小姐，一九三九年于百年老店陶陶居
（Since1880／濒临倒闭）迷上了薛觉先的同时，也迷上了“陶陶居上月”，如今却已是古稀之年；即
使是一个在一九六○年夏季自北方某饥荒地区随父偶然南下广州、又偶然在复业不到半年的长堤大三
元（严重亏损）初尝了半个猪油包的五岁男童，今天也年近半百——我们常常抱怨现在吃到的东西不
比小时候的好吃，这其实是记忆的骗局。一代羊城食圣江太史的后人，在美国教授烹饪的江献珠女士
尝言：“人体的味蕾约有九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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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媒体关注与评论

《写食主义》唤起我们对食物的感恩激活我们的脑力和记忆是一部用散文写就的关于美食的百科全书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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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编辑推荐

《写食主义》：味觉、文字、性灵，写给美食的情书杰出专栏作家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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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精彩短评

1、多年以前在南方周末读到连载,文字鲜活,印象深刻,到手后就想翻找记忆中的新加坡大螃蟹却没有找
到,还得再读.
书封面太脏,用橡皮擦了好久,希望当当要注意,改善保管条件.
2、“当上山已成往事，落草已付笑谈，好在还有大块吃肉的禁忌，令人可偶尝破戒之快，一逞轻狂
。"
3、随便看看。
4、从标题开始就在玩文字游戏！要不是短我早就不看了
5、挺有意思，对于吃，自有一番精妙看法
6、同样是写吃，跟汪老先生比起来确实从见识到文采都差得远。
7、每晚睡觉前用手机阅读了许久终于读完，沈爷写美食水准超赞，唯一不爽的是看到兴起不能起床
穿衣马上去吃，梦中又很少梦见自己大快朵颐，遗憾啊
8、感觉读他的书，第一本时清新可口，第二本时仍可圈点，到第三本，已是味如嚼蜡。
9、酣畅淋漓
10、与“食物”关系不大，冷幽默倒是看的咧嘴笑
11、回忆若有气味，应是“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忘却了的忧愁。”
12、早就想买这本书了，但是一直缺货，好不容易买到了，从美食写人生，很好
13、据说 女人开始做饭的原因细分有几个关键点：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父母将老 总之都不是为了自己 
而男人做饭 只有一个原因：吃货一枚！
14、文笔非常差劲，沈宏非属于被严重过誉的一列。文字俗烂，还不如张公子。
15、在我读罢此书的14年后，吃货这词泛滥市井。究其原因，不过是理想主义湮灭、消费主义大行其
道。人人似乎都自诩吃货，仿佛凭借这词的魔力一下可爱许多。可又几人知道，早在14年前，一个叫
沈宏非的胖子能把吃描绘得如此精致、优雅、文艺。
16、漂亮的食品
17、最后来个TMD做题，总觉把原本的情书当愤青疾书了~拖拖拉拉，终于一鼓作气看完，偶有收获
吧~
18、对饮茶状态，已经情侣吃饭约会小动作无比痴迷，写生活胜过写美食！
19、沈宏非好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戏仿得自然，比如“黄了回忆，白了鸡汤”；另一个是是人都有
的小算计，比如搭台时候点菜的心理活动。
20、为什么过去因吃糖而快乐，现在却因不快乐而吃糖
21、写包子那一篇真的惊艳呀
22、第一次知道沈宏非是在央视10台的人物专访。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胖胖的家伙还蛮有趣的。于是
，决定买本他的书来看看。呵呵！一看就把我逗乐了，很有意思的文字。喜欢这种感觉。
对于书的质量，我有点意见。不知什么原因，书刚拿到手就感觉脏脏的，而且书脊很容易就毛边了。
这让我觉得非常不爽。
23、感谢卓越亚马逊，嘿嘿
24、2012.12.25始 12.29止
25、真幽默
26、吃分三六九等，写吃也一样。这本就是中下等，文笔通顺，但是味如嚼蜡。写吃写的泛泛，没有
固定的菜色，议论多，荡开一笔又俗套地讲人性国民性，然后就收不回来了。写起来没有一点清新的
感觉，跟油大的炒饭似的腻歪歪招人烦。PS:我本想说油大的包子，但我觉得油大的包子还挺好的一一
27、要做有文化有底蕴的高大上的吃货，生活乐趣由此而生
28、感觉早年间饮食界要出名也是容易
29、到手的书封面不一样，品相一般，仔细看下2000年一版一印的，罢了。
30、蛮有趣的 真的是小时候看过的书了 不过当时先看了梁实秋 才看了沈宏非 就觉得字里行间有点梁
写美食的意思 不过两位都是爱生活爱美食的男子 都很赞
31、有些掉书袋，不过作者的细腻和冷幽默很动人。
32、抖机灵，玩游戏，专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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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33、嗯看起来挺好吃的 但是又和一般的散文不一样
34、质性分析 一星 可用于美食节目的解说词 一星 沈宏非开了淘宝店 一星

35、就不说那篇因为用手执点菜机就坏了人家美食家的兴致了，单挑鸡汤那篇来论吃货的基本素养。
喝不到黄澄澄的鸡汤只能怪自己。分明是不识货被人骗了还推到了鸡或是记忆身上——这种不靠谱的
美食家的文章，少读两篇绝对错不了。再读第三本某就是深井冰。
36、果然矫情，唐鲁孙甩他几条街。
37、以为是和唐鲁孙汪曾祺一挂，没想到是和梁文道一伙。
38、十几年前的惊艳之书，现在看来很一般了。
39、“食无定味，适口者珍”。沈先生妙笔生花，妙趣横生，把“食”写得天花乱坠。时常翻翻，有
意思的很。
40、对书没意见，对卓越的订货方式很有意见。这本书明明很好卖，能不能多进几本呢？每次被骗进
来就没有了，郁闷
41、吃货和美学的完美融合。
42、　　沈宏非在他的《甜蜜蜜》曾经有这样一段文字：“说吧，记忆，就像嗜甜软的张爱玲所说的
那样，回忆若有气味，应是‘甜而稳妥，像记忆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忘却了的忧愁。’”
　　沈宏非的确是个妙人。一本《写食主义》，曾经让我的整个火车之旅兴味盎然。平常人的吃吃喝
喝，到了他的生花妙笔之下，幻化得无比新奇有趣，同时又那样的细腻贴切。
　　这短短的一段关于甜的描述，最近却总萦绕在脑海里，触动着某些不安分的神经。作者开篇时就
已经提到，当一些人意识到自己老了的时候，不是忘了赴约的时间，而是在某个冬季的夜晚，突然情
不自禁的勾起对甜食的回忆。昨天晚上，正是这样的一个冬夜——放在桌子上那块榛仁巧克力，被我
一口一口消灭殆尽。那稳妥而惆怅的甜，随着最后一口的融化，沁入心脾。或者，这是老之降至的先
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抵制忧郁的良方。
　　http://sophia-starrr-0.spaces.live.com/
43、南臭和北臭那一段难以忘怀。
44、毕竟书太老，显得太旧。另，这10年沈宏非的写作功力还是长进很多⋯⋯
45、真的是专栏文，属于写的不错的专栏文
46、沈宏非写美食还是颇有趣味，旁征博引，东拉西扯，没有他这本书，此夜怎能将息
47、虽然沈爷也是美食大家可惜他的书实在是爱不起来，文艺范儿太多，咬文嚼字，反而读起来不如
蔡澜的书顺畅痛快
48、我读的版本是本社2000版，是2001年暑假在西大上英语夏令营时，在三联书店买的书。那个版本
的封面比这本版本的好看多了。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写食书，当时真是觉得耳目一新。作者的写作也
很有新意、有特点，特别擅长比喻、拟人、通感，读起来很愉悦。
49、不知道几世修来的内容和才情。。实在的内容 不俗的文笔，恐怕是吃出来的才华。
50、我对这本书每意见，但对卓越的行为感到恶心，明明书没有到货，却发邮件说到货了，故意引别
人来网站上看，真不知道发邮件的人怎么想的
51、随遇而食，不时不食。我想吃螃蟹。
52、沈爷的经典之作之一！一读再读！幽默风趣！
53、在陪床的医院，一气读完。很久没有能让人会心一笑的文笔了。第一篇即提到上海的沧浪亭面馆
。
54、13.01.02
沈宏非的美食文如同他写的两性文一般，总是活色生香，叫人看着眼红心跳。只是美食给予人们的诱
惑力更大，谁叫民以食为天。美食在馋宗的笔下总是充满了生命力，读来鲜活灵动，很有欲罢不能的
冲动。害我看完总会不自禁的馋虫作祟，好的美食文这就是衡量标准了吧。
55、还不错吧。
56、不止写食
57、原来老说这本书好，看了很失望，远远不如他写的上海老记忆的那本。
58、略扯 
59、非常喜欢他的文字。功底老练厚实，犹如冷面笑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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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食主义》

60、当年南方周末上看到沈宏非，惊为天人。他完全是我想象中的专栏作家，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灵
气洋溢纵横四海。后来我也勉强算写起了专栏，可再看他，大大泄气。这通感的八面玲珑，这见识的
渊渊杂驳，根本比不上。
61、很久没看到过有内容又有趣的美食文了，非爷虽是上海人写广州的篇幅也不少啊！只有一句不同
意他非说江浙的物产比南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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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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