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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谈吃的文字，前二十一段刊于《联合报》副刊，以后各段刊于《中华日报》副刊。
随便谈谈，既无章法，亦无次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不是烹调专家，我只是“天桥的把式——净
说不练”。
游徙不广，所知有限，所以文字内容自觉十分寒伧。
大概天下嘴馋的人不少，文字刊布，随时有人赐教，有一位先生问我：“您为什么对于饮食特有研究
？
”这一问问得我好生惶恐。
我几曾有过研究？
我据实回答说：“只因我连续吃了八十多年，没间断。
”    人吃，是为了活着；人活着，不是为了吃。
所以孟子说：“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专恣口腹之欲，因小而失大，所以被人轻视。
但是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这个“小”不是绝对不可以谈的。
只是不要仅仅成为“饮食之人”就好。
    《朱子语录》：“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
’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我的想法异于是。
我以为要求美味固是人欲，然而何曾有背于天理？
如果天理不包括美味的要求在内，上天生人，在舌头上为什么要生那么多的味蕾？
    偶因怀乡，谈美味以寄兴；聊为快意，过屠门而大嚼。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甲子中秋，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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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实秋自嘲嘴馋，一生中写下了无数谈吃的文章，这些文章带有浓浓的故土情怀，但更多的让读
者在文字中感受到令人垂涎欲滴的各地美食，是名家谈吃中的经典作品。
梁实秋如是说：“馋，则着重在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
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条舌，舌上有无数的味蕾，教人焉得不馋？
馋，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
”
如此高见，真让天下老饕找到了大吃的理由；读如此文章，焉能不叫人齿颊生香？

　　本书分为吃在故乡、吃在四方、吃东道西三辑，收录了《烤羊肉》、《西施舌》、《酱菜》、《
溜黄菜》、《栗子》、《白肉》、《康乃馨牛奶》、《面条》等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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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
　　20世纪华语文坛一代文学宗师，著名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
权威。
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
版的最高纪录，享誉海峡两岸几十年，代表作有《雅舍小品》、《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全集》
（译）、《沉思录》（译）等。

　　梁实秋的散文富有文趣之美，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文字简洁，风格恬淡，看
似平平淡淡，却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令人读后余味无穷，遐想不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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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
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
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
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
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
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
。
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
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
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拂拭得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
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
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一，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
，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
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
什刹海会贤堂的名件“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
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
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
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
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酽。
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纯醪，舍不得下咽。
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
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们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尽七碗方始罢休。
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一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
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
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
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
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 “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
”信远斋也卖蜜饯、冰糖子儿、糖葫芦。
以糖葫芦为最出色。
北平糖葫芦分三种。
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
厂甸卖的最多。
麦芽糖裹水杏儿(没长大的绿杏)，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佳，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
。
另一种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别有风味。
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
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
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裹糖则极可口。
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
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
但仍以信远斋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
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由客携去。
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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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
他说我们在台湾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台湾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
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人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
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尝，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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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馋，则重在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位。
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条舌，舌上还有无数的味蕾，教人焉得不馋？
馋，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
　　&mdash;&mdash;梁实秋　　读《雅舍谈吃》，愈发觉得梁实秋真是小资。
这种小资不是当下年轻人蛋炒饭里加一点朗姆酒就意乱情迷的假小资，他的小资是老派的，甚至还有
一点保守、俭省，但最是真材实料，好似一张明代茶案，看似朴素，实则韵味隽永。
　　&mdash;&mdash;豆瓣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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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雅舍谈吃(最新修订 插图典藏版)》编辑推荐：梁实秋文章集文人散文与学者散文的特点于一体，旁
征博引，内蕴丰盈，行文崇尚简洁，重视文调，追求“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的艺术境界及文调雅洁与
感情渗入的有机统一。
且因洞察人生百态，文笔机智闪烁，谐趣横生，严肃中见幽默，幽默中见文采。
跟随CCTV大型热播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起品读梁实秋经典美文，感受中华民族独特的美食魅
力！
一部引发整个民族情感共鸣的经典饮食美文！
历史、现实、人情世故中的美食找寻！
海外流传最广、读者赞誉最高的美食赏评！
领略带给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超越食物的美食情怀！
一代散文大师梁实秋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味道，还有历史的味道，人情的味道，故乡的味道
，记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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