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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至浓时即家乡》

内容概要

在平实的语言后面；饱含着梁实秋先生对生活和点滴感悟；于寻常中洞察人生百态；于艰难中闪烁谐
趣幽默；循着先生的心迹；在淡淡的沉思中品苦品乐品人生
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误码率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
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
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方令孺
火腿、鸡蛋、牛油面包作为标准的早点，当然也很好，但我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接受了这种异俗
。我心里怀念的仍是烧饼油条。和我有同嗜的人想当少。海外羁旅，对于家乡土物率多念念不忘。
——梁实秋　《烧饼油条》
本册主要收录梁实秋先生在字里行间品味传统美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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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著名的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20世纪华语世界的一代散文宗师，现
代中国文人中的独特存在，最后的精神贵族，他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文字丰碑，他的散文
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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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实秋：味至浓时即家乡》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误码率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
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
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
秋实福人耳。　　——方令孺　　火腿、鸡蛋、牛油面包作为标准的早点，当然也很好，但我只是在
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接受了这种异俗。我心里怀念的仍是烧饼油条。和我有同嗜的人想当少。海外羁旅
，对于家乡土物率多念念不忘。　　——梁实秋　《烧饼油条》　　《梁实秋：味至浓时即家乡》主
要收录梁实秋先生在字里行间品味传统美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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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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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喜欢上这些美食随笔，并开始会在每次逛书店时特别留意下，还是在那次偶然购得了本汪曾祺先
生著的《人间草木》的集子开始的。知道梁实秋这个人，还是从喜欢上这些美食随笔之后。他确实是
位名家，可惜，不是我的菜啊。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文风。私以为文笔可以简练，甚而凝涩，但总不
宜干枯。如果看了让人跟喝白水似的⋯⋯我是不太喜欢那些读起来干巴巴的东西的。 书名这种东西，
你说不重要吧，还确实是挺重要的；说重要吧，也真算不得什么无可或缺的。第一视觉下，往往凭着
一个好名字，就能吸引人产生阅读一本书的兴趣，甚而产生购买的欲望⋯⋯这样看来书名是重要。可
内容更重要啊。光有形式没有内容，无论你的书名起得再有诱惑力，封面设计得再漂亮也没用。有些
书就是冲着名字买的，可惜不经看，一细看就后悔了！但是有些书，别看书名平平，封面装帧的都没
什么特色，但架不住耐看啊，要不怎么说是淘书呢？ 《味至浓时即家乡》就是前者。这本书，编排上
与《雅舍谈吃》大同小异，唯有这个书名，让人觉得有种一睹为快的冲动。“味至浓时即家乡”，这
几个字，怎么看怎么有味道。家乡之味，浓淡总相宜，那是一种心情，一种氛围。说不清、道不明，
便是再好的生花妙笔也无法描述明白，便是再伶俐的口舌也无法解释清楚。之前看到有位读友的评论
写的很有意思：普通人吃菜，品的是酸、甜、苦、辣、咸；文人吃菜，品的是雅致、情调、历史、人
文和乡愁。写吃，最简单也最困难。如果不是文字功底到了一定的层次，吃出了一定的境界，那写出
来的东西只能让人觉得——作者是在写旅游手册上的美食介绍（我还真见过一个照扒的，就是不知道
这老两位谁抄谁的了-_-|||）。 我所知的有位叫唐鲁孙的，那是民俗大家，也是京派美食大家。出身贵
胄，亲历皇家生活，可是个惯于钟鸣鼎食的主儿。虽然后来为着谋生的关系，游历各地，见多识广，
也算遍尝各省独特美味，对饮食有独到的见解而有美食之名。他著作量多质精，信手拈来，妙趣横生
，被誉为一代杂文大家。被评价为，其文中所传达的精致生活美学，足为小资典范。他写吃自然非一
般境界，更显精致和到位。和那位不同，梁实秋小时候家中虽也算是阔绰了，在那个年代能吃到那个
层次，虽称不上大富，总也该是中富了吧╮(╯_╰)╭后来又去台湾又去美国的，自然是吃到了不同的
风味，感受到截然不同的食文化。经历颇多，阅历丰富。若说美食，梁实秋虽也是富着养大的，但到
底也不过是中产之家。菜品自然算不得珍肴异馔，但是文字中融入了满满的记忆和感怀。他的笔下多
是京味，文章表面写的是美食，实际上写的是自己的人生，是对老北京的思乡之情。加之文字功底深
厚，读来也是颇有意味。而汪曾祺老先生则不然，他出身书香门第，幼秉庭训，家学渊博，自幼跟随
父、祖学文习诗。性情旷达，情趣广泛，雅好书画。他的文章语调平淡，寄情深远。吃的是酸儿辣女
，家长里短，比较特么的下里巴人。长居北地，却有着很深南方饮食的身影。唐鲁孙以贵，梁实秋以
富，唯汪曾祺是平淡中见真滋味。三家各有擅长。 有些人喜欢梁实秋为的是他文字中的怀恋，那是能
引起远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共鸣。我不同，我不是远在异乡的游子，我只是离不开家的孩子⋯虽不算
生于斯，却也是长于斯，也要终老于斯的⋯⋯我是守家雀，生老死葬，终于斯地。所以，相比较，我
更喜欢汪曾祺的文章。或许，只是因为他去的地方更多一些。通过他的文字我能看到更多外面世界的
美丽。更喜欢他文字间的平静，像静静绽放的花朵，宁静、闲适、恬淡。博学多识，文笔练达，处世
淡泊，不计名利。虽一生坎坷，红尘起伏，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文如其人。时下，只怕此类人物
已然绝迹了。富有富的过法，穷有穷的过法，安贫乐道，文人、当如是！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又是
好吃的，不妨再读读他的作品。 好吧，我得承认，或许一切都只不过是我找的借口。我只是更认为，
梁实秋是一个很懂得善待自己的人，而汪曾祺、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
往做不到那么“有理想”，但是，这并不妨害我们对那些做得到的人，产生或多或少的敬意。从书名
到封面设计乃至纸张装帧，我得承认，老版的《雅舍谈吃》都及不上这本新版的《味至浓时即家乡》
。新版的《味至浓时即家乡》，封面用的是特种纸或者叫做高级装帧纸的，洒金的，用来送人或收藏
很显档次。老版那本不行，封面设计的太小家子气，自己看看无所谓，用来送人就太掉价了。书外有
塑封，要不这从印刷厂出来还‘光鲜亮丽’的没覆膜的干净封面，不得在运输搬运中给弄脏了。书是
好书啊，就是不幸的是和以前买的《雅舍谈吃》重了！网上买的，这要是在书店，翻看下实物，我也
就不花这冤枉钱了。反正家里有本，先看着呗。
2、忘了在哪本书看过五四时期的那些知名的知识分子个个都顶能赚钱的。记得赚钱最的是蔡元培、
陈独秀、鲁迅那些，好像是月薪400块；胡适、梁漱溟、辜鸿铭次之；李大钊又次之吧。而我们伟大的
领袖毛主席还在李大钊当馆长的图书管里当馆员，月薪8块。根据当时的经济水平，每个家庭每月收
入低于10块，就要算是低收入家庭了。看看我们的领袖绝对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要说这饮食绝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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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多钱少息息相关。按马克思的观点，饮食具有阶级性。看梁实秋的吃喝就知道他家起码也是中产家
庭了。在酒楼吃顿饭花上十几二十几元，而且偶尔还能打电话从酒楼叫外卖，这样的家庭条件不是一
般的了。《味至浓时即家乡》是梁实秋根据自己的饮食经验所写的些杂谈。让人料不到那时的饮食真
让人垂涎欲滴。看书的时候，腮腺就不住的分泌液体。根据梁实秋讲的，当时的北京城，数一数二的
酒楼都是山东人开的，鲁菜正辉煌着呢，不像现在。当然也只有家庭条件能消费的起的才能吃到书中
所提的那些佳肴。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吧。一直有一个想法，像我等小老百姓，假如能坐上时光机回到
古代的话，没啥能耐也赚不到钱的话，物质生活水平也一般般而已。所以，还是留在现代的好，至少
吃喝比过去强的多。
3、坐在教室里读梁老的书,一边想着书里的北京究竟在哪里。那个有着许许多多特色小吃和精致山东
菜馆子的北京，总之现在是再也见不着了。如今的北京早已被粗制滥造的食物填充得让人不知所措。
假使今时今日梁老故地重游,怕是也要感慨万分了吧。
4、为什么一个人会写一整本关于美食的书？这必然有他对生活的爱。他爱到细枝末节，对每道喜欢
的菜，要了解它哪里是美味的关键，食材是哪里选取最好，每年吃它的时令节气是什么，有哪些轶事
趣事，哪家菜馆做得最为上乘。会关心这些，细心的记录这些，从沉淀的回忆中勾勒出这些细节，这
一日三餐的“天大的事情”，是要用对生活的最单纯的味蕾，才能做到。文如其人，看梁实秋的文章
，能看出他很爱家，身在异国怀念着北平，哪怕是炸油鬼（油条）和豆汁儿。待嫁闺中的女人们，如
果你们找了个做得一手好菜的男人，那是福气，说明他重视每天的“色，香，味”，还有那背后的恬
静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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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味至浓时即家乡》的笔记-第208页

        还有很多可笑的避忌，例如“勿向西北大小便”“勿燃灯房事”“口勿吹灯火，损气”“立秋日
不可澡浴”等等其实迷信的古训也非全不可信，像“口吹灯火损气”，用现代脑袋想想，人呼气吹灯
火灭之际不免吸进某种化学燃料未燃尽产生的有害气体，确会损身。

2、《味至浓时即家乡》的笔记-第155页

        听说他们是用右手取食，左手则专供做另一种肮脏的事，不可混用，可见也还注重清洁。⋯⋯

3、《味至浓时即家乡》的笔记-第171页

        袁世凯称帝时，曾一度禁称元宵，因与“袁消”二字音同，改称汤圆，可嗤也。如此原来

4、《味至浓时即家乡》的笔记-第1页

        读高中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都曾看过梁的雅舍谈吃。
如今再看，还是有滋有味。
平淡问候，但是也有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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