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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传奇》

内容概要

正如西方人常说的一句话：“人如其食”(　You　are　what　you　eat)，饮食习惯忠实地反应个人性
格与生活环境。在这样的想法驱使下，本书作者周芬娜实地探访名人故乡，品尝当地特产与名菜，加
上她自身对于历史与文学的热爱，终于完成了这本结合名人、历史、文学、名胜与美食的作品。透过
餐桌上一道道香气四溢的美味佳肴，提供读者一个重新认识这些古今风流人物的有趣角度。才子多情
，美人如玉，两者交流激荡，熠熠生辉，无不令原本的佳肴美上加美。美食本来就是为人所发明，并
供人鉴赏的。有了人文，美食才能诞生，也才能发挥它的光芒。无论这些名人如何道貌岸然或风华绝
代，一旦将他们还原到最原始的“饮食男女”层次，便缩短了我们与这些名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使他
们显得更为可亲、更是有血有肉。同时，许多趣味盎然的历史典故和饮食窍门，在作者的字里行间娓
娓道来，比起单纯的名人传记或美食评论，更加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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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芬娜，台湾屏东人，台大历史系、政大东亚研究所、美国Union College电脑研究所毕业。曾任翻译
、大学讲师、电脑程序设计师。爱好旅游、阅读、写作、摄影、做菜。六年前变成了《TO’GO游泳
情报》的海外特派员与《职合报》旅游版的专栏作家。
    除了旅游景点的描绘外，

Page 3



《品味传奇》

书籍目录

上海篇：杜月笙与上海本帮菜/胡兰成与绍兴鸡/张爱玲与海派西菜/阮玲玉与海派粤菜/徐志摩与上海素
斋/宋美龄与上海点心
浙江篇；郁达夫与杭帮菜/鲁迅与绍兴菜/梁实秋与宁波海鲜/蒋介石与奉化菜
江苏篇：汪精卫与南京菜/吴敬梓与秦淮小吃/陆文夫与苏州菜/西施与“西施宴”/乾隆与“乾隆宴”/
曹雪芹与“红楼宴”/扬州盐商与“三头宴”/朱自清与扬州小吃/沈万三与周庄美食
广西篇：白先勇与桂林米粉/刘罗锅与荔浦芋/袁子才与桂林腐乳/章亚若与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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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传奇》

章节摘录

宋美龄、城隍庙与“绿波廊”近年来台湾曾举行过“宋美龄研究会”，会后学者们所公布的研究成果
说：秀雅端丽的蒋夫人最爱吃蟹黄汤包、萝卜丝饼、蟹壳黄、枣泥年糕等上海美点，可见人如其食，
原籍广东的她在口味上已相当上海化了！但令我跌破眼镜的是：她不但不嗜鱼虾，连“开阳”(干海
米)都厌恶，所以从不吃开阳白菜，我觉得这就不像上海人而像美国人了！而这是其来有自的：她少年
时期就到美国留学，并住了好几年。在口味上不免受到畏惧鱼腥的老美的影晌。   　　宋家三姐妹由
于是名门淑女。当年位于陕西北路的宋家豪宅内，平时就有开不完的流水席和狂欢舞会，在外面用餐
的机会不多。而宋霭龄和宋庆龄都是在日本结婚的。上海的酒店都无福承办她们的婚宴。只有小妹宋
美龄是在上海出阁，据说1927年12月1日，当她和蒋介石缔结连理时，席设戈登路(江宁路)的“大华饭
店”，婚宴中冠盖云集。轰动一时，杜月笙当然也参加了。而这家餐馆供应的却是法国菜和意大利菜
，大概是因为她喜欢西餐馆的幽雅情调吧！遗憾的是这家饭店开张不久就停业了，现也已无迹可寻。 
 　　如今品尝上海点心最好的去处，公推“绿波廊”，所以我特地到城隍庙跑了一趟，专为瞻仰它的
风采。上海城隍庙历史悠久，一向是上海小吃的中心。小吃摊贩多如天上繁星，有一度从庙门外扩张
进大门、二门，而延伸到正殿之前，而殿后的花园中还挤满了茶馆和面馆。你只要回想一下台湾新竹
城隍庙的盛况，庶乎近　之，只是上海城隍庙的规模更大，所卖的吃食也更丰富。所以上海有句俗话
说：“未见城隍先吃鱼”。显然这位城隍爷已被喧宾夺主，引不起任何注意了！   　　“绿波廊”正
位于老城隍庙的荷花池畔，是一栋江南园林式的建筑，粉墙黛瓦，和紧邻的“豫园”相映成趣。我坐
在酒楼内临窗俯瞰，但见绿波荡漾，风荷摇曳生姿，但觉心旷神怡。据说它曾接待过访华的英国女王
，前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我在那里吃饭，算是沾光了。   　　“绿波廊”最
脍炙人口的上海点心，首推枣泥酥、三丝眉毛酥、蟹黄汤包、香菇菜包和桂花糯米年糕等，制作精巧
而贵族。这些早年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点心，经过“绿波廊”的改良和品题后，已正式走进了饮食艺
术的殿堂，一跃而成为上海美食的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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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传奇》

媒体关注与评论

品味传奇：名人与美食的前世今生 / 韩小蒂中国的美食，往往跟当地的历史、物产、人文有极大的关
系。如果美食也分感性与理性两个层面，那餐桌上的菜色算是理性中的味觉那一半，没听到的美食掌
故，就是失落的感性。少了感性面的深度，再美味的餐宴就像是没有灵魂的美女，虽然一切俱足却一
次足矣，勾不起思念的余绪。《品味传奇》正是为中国美食的感性补遗，让人吃在嘴里了然于心里，
理性感性一次全感受。　　阅读《品味传奇》必须先从三篇《推荐序》与《作者序》开始，透过这些
文字的导引，您将展开一程很不一样的阅读之旅。作者以两次各长达半个月的旅行，亲身体验南中国
有名的传奇美食，赫然发现，原来许多旅行团标榜的风味餐，并非全是商业花招，有些真的是其来有
自，说得出源头的传奇美食。诚如作者在序中所言：“许多美食还真得亲自赴原产地，品尝它的原味
，才能尽窥原貌。如果只是闭门造车，在家看书抄资料，或是在别处吃一些似是而非的仿制品，常会
断章取义，失之偏颇。”　　但是作者也自有坚持——其一，只要是没吃过的都有兴趣尝试，而且对
其来源与历史典故特别好奇；其二，站稳立场从文化观点客观研究美食，不与餐馆挂勾、套交情，虽
然这种坚持很花钱，但作者认为很值得。因此，作者所品尝的食物，跟你我是一样的。就算有差别，
也是因为作者做了功课，懂得去挑选地方、找对餐馆、点对了菜、吃出了名堂。　　有文化的所在就
有才子佳人的故事，有才子佳人就有花前月下的饮宴流芳；有官人富商的水陆码头，总有豪气排场的
精致美馔引人瞠目结舌——所以找美食，就往这两个方向去寻，准没错。曾经红透半边天的《刘罗锅
传奇》，剧中有一段是说广西每年要上贡荔浦芋进京，芋头又重路又远，所以贬官至广西的刘罗锅，
就以山薯茛代替荔浦芋进贡，乾隆皇一吃倒尽胃口，马上免掉荔浦芋的进贡，结果却被政敌和珅给识
破，惹出一段是非。看这场戏您若是没尝过荔浦芋的美味，就不知为什么乾隆皇一怒之下，会把刘罗
锅再贬至五品官。但是您若亲眼看到荔浦当地产的山薯茛，您肯定会大呼：刘罗锅真是聪明，竟然想
到用山薯茛代替荔浦芋，简直是天衣无缝的调包计。如果您享用荔浦芋头宴之际，听到这段掌故，吃
起来是不是分外有滋味？　　再如，作者针对“西施宴”、“乾隆宴”与“三头宴”，做出了精细的
探源与比较，让餐桌之前不仅吃口味也品评大厨的功力，从配菜、刀工、服务到用餐环境，无一不是
评估的标准，也为读者打开另一扇欣赏美食的路径。　　如果您是旅游业者，这本《品味传奇》会是
您最重要的参考书——作者精采深入的考据，娓娓道出旅游景点与知名人物、风味美食的历史掌故，
让山水景物更显生动，美食盛宴的滋味分外富厚。倘若您是文字工作者，《品味传奇》会是您充实旅
游风味餐的数据库。对于一般读者而言，阅读《品味传奇》则是一次精神的美食飨宴，看见杜月笙和
他酷爱的上海本帮菜、扬州盐商吃精吃巧的“三头宴”、巨富沈万三家的万三酥蹄、刘罗锅与荔浦芋
的苦心用计，在作者生花妙笔下，活灵活现地呈现眼前，让您在看尽天下美味、神游人间美景之余，
犹能怀想惊才艳绝、千古风流人物的韵事轶闻，真是多重享受。

Page 6



《品味传奇》

编辑推荐

扬州与曹雪芹，绍兴与鲁迅，杭州与郁达夫，苏州与陆文夫，宁波与梁实秋，桂林与白先勇，龙华寺
与徐志摩、美心酒家与阮玲玉⋯⋯这是一席穿越时空的盛宴。妙趣横生的饮食掌故、传说中的美馔名
点、鲜为人知的名人“食录”、赏心悦目的神州风光。一卷在手，指点江山，享受美食，品味传奇，
再发一点感慨之思，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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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文中介绍的美食我都不喜欢（我是北方人，不喜欢甜食）但书中精美的图片，优雅的文字，
真让我从心里涌出一股自然的快乐，读书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用一个字就是爽！
2、啧小时候可喜欢这本书了
3、这本书是几年前在朋友家看到了,很喜欢,一直没忘记它,这次终于买了
4、真是不错。一起买了四本书，这本是最好。
5、能吃真是福。
6、书买了看过几次，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感觉像是九几年出的书，没有新鲜感，内容还可以~ 没有买
的必要~
7、还想找找长沙有什么能吃的 怎么把自己跟徐霞客比啊。。
8、休闲阅读，是本不错的书，推荐阅读
9、她写吃的总是很诱人  不过名人部分有些牵强
10、美食没写到位，书中的名人与书中的美食是作者自己在拉郎配
11、除了印刷不好以外其实无可挑剔...
12、11.05.12
周芬娜对于这些名人生前的喜好掌故了解的颇为透彻，只是对于探寻美食的过程倒是有些厚此薄彼了
，虽然感觉不如前一本来得好，但还是忍不住想要一探各种美食带来的享受。三联的印刷相当不错，
价格偏贵。
13、沿着名人成长的足迹，以及那一方水土上的美食所滋养着的一方人，隽永而深刻，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14、把名人与地域文化以及美食联系起来的写法颇有新意，但别忘了一条，这些作家未必都爱自己家
乡的美食，不要强行硬套，另外，文字也差强人意。
15、每一篇文章都有滋有味，很不错，配图也很精美，作者花了很多心思。不过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横
版书。
16、看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后买了这本书，随着作者不仅品尝到了美食，也长了不少见识，喜欢！
17、除了印刷好, 内容一般
18、好书好图好吃食
19、读过的所有关于饮食的书籍，只有周芬娜的最对我的口味
20、民国人物的饮食爱好
21、设计的挺美观，无可读性
22、小时候买的，查资料就重翻一遍，看完的感觉就是——作者真的跟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真的不太
熟。台湾也是惨，孤悬海外，连家乡的蔬菜都种不出来。作者就是跟着导游去了几个城市而已，然后
硬生生跟历史名人扯上点关系，也不容易。
23、每句话都要成语，写作能力只到这里就不要出书了。
24、本书写得最好的是目录。追加一星，至少作者对江浙菜的大量着墨与我在吃口偏见上大致相同。
25、看了书才知道，原来好多名人都好吃，原来没有直接的印象，以为都是神仙呢，不食人间烟火。
26、与想象的有些距离了吧
27、負責兄的禮物。
28、不错 对了解历史有帮助
29、毫无意义
30、看了就想亲自去吃
31、名人也是凡人，凡人自然就离不开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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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传奇》

精彩书评

1、喜吃东坡肉完全不是因为东坡居士的关系喜吃红烧肉那可全是因为咱们主席的关系“固一世之雄
如今安在哉！”“中国妇女肚子能吃，能生，能装！”猴脑仿佛人脑紫河车胜过牛鞭她廉价的乳房里
面有着昂贵的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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