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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个世纪20年代，周作人说：“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
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
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上个世纪30年代，丰子恺说：“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
别人都在为了获得面包而牺牲趣味，或者为了堆积法币而抑制趣味。
我现在有幸而没有走上这两种行径，还可省下半只面包来换得一点趣味。
”上个世纪40年代，钱穆说：“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
持不下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
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
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
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
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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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仰东，祖籍辽宁，生于呼和浩特，在北京长大。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现为人民政协报高级编辑。
著有《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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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叔同出家数年后，一次，他在浙江师范教过的学生李鸿梁去庙里拜访。
弘一法师说：你来得很巧，今天寺里吃“罗汉菜”，你在这里吃中饭。
开饭时，李见桌子上摆着六碗菜，弘一法师换上破衣，指着桌上两碗同样的菜对李说：“这就是罗汉
菜。
”又说明了另外四色不同样的菜，是他特地告诉厨房临时添的，可知僧众平时午饭只有一种菜。
所谓罗汉菜，是蚕豆、豇豆、茄子等等用白水煮熟再加上一点盐的一种什锦菜，各种菜都能充分保持
原味。
弘一法师大概偏好这一口，那天就着罗汉菜吃了三碗饭。
　　印光法师是弘一法师的前辈，他自甘清苦的饮食风格，与弘一类似。
印光是陕西人，喜吃馒头，每顿饭仅粗菜一碗，未了必用馒头将菜碗擦干净吃掉，或用开水冲菜底当
汤喝。
他一生云游四方，住上海太平寺时，一位姓关的居士请他去吃斋，他谢绝再三而不得，便要求只需高
装馒头一盒，豆腐渣一碗，关居士照办，他才答应。
更有甚者，他云游至苏州报国寺时，有一次因菜里所用酱油稍好，把寺里的明道法师训了一顿。
　　修女刘淑静说，修女院的伙食以稀饭、花卷为主，有时吃窝头，成菜多半是腌萝卜、，仅午饭有
炒菜。
院长则可以吃到白馍乃至白糖、水果。
此外，修女院对教会规定的“斋期”必须严格遵守。
如每星期五为天主教“瞻礼六”，这天忌食家畜肉或其他热血动物肉，但鱼虾类冷血动物肉例外。
对于一般修女来说，此规矩形同虚设，因为她们一年到头极少能吃到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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