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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翔小笼，盛名天下，美誉中华。
南翔小笼是当今食品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一件小小的面点食品，声名为何会搞得如此之大？
这跟当前的明星炒作是两码事。
南翔小笼的名声是在一百多年的历史累积中酿就的。
当年黄明贤在日华轩糕团店创新制作小笼包的目的，是为了引起食客的注意，就其功能来说，主要还
是为了满足人的充饥果腹的需要。
他绝对不会想到，小笼包的功能发展到今天已经异化，成了南翔的一个文化符号。
凡来南翔的人都要尝一尝南翔小笼包，否则肯定会成为南翔之行的一大缺憾。
其实，南翔小笼的魅力非亲自体验是不知其妙的。
当冒着热气的蒸笼送到你面前时，诱人的不仅仅是那股香味，还有那雏菊般的形状，娇小玲珑，皮薄
呈半透明态，一送到口里时，“嗤”一声吮吸鲜汁的声音，同样给人一种美不可言的享受。
总之，南翔小笼无论在视觉、嗅觉，还是听觉上都能给人构成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并非因为食欲的渴
望，而多数人在品尝过程中满足了中华美食文化的一种陶醉。
南翔是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古镇。
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加以考察的话，南翔小笼是南翔历史文脉中一个重要的链接亮点。
所以，我们对南翔小笼的制作工艺要保护、要传承，使其在南翔历史文物保护的名录中，永远列为一
个重要的环节，南翔镇人民政府已经这样做了。
从2004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南翔小笼文化展”，使已经声名远扬的南翔小笼，更加受到世人的关
注。
一个品牌的创立是极为不易的。
南翔小笼这个品牌对南翔人来说，是一种骄傲，是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
每一个南翔人都应该好好地保护好这张品牌。
特别是对那些打着“南翔小笼”旗号的经营者来说，这是立业之本，必须保质保量地维护好这张品牌
，绝不能见利忘义，只顾赚钱，把“南翔小笼”的品牌砸了。
每一个南翔人都应该是南翔悠久历史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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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翔小笼》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南翔小笼包的通俗读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南翔小笼包
的独特风味、原料辅料、制作方法、悠久历史、发展现状、知名老店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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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爱吃南翔馒头我岳母是南翔人。
她父亲在南翔开酒坊，日夜两顿，先喝一串筒黄酒，再吃半斤南翔馒头，酒醉肚饱，呼呼一觉。
我岳母伴她父亲喝酒，是女中酒仙，我岳父到南翔去相亲，她喝醉酒爬到树上哈哈笑。
我小时候，母亲到城隍庙去烧香，总要到南翔馒头店去吃馒头。
那时吃客少，一进门就有座位，不久就送来一笼热气腾腾的南翔馒头。
我平时吃生煎馒头，皮厚、底焦、肉馅少，咬在嘴里，要嚼很久，才有味道。
有几次，父亲带我到浙江路黄楚九开的萝春阁吃生煎馒头，居然，馒头里有汤汁，咬一口有鲜汁飙溅
，连忙塞进嘴里，皮、肉和汁混在一起，难辨鲜味。
城隍庙的南翔馒头就是独一无二：皮薄，汁多，肉馅多而松软。
用筷将馒头从笼内搛出，蘸一蘸姜丝醋，然后凑在嘴前，用牙轻轻咬一个小洞，吮吸馒头里的肉汁，
顿时满嘴鲜香，再将馒头推进嘴内，细嚼慢咽。
咽下馒头，留下鲜味，这是生煎馒头不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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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其实，小笼好吃书难写，倒也是真的。
《南翔小笼》这样一本区区小书，前前后后也着实忙乎了一年多的时间。
南翔小笼包是南翔镇的金色翅膀，因为有了南翔小笼包遂使南翔这座江南历史文化古镇飞得更高，走
得更远。
因此，出一本南翔小笼的书也是我们南翔人多年的愿望。
原先以为南翔小笼如此名声，出本书没啥问题，花不了什么大功夫。
没想到真的操作了，困难还不少。
前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许仲毅老师就约了两位上海滩文坛上有点名气的先生草拟了一个框架。
大家一看觉得很鼓舞人心。
去年春节一过，就开始具体操作这件事了。
结果在具体操作时，由于种种原因卡住了，原来搞的框架有点脱离实际，为此只得重议编写方案。
在短短半年时间中，我们特地邀请原上海画报出版社资深编辑张锡昌和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盛巽昌，重
拟编写提纲，并参予许多具体工作。
之后，又组织了沪上沈寂、蒋星煜、任溶溶、邓伟志、任大星、叶辛、赵长天等4l位方方面面的作家
、学者，用散文、随笔形式写“南翔小笼”以凸显南翔小笼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品味。
由盛仰红女士整理了近200条名人与面食轶事，作为相关链接，分别安排在“作家笔下的小笼”各篇中
，增添了她的意韵。
书前“综述”，作为本书的主心骨，十分大气地勾勒了南翔小笼的渊源和文脉。
由张锡昌先生拍摄的130多幅彩照，生动形象地衬托出南翔小笼的文化功能。
10篇“名人与小笼传说”，把南翔小笼与历代名人拉近了距离，虽是传说故事，更体现了南翔古镇的
深厚文化沉积。
“名店?名师”和“小笼在海外”，反映了她的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
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不要把《南翔小笼》编成一本纯旅游性质的书籍，尽量将可读性、时代性
、文学性、趣味性融为一体。
不知这个愿望达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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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翔小笼》：经历了百年的历史积淀，南翔小笼馒头的名声与日俱增，终成百年老字号。
经过南翔小笼传承人的不懈努力，其手艺技术具有不可替代性，今天已经发展出鲜肉小笼、蟹肉小笼
、蟹粉小笼、蟹黄小笼、松茸小笼、鱼翅小笼等十二个不同的品种。
本出版项目由南翔镇人民政府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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