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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京城的味道从哪来    大凡饮食繁盛发达的地方，几乎都是物产极其丰饶的地区。
比如黄河三角洲诞生了鲁菜，长江三角洲诞生了苏菜，珠江三角洲诞生了粤菜⋯⋯这些地方无一例外
都是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上长的，到河里游的、海里潜的样样齐全。
川菜的诞生地虽然远离海洋，却是自古就号称天府之国是富饶所在。
    可北京城产什么呢？
除了树上的香椿、院子里的石榴等等几样可怜巴巴的鲜货，京城里几乎什么都不产。
况且，即使是香椿树和石榴树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见，越来越稀罕了。
    然而，京城里却几乎什么吃食都不缺，有道是“饮食佳品，五味神尽在都门”。
几百年来北京城从来都是百货云集、名肴汇聚。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这里是中华大地的“首善之区”。
    京城里云集着来自东西南北的物产，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更凝结了中华文明的精粹。
难怪百余年前的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来到北京，激动地给音乐家德彪西写
信发出这样的感慨：“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
”    几百年来，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之都，更是中华文化的中心。
而饮食习俗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更是一种文明发展历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生活展现
。
这么说来，仔细琢磨一下北京人怎么做，怎么吃，也就能对我们的文化窥见一斑了。
    要说北京的吃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首当其冲就得说是大菜小吃里无处不在的宫廷的影子。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玄乎，可却一点都不夸张。
不是吗？
就连卤煮火烧、麻豆腐这样的粗蔬粝食追根溯源都和御膳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甭提白煮肉、烤
鸭、涮羊肉了。
    所谓宫廷菜，确切地说就是清代紫禁城御膳房的菜。
清代的宫廷菜有这么几个来源：一是继承了明代御膳房的菜肴，其中大部分是山东菜；再就是满族、
蒙古族特有的风味菜；还有一部分从各地民间传进宫里经过精雕细刻的各地民间菜和风味小吃，就像
豌豆黄儿、肉末儿烧饼等等。
宫廷菜从来不是养在深闺人不知，而是被那些接近宫廷的达官贵人以及他们的跟班、随从们所追捧和
效仿进而影响到整个京城的饮食风尚。
特别是清王朝的灭亡使得原来那些宫廷御厨们流落到市井街巷之中，而这些人几乎全都凭着自己的手
艺在市面上谋生，也就自然让宫廷的口味融入了京城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菜是给人吃的，可京城里五方杂处，天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
即使是所谓老北京也并不能说是祖辈世居，只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或者晚几代移过来而已。
北京的文化有着某种奇特的融合力，不管您是从哪儿来的，只要在这住上几辈子，就会被这座城市特
有的情调所感染，所融化，进而也就成了老北京了。
这种奇妙的融合力体现在吃上就是可以满足八方口味，让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人士都能
在这里享受到口福。
    一说起吃，就不能不聊聊下馆子。
京城里常下馆子的自然不是平民百姓，可也并不是王公贵族。
王公贵族的府里有自己的家厨，请客吃饭并不上街。
在京城里经常下馆子的是那些在京为官的、来京办事的、进京谋前程的人，还有他们的随从、跟班以
及形形色色在京城里走动的人们。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因素，烹调技法全面、风格庄重大气的山东菜不仅口味中庸，而且和京城的文
化氛围非常融合，因此得以在京城的馆子里风光了几百年，成为北京菜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北京当地的清真菜、清末民初大量流入北京的江南菜，以及个别四川菜、广东菜、福建菜等等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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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肴起到了很好的补益。
不过，这些菜传进北京后也已不再完全是原先的口味，而是兼容博采，有了许多变化和发展。
就像北京化了的鲁菜融进了江南菜的口味，一些清真菜也借鉴了鲁菜和苏菜的手法。
在京城里各地菜肴彼此交融、重组、创新，其中的“我”和“你”只是相对而言的。
这些菜肴有一些红火了两三年即被淘汰，而另一些得以长久保留下来。
保留上半个多世纪，也就演变成了京味儿菜。
    然而，皇宫大内也好，百年老字号也罢，都并不能囊括京味儿菜的神韵，真正地道的京味儿深深地
融化在百姓居家过日子的家常便饭中，融化在胡同深处那些走街串巷的吆喝着卖小吃的推车里。
    北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社会相对稳定。
红墙底下生活的大多数人过着简朴而温暖的日子，一过就是三辈子五辈子。
作为一座大型消费城市，这里的老百姓大多是直接或间接为各级衙门或文化机构服务的。
耳濡目染之间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这就形成了北京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
方式。
比如在吃上，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挑剔却并不奢侈，实诚而又讲究品位，简朴里透着尊重与体
面。
他们过着平凡的日子，也追求着朴素的享受。
兴许一顿可口的饭菜就能让他们觉得日子有了奔头儿，给他们平淡的生活添上几分乐趣。
尽管这座城市的主宰者不断更迭，然而平民百姓永驻。
正是这些普通人家活生生的生活，给北京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同时也把自己的个性融化进了这座伟
大的城。
    如今，人们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饮食习惯也在不断演变着。
那些朴素、典雅、精致的美味有些还在，有些已经似是而非，而有些已然随风而逝了。
人们缅怀那悠远的芳香，因为那些饭菜难以抵御的魅力记叙着最真切的日子，记叙了温馨、醇美的流
光。
那些街头巷尾绚丽多姿的市井生活之精彩绝不逊色于红墙里的那些巍峨的宫殿和庙宇。
毕竟，对美味的体验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而这种热爱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
    现在人们每每惆怅，井喷式的发展已经让北京的京味儿越来越淡了。
那么京味儿到底是什么？
所谓京味儿不仅仅是故宫、胡同、四合院，也不只是京戏、相声、吆喝声，更不单单是烤鸭、涮羊肉
、豆汁、焦圈儿等等大菜小吃。
京味儿是一种生活——一种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她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骨子里，成为北京的精气神。
作为北京人我们怀恋她，爱惜她，不希望她随风消散，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努力赋予她新的生命。
    饮食是艺术。
早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有关饮食的书籍就与琴棋书画归于一类。
饮食更是文化，是悠久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文”就是传统，就是规矩；而所谓“化”就是把那些规矩融人现实生活之中。
我想，文化的真意莫过于此。
我们为什么不寻找发掘，让那么些充满人间烟火、经过几辈子人形成的规矩、文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
服务昵？
文化魅力在让生活更幸福，并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走向未来。
正基于此，我想用文字留住北京民间最根本的味道，因为那里包含了太多的质朴与隽永，饱含着从容
而醇厚的温情。
    我从不否认今天城市发展的文化意义。
恰恰相反，我们的每座城市都正形成着新的文化特质。
但对于那些积淀了几百年的优秀传统，是否仍有一些值得守望？
也许并不是一定要保留某一两样大菜小吃，要保留的只是一种值得留住的情调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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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如此，我们的生活岂不更有滋有味？
    对于现在您手上的这本小册子，您不必抽出大块时间太正儿八经地阅读，也不必非得一口气把它看
完。
您可以在下班途中的车上随便翻开一篇，或者在午后的闲暇时光里沏上一杯香茶，在茶雾缭绕中读上
一两段，然后咂摸咂摸嘴，品品味儿，就像是尝一道小吃，或是看一幅画儿。
也许看着看着，就能让您想起点儿什么，或者回味出其中若隐若现的味道吧！
    崔岱远    2011年初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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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崔岱远带您品《京味儿食足》。

《京味儿》的姊妹篇《京味儿食足》：如果您捧着这本书来到北京城，希望寻找书中的美味，可能会
发现有些还在，但有些确实无处寻觅了。

那么，您也别遗憾。
其实是否品尝到某种大菜小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体味到那淡淡的人间烟火中所蕴藏的浓重味道——
童年的滋味，故乡的滋味，家的滋味。
如能品出这些，一碟麻豆腐与一碗阳春面，抑或一份卤肉饭又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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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岱远，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地道的北京人，打小儿在紫禁城边儿的南池子长大，做过工程师，现
为某出版社编辑，编辑过百十来本书，在《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上发表过多篇怀念北京
的文章。
2007年出版了《看罢西游不成精》一书，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连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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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一世界
好吃不过饺子
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
下馆子
下顿馆子解解馋
乾隆遗风江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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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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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 丝瓜架是四合院里常见的景致。
盛夏的日子，浓绿色藤架上黄灿灿的丝瓜花和院子里火红的石榴花、缤纷的月季一起把青砖灰瓦下不
大的地盘儿点缀得五彩缤纷。
待到黄花凋落，果实结成之时，条条悬垂的细嫩丝瓜不仅给院子里带来了田园般的气息，还在餐桌上
添上了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
 吃丝瓜讲究个鲜。
经典的做法是用羊肉汆着吃。
摘比大拇指稍稍粗些的鲜嫩丝瓜洗干净切成薄片。
把腌制好的羊肉片挂浆，用滚开的水略微一汆捞在汤盆里。
再用葱姜水把丝瓜片焯熟浇在上面。
别看做法简单，却完好地保持了羊肉和丝瓜的自然之鲜，尽显简单清净之味。
 所谓“鲜”大体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肉之鲜美——对于南方人来说是鱼肉之美，而对于北方人而言则
是羊肉之美，所以才有了由“鱼”与“羊”合成的这个“鲜”字。
还有一种意思是说果蔬之鲜——现摘的、细嫩的蔬果充盈着大地的灵气。
滑润的羊肉，清嫩的丝瓜，融合在清可见底的鲜汤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羊肉之鲜和菜蔬之鲜。
人们可以坐在丝瓜架下悠闲地品着这滑爽清鲜的至鲜之汤，任滋润的感觉触摸着肠胃。
清风拂过，汗出涔涔，松弛了肺腑，也松弛了劳顿的心绪，怎不让人迷醉于院落中嫩绿的色调和素朴
悠闲的境界里。
 5. 四合院里常种的瓜果还有瓠子。
还记得盛夏时节，浓绿的藤架上爬满了大大的心形叶子，不仅使整个院落都弥漫了凉爽，也让烈日下
的青砖灰瓦充满了勃勃生机。
入夜时分，雪白的瓠子花开了，那素雅的花朵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让宁静的夜色透着惬意。
过不几天，藤架上白花凋谢处，枝叶间蹿出了一个个表面上挂着一层乳白色绒毛的小瓠子，羞答答地
躲在浓绿的叶子后面，淘气的和藤架下乘凉喝茶聊天的人们捉迷藏。
天气转凉，翠绿的瓠子也渐渐长大，外形酷似葫芦，只是中间没有亚腰，也比葫芦细，比葫芦长。
这可是做糊塌子的上品呀！
 从藤架上绿叶间摘下两个一尺来长胖乎乎的瓠子清洗干净，用礤床礤成细细的丝，放在盆里，和上面
粉，再打上两个鸡蛋，加些清水，用筷子拌成浓稠的糊。
微火烧热了饼铛，点上几滴素油，拒上一勺面糊，薄薄地摊成一张大饼。
随着刺啦刺啦的响声，一股焦香中混合着清新的气息扑鼻而来，整个厨房都弥散着瓠子特有的清香味
儿。
过上一两分钟用铲子一翻，刚烙好的一面焦黄间隐约可见清嫩的绿丝，稍等片刻，再一翻，一张糊塌
子就烙好了。
 烙好的糊塌子如果就这么直接吃有些可惜，因为还没蘸作料呢。
糊塌子要蘸特定的调料，这可是吃这口儿的点睛之笔。
真正的吃主儿小料不全不吃，再简单的吃食也不能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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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最末一个月，我来到三联书店，从责任编辑张荷老师手里接过了《京味儿》的样书，当时的感
觉可谓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能够在文化人心目中的殿堂出版拙作，算是了却了一桩夙愿；忧的是这么一本从内容到语言都
具有很强地域色彩的小册子能有多少人喜欢看？
毕竟，地道的北京人现在不多了。
    转眼两年过去了，这本小册子带给了我太多的感动。
    曾有一位江南读者按书中的方法亲手腌了腊八蒜，才相信蒜真的可以变得绿如翡翠。
尽管她很少享用书中的那些吃食，但她说她喜欢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味道。
曾有一位留洋博士回北京探亲一周，在最冷的一天顶风冒雪穿越了大半个北京城，只为能和我见上一
面。
因为这书让她在欧洲想起了中学的时光，想起了小时候妈妈做的饭。
更有我素未谋面的台湾著名作家叶怡兰女士由于心折于本书“字里行间款款流露出的那些生活样貌与
情致况味”，将本书推荐给博雅书屋出版了繁体字版，让宝岛上的读者也体味到北京生活之乐、之美
、之独树一格。
    而北京人对《京味儿》的青睐就更不必说。
仅举两例：有一位小伙子买了20多本作为春节礼物送给他身边的朋友，并在节前特意赶来送给我一件
他亲手制作的艺术品——一片镶嵌在精美相框中的秋叶，后面还题写了自己作的小诗。
还有一位老者特意打电话给我说:“这本书让他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现在天天陪老伴儿按书里写的菜
做饭吃。
”那声音激动得有些发颤⋯⋯    事实证明喜欢《京味儿》的并不仅仅是北京人，也有东北人、上海人
、广东人、台湾人、香港人乃至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仅仅来过北京一两趟或者从没来过，而对于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吃食，甚至压根儿就
没听说过。
可这些并没有妨碍他们喜欢这本小册子。
    我觉得，人们热爱生活，因为生活是不可复制的。
即使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对于生活的体验、感受和品味也不尽相同。
如果说《京味儿》引起了人们共鸣，那只能说在读者的生活中也着有某种类似的东西。
这种东西也许不是美食本身，甚至也不仅仅是北京人所特有的生活态度和对于固有习俗的坚持，而应
该是书中无所不在的那种对渐渐消逝的城市原生文化的眷恋吧？
    伴随着城市高楼大厦的林立和常住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许许多多固有的原生文化在逐渐消逝。
原本抬眼能见的老建筑不见了，原本习以为常的老味道消失了。
人们留恋那些往事，那些故人，更留恋那些打小儿就浸润于衣食住行之间，并潜移默化影响自己一生
的文化习俗。
这种情感、这种文化，从来都是和吃食瓜葛在一起的。
回荡于唇齿之间的不仅是儿时的美味，更是对纯真年华和温暖亲情的记忆。
尽管各地人们所喜好的吃食不同，而这份情感是相通的。
    不是吗？
人们最爱吃的东西，是他小时候吃过的东西；而吃得最舒服的那顿饭，必定是和最亲近的人在一起享
用的。
不管是北京人、上海人，还是台湾人、香港人，都如是。
    于是，在众多读者的鼓励和期盼下，我再次不停地敲击键盘，写下了这本《京味儿食足》——为着
我无限眷恋的北京，就算作《京味儿》的姊妹篇吧！
    至于为什么写成“食足”而不是“十足”呢？
我想既然可以说“丰衣足食”，也可以有“酒足饭饱”， 那么对于一本写吃的书，叫做“食足”也未
尝不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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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北京的吃食，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加起来也不过是“牛的一毛”，着实离“十足”相去甚远。
    如果您捧着这本书来到北京城，希望寻找书中的美味，可能会发现有些还在，但有些确实无处寻觅
了。
那么，您也别遗憾。
其实是否品尝到某种大菜小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体味到那淡淡的人间烟火中所蕴藏的浓重味道——
童年的滋味，故乡的滋味，家的滋味。
如能品出这些，一碟麻豆腐与一碗阳春面，抑或一份卤肉饭又有什么区别呢？
    借此机会，衷心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这两本书的出版发行所付出的辛苦。
衷心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荷老师，假若没有她的努力，我不可能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
衷心感谢我亲爱的读者们，是你们的真诚和期望，激励着我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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