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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否》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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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否》

内容概要

《饭否:寻找隐藏的盛宴》内容简介：吃货也分三步走，入门级别的是吃大店名店，算是走正门，练筋
骨长见识开味蕾；接下来是吃难找的旮旯小店，算是偏门，跋山涉水，为了一口独特滋味；最后是回
归家庭，弄家宴款宾朋，吃喝都是题外话，美味都在笑谈中。
作者小宽将十年试吃经验汇集于书，便成了一个吃货的思想集；各路美食登场，色香味俱全，成了视
觉的饕餮盛宴；各色餐厅亮相，星级饭店与街边特色小吃并行，给吃货们描绘了觅食路线图，《饭否
》不仅是“你吃了么”这样简单，还会告诉你到哪里吃更靠谱、更美味、更舒心。

Page 3



《饭否》

作者简介

小宽，本名赵子云，1980年出生，金牛座，B型血，是个胖子，初级痛风患者，职业吃货，业余诗人，
美食记者，专栏作家。2003年始供职于《新京报》担任美食记者至今。在北京吃喝江湖混迹十年，从
五星酒店米其林餐厅到路边摊街边馆，所到之处必要品个滋味，尝个新鲜。其文字散见于《生活元素
》《时尚先生》《投资有道》《精品购物指南》等媒体的美食专栏，出版有《小宽带你100元吃遍北京
》《青春饭，我们都爱重口味》等畅销美食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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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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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否》

一个人吃点好的
节后鱼生
玉液琼浆
欲把黄山黑比诺
女人也爱威士忌
人人都爱琼瑶浆
拿什么来搭配你，我的烤鸭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雷司令
一杯苦艾酒就是一轮落日
印第安的妖娆之味
伏特加的冰火两重天
后记  胆怯的吃货
附录  吃货北京觅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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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否》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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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否》

后记

胆怯的吃货    有一次看苗炜苗师傅的文字，他说判断吃书儿比较复杂，而判断一个吃货就容易一些：
“一是看这人足不是患有痛风，据说得这病的都是海鲜吃多了；二是看这人足不是胖子，脸上是不是
油光粉亮。这都是暴饮暴食落下的毛病。”这两个标准我都符合，论痛风我是初段选手；论胖子，我
地上一滚也是一丈开外，似乎我算是一个吃货？    我承认暴饮暴食落下了不少毛病，痛风是最亮丽的
那一抹。自从2006年夏天开始，我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和身体内的嘌呤物质交战，有时候看着似乎是我
赢了，但是最终赢的还是它。丫总是在凌晨时分来袭，那时多半我正在做着美梦，疼痛似乎也是—个
梦，但是当我醒了，疼痛还在脚丫子上。痛风像是天山童姥的生死符，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来了
你就得忍着。秋水仙碱成了常备药，似乎这是李秋水转世，唯有它能和天山童姥战斗上一刻。我把所
有预备着秋水仙碱的人当成同道中人，看到就心有威戚焉。    痛风并没有叫我过上“萝卜青菜保平安
”的日子，我还是有点不吝，好了伤疤忘了疼。并且依然热衷于“重口味”，我在这里聊重口味有点
像被判刑的人聊自巾，没有球鞋的人想踢球，似乎只能以身试法，不能以已度人，于是胆怯。    我的
职业是一个美食记者，据说这个是被人羡慕的工种，每天的工作就是去各大饭店吃吃喝喝。本是爱吃
的人，但是把吃喝当成工作，还是觉得有点失败，那感觉就像把情人混成老婆。写一点与美食有关的
文字，都是干活，写一千字算一千字的钱，我得靠着这个还房贷，每每想到此处，我就很伤情。做美
食记者没有什么成就感，在别人看来无非是写写餐厅软文，帮着人家做宣传，忽悠更多的人去吃饭。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吃货，于是胆怯。    周围的酒肉朋友一大堆，每个人似乎都还是写字的一把好手，
拎出来一个就能写这些不疼不痒的美食专栏，不就是写吃喝嘛，谁没有点嘴尖的小感触？我觉得我小
如他们写得好，于是胆怯。    这群老帮菜们都在吃喝圈中摸爬滚打几十年，随口就是故事，随手就是
典故，我不过是个80年代出生的胖子，吃过的饭不如他们吃过的盐多，见过的饭没有他们见过的姑娘
多。当一个吃货需要时间的磨炼，一天就有三顿饭，一年就有365天，不由得感慨春宵苦短。我没有他
们吃得多，于是胆怯。    俗话说：三辈子学吃。一条灵敏的舌头需要从小锻炼，唐鲁孙是满族镶红旗
后裔，珍妃的侄孙，从小锦衣玉食；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小时候玩鹰打猎，吃吃喝喝，也是根红苗
正。我出生在河北农村，没有美食传统，小时候觉得妈妈做的白菜汤就是无上美味，而邻村做的灌肠
简直就是最高享受了，每吃一次我三天舍不得洗手，仿佛做梦都能闻到那油腻的香气。美食没有从娃
娃抓起，感觉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就算当了皇上，也不过是“混世魔王”，于是胆怯。    吃喝一道
讲究“行万里路，吃百家饭”，我尽管总是饥肠辘辘，可脚步总是在北京一带游荡，去趟郊区就算是
出了远门。有人叫我介绍一下外地的美食，我马上晕菜，上海如何？成都如何？广州香港如何？我去
一趟也是匆匆忙忙，对当地美食没有概念，而外地的美食到了北京难免走味。我所吃到的法餐，不过
是北京风味的法餐，我所吃到的日本料理，也仅仅是北京风格的日料。美食最讲究“当地”“当季”
，也就是在原产地吃到的最合乎时令的美食，才算真享受。如此说来，我能吃到的如此概念的美食无
非是小肠陈大锅煮的卤煮火烧和全聚德腻乎乎的烤鸭子，于是胆怯。    我始终认为，天天吃白食吃不
成一个美食家。做我们这行的，大部分吃饭都是工作餐，去了餐厅老板全部安排妥当，安排好后厨精
心打理，服务员热情服侍，上什么吃什么，别人说什么记什么，永远不必担心埋单的问题。这样的饭
局练习不出来一个标准的吃货，保温房里的确长不出什么火树，于是胆怯。    光说不练假把式，我总
是试着把自己的厨艺练习精到，本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态度，认识那么多名厨，多多讨
问一些诀窍，没准也能学到不少拿手好菜。家里总是有各种调料，总是跃跃欲试，哪怕仅仅是个三级
厨子的水平。但是总是事与愿违，我到现在也还是那几道拿手菜，做出来的味道基本上沿袭着我老妈
的路子，在河边走了好几年，硬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于是胆怯。    然而我最胆怯的是什
么呢？以上答案全不对。我写此类文字最胆怯的是两个字：“无用”。就算是嘴边的小缠绵、心底的
小感动、对吃喝的全心全意，这些能有什么用呢？这些文字太轻飘，以至于落不到地上；这些文字太
附庸，以至于叫我有些不好意思。事实上，美食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吗？这些叙述美食的文字有那么
要紧吗？每每想到此，我写字的冲动顿时萎掉。    我于是一边忙着萎掉，一边忙着奔赴下一个饭局。
一出门就是红尘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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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否》

编辑推荐

《饭否:寻找隐藏的盛宴》编辑推荐：美食哪里有，请跟小宽走！一个有着十年试吃经验的资深吃货，
凭借一颗不求苗条，但求大快朵颐的心，在酒池肉林中穿梭，乐此不疲。十年间，凭借其大庇天下吃
货俱欢颜的悲天悯人情怀，走街窜巷，不辞身体和脾胃劳苦，寻得诸多隐于繁华之外吃货的乐园，生
生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更练得生花妙笔，将作为吃货的心得：美食、美食文化、美食与生活哲理⋯
⋯尽告世人于《饭否》之中。民以食为天，在小康社会，见了面还是要问一句：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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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否》

精彩短评

1、书挺好 印刷 包装都不错 作者真心吃货
2、如果你是一个资深吃货应该看看
3、看得口水流下来。。。
4、2014178～
5、烤鸭一篇就直接拉黑了
6、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  跟着小宽长见识 多赚钱 多锻炼  才更有资本享受 嗯 
7、写的还行，关于京城的馆子，关于美食本身的感觉描述不多，没有让人想一直读下去的欲望。
8、荤腥十足！
9、吃饭从来不是一件填充食道的单一动作。
10、吃喝。吃货。
11、没法看的一部书。对吃的概念各种庸俗化的解释的集合。看的时候有胃口，看完了，就什么都不
想吃了。
12、今年有段时间没看书了，事比较乱，人也是。这本书不是和微博饭否重了名，也不会拿起看，自
己没那么无聊也不会一直看完。最后，竟然发现这书说的是吃，但也不尽是，是作者的点点自己领悟
吧，那种乐观真心感动了我，热爱生活，也是我有些缺的。
13、像是大众点评网上专业吃货的详尽探店点评，好在文字详实、图片美观、充满热情。
14、图书的装帧很上档次，内容更不错。有作者的心得，那就是每个爱美食的吃货最宝贵的经验。很
不错，第一次看小宽的书，觉得很不错，只不过有些词语过于原始，比如。。小女子不好意思说。
15、舌尖上的中国的叙述版本···
16、喜欢作者言语间对美食的哲理思考，诗性的语言和镬性的美食。诗人用一颗敏感的心观察食材。
17、饮食男女，人之欲也。看这本书，给人一种吃了美食的享受。
18、#D018#
19、还没买?那就还跟吃货有点距离,尤其是在北京的,内容很不错,打算挑近的馆子下手:)
20、一个吃货的分享，好书。
21、慢慢看来
22、这才是吃货
23、不必刻意夹书签，随手翻翻就可以读，小宽写得轻松随意，虽然一般我都是上厕所的时候翻
翻23333
24、有趣～
25、内容精彩，很有感触，推荐
26、为我京找回了一丝文化自信，也就一丝而已。
27、作者的文笔妙趣横生，将美食写得无尽动人，不愧为资深吃货，值得一看。
28、精装的，手感不错，适合小宽的粉丝买来珍藏，其实里面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他的博客
29、还没看 但在网上看一眼 吃货觉得不错
30、对于不是一个吃货的我，看到这本书也觉得还是不错的。语言幽默风趣，看着也没有压力。能在
生活中找到自己如此着迷并挚爱的事情，真好。
31、图书馆乱翻乱看中找到的，一本吃货作品，里面配图不错。
作者的文笔是有的，中间读多了觉得有装逼之嫌，推荐什么就往贵的上档次的来。看到后记才知道他
原来是个美食记者，吃好吃的都是被邀请，真是羡慕。
写得挺活色生香的，用了大量形象灵活的形容，但写来写去似乎就是这么几个东西，看到一半就审美
疲劳了。最后一章讲各种酒水比较吸引我，有点涨姿势。
32、对于一个挑食的吃货来说，他前面的很多东西严重影响了我的胃口。
后半部分还可以。
33、粗俗的笔调简直侮辱了“食色性也”“饮食男女”的哲学⋯⋯
34、非常喜欢这种表达手法
35、值得一看的书，很不错的
36、还没看，包装非常好，送货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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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否》

37、充满生气的文字
38、这本书内容真是很赞，吃货们不要错过哦。
39、值得观看，不错
40、纯粹了解北京饭馆
41、大学时跟室友约饭的暗号，成了书名，读的开心，品的明白
42、本人姓范，30岁生日之际，无意看到这本书，顿感亲切。多半是为了老沈推荐的缘故，加之小宽
的文字也还不错，权当是自己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了，生活在北京的吃客不妨买来一读。
43、受赠
44、饮食文章平铺直叙最好，如品赏原味直抵舌尖，用多比喻虽似好看，不过是将味蕾之趣转向眼目
，其实反而隔了一层，这是此书一个问题；此外作者寻味所及虽广，根底仍在京城，所荐去处多在皇
城脚下，故于吾辈籍外之人未免只得凭纸空叹，缘分稍浅；最后一组谈酒文章见彼财力，再叹
45、这本书最牛逼的地在于最后大概10页的附录是他所有介绍的馆子的地址和电话.................................
胖子都是这么养成的啊我草!!!!!!!!!!!!!!!!!!!!!
46、从吃的到喝的，主食到小食，都介绍的比较全面。有一篇小笼包看得我大半夜口水直流，食欲大
增。
推荐都餐馆都是北京的，外地的少量。甚至末尾还有葡萄酒的品鉴，让我这样的酒盲也能稍微窥探一
二。
总的来说很不错很实用很美味。当然作者在后记也说了自己不算合格的美食家，他只是个美食记者。
去餐馆吃饭都是人家提前准备好了专门应付的，不能品尝到最真实的滋味。但不管怎么说，通过他的
文字我们还是能收益不少的。
47、对于爱吃的我，真是很好看的一本书！小宽我是喜欢的！
48、作为杂文很不错，有情怀有食欲，不过不能晚上看哦
49、此饭否非彼饭否。
50、唯一的遗憾，是书中所介绍，基本上都是北京的馆子。
51、读了好久才读完，因为一看就特别饿
52、好饿
53、有机会去试试那些饭馆咯
54、吃饭的艺术很多，大家多多学习。
55、世界让我们边吃边走。
56、这本书的最大用处就是下次去北京按图索骥，一家一家吃过去，如果我在北京待的时间足够长的
话。
57、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的一本好书。
58、饮食介绍，不是文化介绍，文化少了点，现代感强了点。只是说自己吃了点啥，一般吧。
59、买了不少这种写美食感受的书，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写的，很不错
60、想查吃饭的地儿的工具书
61、小宽是个有情怀的胖子 这本书也是断断续续的读下来的 饿的时候读有解馋效果
62、我是吃货，我喜欢这种调调的书，推荐吃货看看
63、可惜我觉得这个时代没有人写食物写的很优美>  <
64、想吃猪油拌饭。
65、没事翻翻可以。
66、4.0
67、美食的书，写得一定要有热情，不错。
68、这书应该叫“北京吃货指南”，《100元吃遍北京》的2.0版。不在北京？你可以像小宽那样，用
脑子做菜，想象美食。
69、非官方吃货指北
70、书的质量好内容好。推荐的饭店也是保质保量的好！
71、已经买了好几本美食的书了，翻开这本看了看，感觉不错，慢慢品味！
72、每篇文章介绍的美食都配有插图，介绍的馆子实惠而又美味。畅谈饭局文化。
73、发货速度很快，是从无锡仓库发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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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否》

74、在看到他写一扬州厨子正宗的做和一手扬州炒饭，心就凉的不想看了，而且写高上大的饭店太多
，指名道姓的实在像广告和自我夸耀，不过写平民小食的几篇还是能看看的，北京果然没什么特色啊
，写的多还是外地的经典
75、一本能给人带来食欲的书，不错！
76、不错的一本美食书，文字比较有意思。
77、唇齿生津   怀念北京
78、字里行间充满了吃货的生活情趣
79、吃成一个胖子，才是吃货的最终归宿。
80、专门去点评网搜了驻沪办还给打了电话得知都是不对外专供当地饭菜的。书前四分之一文笔不错
。后面有些敷衍。推荐给北京人民阅读。 

81、吃货应看的一本书
82、又认识了一个美食家和生活家 不错
83、限于北京。
84、美食需要发现，寻找隐藏的盛宴。
85、读着读着肚子好饿啊
86、心宽体胖的小宽，旁征博引，有典故有故事。当然，美食评论家的身份是重点，就导致内容不那
么接地气，所谈之食物皆常人不得食者，读起来就费力费心了。
87、偏南城美食，话说吃东西现在最缺的还是钱钱钱，时间时间时间，友人友人友人。
88、喜欢这类饮食与文化结合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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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自摸一把，沈宏非写的推荐序）　　几年前，我认识小宽的时候，他是个吃货。后来才知道，
他还是个诗人。　　事实上，小宽在认识我和被我认识的之前之后，一直就是个诗人。几年来，我怀
着悲喜交集的心情，亲眼目睹小宽之肉身一顿一顿地从微胖界步入标胖界。此一态势，对于吃货来说
，实属可喜可贺；对于诗人来说，却是可歌可泣。也就是说，在他的肉身暴露了他在精英遍地的诗人
界里的卧底身份的同时，他的诗歌也出卖了他在屌丝成堆的吃货行里的潜伏自我。　　不过，看上去
小宽本人对此并不在意，诗集，吃集，一本本地连着写，接着出，而且，这一次居然还把替　　他新
书写序的工作派到了我这个巨胖界人士的头上。　　说到替人写序这活儿，据说最新流行的写法是不
写对方，狂写自个儿。为了赶个时髦，凑个热闹，我也未能免俗地说件自己的事儿吧。前两天，饭桌
上来了个新人，几杯落肚，话密起来，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您长得很像一个还
俗的和尚”。　　未曾出家已还俗。对于这种说法，我本人的态度是既不反对，也不提倡。但还是更
愿意把这个不光荣也不耻辱的称号转赠与小宽，因为从吃到诗，由心而相，他都比我更适用。　　关
于出家和还俗，有个故事说：一小和尚剃度之后，念经不出一月，就受不了寂寞，求还俗，获老和尚
准了，下山去也。数月后，又因不忍红尘三俗，再次上山，获准重披僧伽。此后，如是者出入佛门五
次三番，老和尚终于烦了也颓了，遂大喝一声：“呔!你丫听好了，与其不上不下地苦逼般干活，何不
在半山腰开一茶馆，可攻可守，可退可进，不出家，不在家，不争论，不折腾，你的明白？！”　　
此言一出，小和尚顿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于是高高兴兴下山去，平平安安讨老婆，于半山处支顶
凉亭，开个茶馆，下观尘世，上聆佛音。从此以后，两口子你烧水来我沏茶，过着幸福的生活。　　
如果写诗算是出家（至少是灵魂出家），那么喝酒吃肉就是还俗。故事里的这个小和尚，就是我们的
朋友赵子云，法号小宽。　　长期以来，小宽就这样盘踞在北京的金山上的半山区，一手写诗，一手
写吃，扮演着一个“在高级馆子里找靠谱主食”，在“北海公园金碧辉煌的会所”里寻找“迷人的炝
锅面”，在昆仑饭店大嚼“百合酱肉大包和山东莱阳面”的还俗僧人。他满嘴酒气、一身正气地吃进
酒肉，吐出诗句。用一颗柔软的心，去消化餐桌上的那一锅锅硬货，腹有脂肪气自华。把屌丝的形、
精英的神，做了一场神形大挪移。他的吃和他的诗，直把我看得神魂颠倒，眼花缭乱，忽而觉得自己
真是他的忘年酒肉朋友，推杯换盏，同吃清蒸大苏眉；忽而又相信自己绝对是他的更年soulmate，踏
雪临窗，共剪清新小苏梅。　　要准确地描述小宽的工种，最生动的语言莫过于他自己的诗：“醉了
酒，朝江面呕吐灵魂”（《长江之歌》；至于那种微妙的工作状态，无非是“阴茎微微勃起，海绵体
里充溢着多汁的云朵”（《无达诂》）。　　在小宽之前，我印象最深的“吃诗”，是台湾诗人夏宇
的《甜蜜的复仇》：“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　　现在我相信，小宽是绝
对不屑于去干什么腌制的活儿的，更等不及风干，他直接把你的影子剁巴剁巴嚼巴嚼巴，在风中，滋
溜一声下酒了。　　成为吃货之前，我也有过短暂的写诗时代，对于这一青春期第三性征，我在坚守
青帮“许充不许赖”之规矩的同时，也一向自我默视为历史上的污点。相比之下，小宽就敞亮多了，
他带着满身的新旧污点淡定地充当着他自己的污点证人，在诗歌的末法时代和吃喝的像法时代，对自
己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就地正法。　　道在屎溺，酒肉藏诗。作为小宽的朋友、共犯和读者，我衷心
地希望他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出一本书，把他　　的诗集以及“吃集”来个大合并、大兜乱，不按体例
，打破顺序，任意编排，随性穿插，让我们得以痛饮他用酒酿成的诗，同时用这酒来下他用肉做的文
字或文字造的肉──至于这本书的书名，我已经替他想好了，就叫《汁 吃 诗》。没有舌尖，都是大
舌头。　　沈宏非
2、印象中，好吃之人从外表上看大致有共通之处。大饕沈宏非，膀大腰圆，山羊胡、鸭舌帽，嘴上
叼支烟斗，每个让人百转愁肠的夜晚，在微博上以“最难将息”词组行世；美食家蔡澜，常常穿着花
衬衫，虽然已是满头银发，他红润的脸蛋似乎得到了天地间精华食材的滋养，显得愈发精神，别人问
他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美食家，他答，什么都要吃一点，猪油也要吃；陈晓卿在拍摄《舌尖》系
列之余，常出没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与京城文化界吃货们张罗老男人饭局，他肤色黝黑，笑起来满口
白牙，永远在等待下一顿美食，他说，世间最好（四声）吃的，是人。小宽也是这样，胖，用形容美
人的词语是“丰腴”，光头，肥头大耳，照片里双手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像邻家小哥，我见过另
一张照片里，小宽嘴里塞着食物，脸蛋鼓鼓的，活脱一只吃货。《饭否》，是个有意思的书名。它曾
经是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的名字，被称为中国版Twitter，因为一些“你懂的”原因，它被迫关停
；饭否让我想起辛稼轩的句子：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它像一个隐喻，大时代的我们，能够美美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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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顿饭，也是颇为让人幸福的一件事儿。京城人民见面打招呼，常说“吃了吗？” 1990年代，摇滚
歌手何勇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钟鼓楼》唱到一半时，他说，我现在用一句北京话向你们问好：吃
了吗？——一句再普通不过的问候，却也透露出寻常百姓最关心的事情：吃喝乃天大事也。小宽是北
京人，他对“吃了吗”想必会有更为深层的理解，说得文艺一点，便是“饭否”。周国平在《闲适》
里说，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
，锺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饭否》的文字谈美味佳肴，做吃人大梦
，篇篇有滋有味。小宽说自己因“胆怯”而觉得此类文字“无用”，“嘴边的小缠绵、心底的小感动
、对吃喝的全心全意，这些能有什么用呢？美食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吗？这些叙述美食的文字有那么
要紧吗？”好在有解决胆怯的方法：出门撞见红尘万丈，忙着奔赴下一场饭局——先吃了这口再说吧
。有人说这本书就是一本北京吃喝指南，你完全可以按图索骥，去寻找深藏在巷子里抑或是五星级酒
店的美食。凭着做美食记者的优势，小宽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吃遍了京城的各式风味，并且把觅
食之旅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各地。他去辉哥火锅吃极品澳洲雪花肥牛，配一口劲道十足的酒，醉了之
后遥望星辰，自问能否在金牛座里接着吹牛；他去镇江老字号宴春酒楼，与淮扬菜大师谈笑风生，所
谓“与君一顿饭，胜吃十顿饭”，在寻找靠谱汤包的路途上，他看赵珩老先生讲述自己在靖江市教育
局职工食堂品蟹黄汤包，於我心有戚戚焉；他在南锣鼓巷狭仄的烤串店里看着胡同里穿梭的姑娘，把
一副副姣好的面庞和修长的大腿当做下酒菜⋯⋯在小宽的眼里胃里，美食是一个梦，凭着微小而幸福
的梦，我们且行且踟蹰，世界也因此变得愈发辽阔。朋友圈里，我看见一位爱吃的姑娘这样描述自己
：科研是信仰，美食是灵魂，好德好才好吃如好色。那些丰盈的食物，教会了我们去爱，爱人，爱这
红红火火的生活。小宽还是一位诗人。诗言情，食饱胃，关于诗歌的句子是夏日里一滴滴冰镇的沙冰
，在你翻开书页时带来阵阵沁凉，而关于食物的文章是一缕缕跳动的火苗，燃烧间响彻着噼里啪啦。
沈宏非说，他的吃和他的诗，直把我看得神魂颠倒，眼花缭乱。他建议小宽的下一本书就叫《汁吃诗
》，没有舌尖，都是大舌头，把诗集和吃集来个乱炖，不按体例，打破顺序。酒酿成诗，文字作肉。
我好奇地在豆瓣搜了一下，《汁吃诗》已然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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