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方食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四方食事》

13位ISBN编号：9787505963566

10位ISBN编号：7505963562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汪曾祺

页数：1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四方食事》

内容概要

《四方食事:饮食篇》作者汪曾祺的散文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
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他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
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
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
如苦瓜，说它是苦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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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食事》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从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诸先
生学习，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曾任中学国文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
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刊物。1958
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底调至北京京剧团(院)任编剧。曾任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
协顾问等。

    曾在海内外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三十余部；《汪曾祺全集》于1998年出版。代表作品有小说《受
戒》、《大淖记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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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食事》

书籍目录

◎寻常茶话泡茶馆面茶长城漫忆沙岭子草巷口寻常茶话昆明的果品烟赋名实篇吴大和尚和七拳半◎吃
的自由昆明的吃食昆明菜皖南一到四方食事食道旧寻初访福建四川杂忆《吃的自由》序文游台泰山拾
零◎吃食和文学故乡的食物家常酒菜故乡的野菜吃食和文学宋朝人的吃喝肉食者不鄙鱼我所欲也王磐
的《野菜谱》食豆饮水斋闲笔◎五味五味韭菜花豆腐豆汁儿马铃薯菌小谱手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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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食事》

章节摘录

　　◎寻常茶话　　寻常茶话　　袁鹰编《清风集》约稿。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
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青
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
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
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
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
。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
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
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因此，写不出关于茶的文章。要写，也只是些平平常常
的话。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左侧
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朱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
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缸“
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祖父每天早晨来
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
，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隔日作文一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
，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
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
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
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
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
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
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
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千丝，只有烫干丝。千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
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作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
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
”，“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
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
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
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
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
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
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
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叶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
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
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我在
昆明喝过大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
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缸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一九四六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
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
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
四十三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
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一九四七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
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靶。所谓“带靶”，是把活草鱼的脊肉
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
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
，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肺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
，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此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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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食事》

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我喝过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
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一个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见泉水咕嘟咕
嘟往上冒。井冈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
山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脑”茶，色味俱发，不知道水里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
二泉的水，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观赏，以泡茶，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中产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
。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
甲天下，因为菏泽土中含碱，牡丹喜碱性土。我们到菏泽看牡丹，牡丹极好，但茶没法喝。不论是青
茶、绿茶，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颜色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待所后，
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
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一九四八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
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汆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
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很多
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
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
。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
！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
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龚定盒
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
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
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
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
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我在
《湘行二记》中对擂茶有较详细的叙述，为省篇幅，不再抄引。　　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
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
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
，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
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
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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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食事》

编辑推荐

　　春天了，是挖野菜的时候。踏青挑菜，是很好的风俗。人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尤其是妇女，到野
地里活动活动，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看新鲜的绿色，身心一快。南方的野菜，有枸杞，荠菜，马兰
头⋯⋯北方野菜则主要的是苣荬菜。梅杞，荠菜、马兰头甩开水蟑过，加酱油、醋香油凉拌，苣荬菜
则是洗净，去根，蘸甜面酱生吃。或曰吃野菜可以“清火”有一定道理。野菜多半带一点苦味，凡苦
味菜，皆可清火。但是更重要的是吃个新鲜。有诗人说：“这是吃春天”，这话说的有点做作，但也
还说得过去。学人中有不少是会自己做菜的。但部只能做一两个拿手小菜。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
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为一乐。据说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
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击表演一个
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此事不知是否可
靠。如不可靠，当由黄永玉负责。客人不多，时间充裕，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愉快的事。成天伏
案，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也是抒的——做菜都是站着的。做菜，得自己去买菜。买菜也是构思的过
程。得看菜市上有什么菜，琢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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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食事》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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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食事》

精彩书评

1、一直很喜欢汪曾祺写的文字，平平淡淡的，极细腻，又毫无雕琢痕迹。就是一个老人平静地说着
，不会乏味，亦不激昂，算不上大气却仿佛牙雕般精致，时代的痕迹很明显，似乎一打开书就走进了
一段时光，字里行间的文化气息和温馨感让我很是留恋。看汪老写的饮食书真是一种享受，从中学时
高邮的鸭蛋开始就喜欢上了这种风格，美食在笔下成了一种艺术品，其实都算不上美食，每一种都是
极具风情的小吃，简单，而入味，让人愿意一遍一遍的读，文化的气息从文字间自然而然地倾泻而出
，小日子的味道让人心生喜欢。平时躲在宿舍里懒得出去吃饭的日子里，裹上一床被子，从书架上抽
出这本不知读了多少遍的书，随便翻翻，任意咀嚼，竟然能像画饼充饥一般满足自在。唯一让我不大
喜欢的地方是，汪老先生似乎对南方过于偏爱，语言当中不时流露出对北方人的偏见，这让我稍稍有
点不爽，其他，完美。
2、年前读过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当时感觉有纯朴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正如抚摸着书页的那种令人
沉静的质感。读四方食事也是这种感觉，在喧嚣浮躁的当下，可说是难得的好书了。定价18块，每页
不到1毛钱，比绝大多数（应该是所有吧，不过我是工科男）畅销书都便宜。除此之外，四方食事中
有很多旧时的小人物的，在过往的惊涛骇浪中，也不能忘却这些在细微的溪流中被打磨，抑或说流放
在边陲被折磨的小人物的生与死。龙X台的River and Sea虽然说小人物，立意却在大处，因为她是一个
政治文人。真正关心小人物的，可以读一读这本书。泡上一壶廉价的含添加剂绿茶，就着不便宜的电
价，在节能灯下慢慢翻阅吧。犹如长者将他的往事娓娓道来，没有跌宕起伏，没有惊心动魄。人与草
木，不过也就一回事。人之一生，无非吃吃喝喝。平复一下你的雄心壮志，抚慰一下你的loser心态。
肉食者鄙。小人物也应该自己关心一下小人物。//文字审查很麻烦，自己解码。
3、关于汪曾祺，之前我知道两点，都是来自课本。一是，他写的《金岳霖先生》曾经出现在高中语
文书上。我们这代人，许多只对林徽因这个才女印象深刻，所以总是就金先生的痴情嗟叹又嗟叹，反
而忽略了他本身是位著名的哲学家。二是，高中语文课外读物上还收录过汪曾祺的另一篇文章，《故
乡的食物》，这本书上也有这篇文章。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逝世于1997年，这位西南联大的旧人，
一生也算历经坎坷。然而福祸相依，汪老的丰富阅历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各地食物，不一定是美食，却
大多别有风味。1930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所以他享受了很多昆明
的食物。这本书收录的一些文章中，不少提到他自己对昆明美食的情有独钟。1958年被划为右派，被
下放到了张家口，又接触了北方黄河附近的许多食物。1962年，汪曾祺被调到北京剧团，跟着剧团又
走了很多地方，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有提到。虽然走了很多地方，汪曾祺应该算定居于北京，所以对北
京的一些小吃也了解。而他出生地则是在江苏高邮，所以说起江浙沪一带的美食又是如数家珍。这样
一个爱吃，会吃的人，才写的出那么多关于食物的文章。东南西北，酸甜苦辣咸，都尝遍了，实在喜
欢的，还要知道做法。第一篇《泡茶馆》就让我倾心不已。西南联大附近各色各样的茶馆，泡出了多
少人才和故事。如今的大学附近是见不到这样的茶馆了。毕竟，在一堆饭馆、美发店、服装店，一堆
油烟和喧闹中开一家安静的茶馆实在有些不搭调。而大学的图书馆又往往建的那么雄伟和漂亮，一个
又一个阅览室自修室，实在没必要跑校外泡茶馆。可是还是惋惜，茶馆文化没有传承。西南联大的那
堆旧人，令人怀念。室友其中一位是云南曲靖来的。一次和我们批判学校食堂的饭菜。又感慨说我们
这些人必然没吃过真正的菌子。起先不以为然，倒觉得她过于讲究。这次看了汪老的文章，看他说云
南美食，谈到鸡枞，牛肉，汽锅鸡，宣威火腿等等，还真开始对那个遥远的省份产生向往。吃也是一
种文化，也需要传承。汪曾祺写这些关于“吃”的文章，也是传承方式之一。可惜，里面提到的一些
食物，我们这些90后许多已经不吃，甚至不知道了。比如云南曲靖的韭菜花，我问那位曲靖来的室友
，她说很难吃，称其为“老人食品”，说老人很喜欢。也是，汪曾祺对于我们可不是老人。还有“豆
汁儿”，“没喝过豆汁儿就不算到过北京。”这种频繁出现在小说中的食物，对于我这个南方人却特
别陌生。问一位北京来的同学味道如何。他说喜欢吃的人不多，有一股酸味儿。还跟我讲了个故事，
说是两个人打架，其中一个人怒说：“给你喝豆汁儿！”另一个一愣，随即回到：“有焦圈儿么？”
焦圈是就着豆汁儿吃的一样食物。许多地方没到过，很多美食没尝过，看看汪老写的这些文章，也算
解馋。
4、《四方食事》这部讲饮食的随笔集，为后人所编辑，有些地方多有重复，不免有些乏味。单看汪
老的文字，却是朴素中生得趣味。看汪老谈吃，能看出三点：其一，汪先生游历过多方，说走南闯北
不为过，谈及许多吃食时，都会提及不同地方的口味。比如写到韭菜花，“北京的韭菜花是腌了后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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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了的，带汁⋯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
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云南的韭菜花和北方的不一样。昆明韭菜花和曲靖韭菜
花不同。昆明韭菜花是用酱腌的，加了很多辣子。曲靖韭菜花是白色的，乃以韭花和切得极细的、风
干了的苤蓝丝同腌成，很香，味道不很咸而有一股说不出来淡淡的甜味。”其二，汪先生对吃着实是
有些研究的，一种食物常常会说起三四种做法。比如普通的炒鸡蛋，“昆明的炒鸡蛋特泡。一颠翻面
，两颠出锅，动锅不动铲。”“番茄炒鸡蛋，番茄炒至断生，仍有清香，不疲软，鸡蛋成大块，不发
死。番茄与鸡蛋相杂，颜色仍分明，不像北方的西红柿炒鸡蛋，炒的‘一塌糊涂‘。””映时春有雪
花蛋，乃以鸡蛋清、温熟猪油于小火上，不住地搅拌，猪油与蛋清相入，油蛋交融。嫩如鱼脑，洁白
而有亮光⋯另有桂花蛋，则以蛋黄以同法制成。“其三，文字朴实，相当接地气，读来妙趣横生。你
看他写昆明的胡萝卜，”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成风。昆明的胡萝卜是浅黄色的，长至一尺以上，脆
嫩多汁而有甜味，胡萝卜味儿也不是很重⋯不知道是谁提出，胡萝卜还含有微量的砒，吃了可以驻颜
。这一来，女同学吃胡萝卜的就更多了。她们常常一把一把地买来吃。一把有十多根。她们一边谈着
克里斯丁娜.罗塞蒂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羊肉写的甚妙，尤其说到煮全羊那段，鲜活
的很。”在达茂旗吃过一次羊贝子，即煮全羊。整羊，剁去四蹄，趴在一个大铜盘里。羊头已经切下
来，但仍放在脖子后面的腔子上，上桌后再搬走。吃羊贝子有规矩，先由主客下刀，切下两条脖子后
面的肉，交叉斜搭在肩背上，然后其他客人才动刀，各自选取自己爱吃的部分。“”羊贝子真是够嫩
的，一刀切下去，会有血水滋出来。同去的编剧、导演望而生畏，有的浅尝即止，鄙人则吃了个不亦
乐乎。羊肉越嫩越好。蒙古人认为久煮了的羊肉不好消化，诚然诚然。我吃了一肚子半生的羊肉，太
平无事。“汪老认为写作者应当杂食一些，口味宽广一点，深以为然。
5、汪老曾戏称自己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有人评说他的散文，就如一长者拉家常似的叙
述，却娓娓道来。而读完此书的感觉，甚是如此，天南海北的听汪老聊四方的美食、风情，长了知识
，也长了性情，恍如感觉自己还是那个扎个仰天小辫，搬个小板凳坐在夏日树荫下，支着下巴听爷爷
讲故事的小女孩。那些文字，温暖、清新、亲切又沁人心脾，是甘泉般的滋养，而你聆听时的眼神里
则是充满着敬爱及敬仰之情。
6、记点跟吃有关的吧。来昆明快两年了，那次读汪曾祺的「四方食事」，垂涎于汪老笔下那些昆明
美食的同时又为自己竟对这些美食陌生得俨如初识而感到愧怍，亏自己还自诩为吃货。米线倒是常吃
，只是味道跟别处吃的也无不同，照例的鸡架子猪筒骨煮成的汤底，米线滚水汋熟，几块鸡肉、一对
鹌鹑、零星葱花，再随喜好添些盐醋酱料，一碗米线也就告成了。简单得味道也跟着简单。许是学校
食堂做得将就，但有一回在大理吃过一家号称正宗得不能再正宗的过桥米线，也没吃出喜欢来。饵丝
饵块也实在喜欢不起来，无论汤煮、烤、炸，味道都一般，近似的，老家福建的粉泥，原料是番薯，
也是切成薄块状，段葱、大白菜混合炒成，那味道，啧啧，光想着，就不争气地垂涎了。豌豆粉在昆
明和大理都喝过，味道俗得让人喜欢。清晨从旅店起来，到附近食肆，就着烤油条，呼哧呼哧地喝下
一两碗热豌豆粉——这情景，是至今每想起大理都首先浮现眼前的。不能不说云南的野生菌，汪老也
一再提到，鸡枞、牛肝、松茸⋯可惜没能一一尝遍。野生菌做成汤味道鲜美，阿城曾赞鸡枞菌为天下
最「鲜」,用它做汤极危险，因为你会贪鲜，喝到胀死，这话诚然不假。河豚不敢吃、没机会吃，鸡枞
倒是要尝的。有一回舍友从家里带来自制的油淋鸡枞，极不同的做法和味道，但依然美味得让人恨不
得把舌头也吃掉。不知云南的和尚吃菌不吃，倘若吃，我觉得也该算是破了荤戒的。土豆在昆明好像
无处不在，昆明人管土豆叫洋芋，炸洋芋、烤洋芋，算是特色零食，车站旁、巷弄口、小吃街，但凡
人多的地方就有卖洋芋的。昆明人吃起洋芋很过瘾，我这种小外省实在不解其中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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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四方食事》的笔记-第53页

        米粉揉成小枕头状的一坨，蒸熟，是为饵块。切成薄片，可加肉丝青菜同炒，为炒饵块；加汤煮
，为煮饵块。云南人认为腾冲饵块最好。腾冲人把炒饵块叫做“大救驾”。据说明永历帝被吴三桂追
赶，将逃往缅甸，至腾冲，没吃的，饿得走不动了，有人给他送了一盘炒饵块，万岁爷狼吞虎咽，吃
得精光，连说：“这可救了驾了！”我在腾冲吃过大救驾，没吃出所以然，大概我那天也不太饿。

2、《四方食事》的笔记-西施舌

        我第一次吃西施舌是在青岛顺兴楼席上，一大碗清汤，浮着一层尖尖的白白的东西，初不知为何
物，主人曰是乃西施舌，含在口中有滑嫩柔软的感觉，尝试之下果然名不虚传，但觉未免唐突西施。
高汤氽西施舌，盖仅取其舌状之水管部分。若郁达夫所谓"长圆的蚌肉"，显系整个的西施舌之软体全
入釜中。

3、《四方食事》的笔记-第132页

        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肥瘦各半）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
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冬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
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
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4、《四方食事》的笔记-第195页

        蒙古人爱吃肉爱喝酒！
“骆驼见柳，蒙古见酒！”蒙古人爱喝酒，就像骆驼爱吃柳。
“手把肉”是白水煮切成的大块羊肉，一手把着大块羊肉，另一只手蒙古刀自己割着吃。可以没有佐
料，可以用盐水，现在可以弄酱油韭菜花之类的。
“羊贝子”即煮全羊！

5、《四方食事》的笔记-第142页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6、《四方食事》的笔记-第142页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塘虱都尝尝（
有些吃的我也招架不了，比如贵州的鱼腥草）。汪老是我的知己！！！！！！！！！折耳根一生黑！
！！！

7、《四方食事》的笔记-第102页

        大红袍不易得，据说武夷山只有几棵真的大红袍树。功夫茶的茶具很讲究，但我只见过描金细瓷
的小壶、小杯，好茶须有好茶具，一般都是凑起来的。张岱《红楼梦》栊翠庵妙玉拿出来的也是各色
各样的茶杯。符文说“玉书碨”、“孟臣罐”、风炉和“若深瓯”合称”烹茶四宝“。”四宝“当然
也是凑集起来的，并非原配，但称”四宝“，也可以说是”一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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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四方食事》的笔记-第39页

        汪先生从18岁开始抽烟，虽知道抽一根烟少活五年的说法，可下决心不戒烟。他71岁的时候还说
“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
对于抽烟这件事，不抽当然好。抽了也不是不可原谅的。

产品加工制造，信奉“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一点没错。好产品里面的心，消费者是能体
会出来的。

9、《四方食事》的笔记-000麻婆豆腐

        原来麻婆豆腐这么讲究啊，以前自己做的时候，就是瞎做。
一要油多，二要牛肉末不能用猪肉末代替，三要用剁碎壳的郫县豆瓣酱，四要用文火待汤汁被豆腐慢
慢吸收，五要起锅撒川花椒末，六要趁热吃！
过去豆汁儿是贫民食物，是制造绿豆粉丝的下脚料。不爱喝的人说是泔水，酸臭。爱喝的人说是酸香
。就像对待臭豆腐一样，各有爱恨咯。

10、《四方食事》的笔记-第170页

        ★酸
山西人真能吃醋！晓彤是山西人，真的对醋的要求好高，吃了她带的正宗山西陈醋，吃其他的醋简直
就是将就！
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问问黄楠哈哈
福建广西人爱吃酸笋。至于酸笋，我一辈子忘不了呆总请客广西大厦吃的酸笋，简直地狱般的可怖回
忆。怪自己逞能，非得显示自己南方人阅笋无数。没想到家里腌制的酸酸的笋根本和广西的酸笋不搭
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莫装逼！
★甜
无锡菜甜。（不知）    
广东人爱吃甜点出了名的。
★辣
贵州，有人青椒放火上烧，蘸盐水下酒。还记得小时候，贵州六盘水的表嫂把在火上烧了的青椒剥去
黑壳，蘸她特制的调料——贵州辣椒面、酱油、醋、小葱！现在想起来，只记得怪美味的呢。
四川菜又辣又麻，麻才是四川的特色！
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11、《四方食事》的笔记-第23页

        有些人烫了澡（他们不怕烫，不烫不过瘾），还得擦背、捏脚、修脚，这叫“全大套”。还要叫
小伙计去叫一碗虾子猪油葱花面来，三扒两口吃掉。然后咕咚咕咚喝一壶浓茶，脑袋一歪，酣然睡去
。洗了“全大套”的澡，吃一碗滚烫的虾子汤面，来一觉，真是“快活似神仙”。

12、《四方食事》的笔记-第25页

        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我则有
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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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四方食事》的笔记-第1页

        汪曾祺先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为了躲避日军，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组建的！从1937年到1946年，
它存在的8年零11个月期间，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建设保留了人才资源！
所以汪曾祺先生对昆明如此熟悉。
在汪先生眼里，昆明的茶馆对西南联大的学子影响深远。它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接触社会、交流思想
的场所。

14、《四方食事》的笔记-第78页

        当年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曲社，定期举行“同期”。同期之后多半要进行聚一次餐。所谓“聚餐
”，是到翠湖边一家小吃铺去吃一顿馅儿饼，费用公摊。不到吃完，帐已经算得一清二楚，谁该多少
钱。掌柜的直纳闷，怎么算的这么快？他不知道算账的是许宝騄先生。许先生是数论专家，这点小九
九还在话下！许家是昆曲世家，他的曲子唱的细致规矩是不难理解的，从俞平伯先生文中，我才知道
他的字也写得很好。
许宝騄先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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