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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食之白话》和《衣食大义》两书中收录的文章，包含了近些年来汪朗在《财经》杂志专栏中发表的
所有作品，以及部分未发表的作品。
汪朗的谈吃，有典故，有调侃，遍古历今，风趣有味，独具一格，别有意境。
　　人类学家承认，世界各地及各不同时期，“衣”与“食”的方式和内容，是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
的重要部分。
康德尤其指出，味觉与嗅觉是人类五种感觉中最内在的感觉。
这一看法获得了今天认知科学观察的实证支持，这些观察表明，与长期记忆密切相关的脑区，叫做“
嗅脑皮质”，沿着我们嗅觉的神经通道演化而成。
至少有一项社会心理学实验——受试者都是女性，她们必须通过“嗅”男性服饰来选择最喜爱的“对
象”，结果表明，女性的嗅觉差异对她们的“性偏好”差异有显著解释力。
我们知道，对异性的各种特征的个人偏好，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内在从而也是最隐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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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朗,祖籍江苏高邮，1951年生于北京。
1968年，有幸到山西忻县插队，当了三年多准农民，此后又有幸进入太原钢铁公司，当了六年多炼钢
工，直到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经济日报社工作，从此再没挪过窝，靠着熬年头当上了高级编辑。
这些年也曾攒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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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衣食大义>>

章节摘录

　　扫除看盘　　世上人人要吃饭，吃饭规矩各不同。
　　一般中国老百姓用餐，要等一家老小全部坐定，方能动筷子，不如此便为不懂礼数；外国一些人
家，全家坐好之后，还要嘟囔几句：万能的主，感谢你赐予我们饮食，阿门！
此类餐前仪式，中国也曾有过。
三十多年前在农村插队时，所有知青进食堂先得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否则不但饭没得
吃，还要查你的政治立场。
可惜此举未能流行长久，不然中西饮食习俗又多了一点相通之处，岂不妙哉！
　　至于帝王之家，吃饭时的讲究就更多了。
　　法国国王的早餐，只有区区一碗汤。
不过，这碗汤，喝起来可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
每天早上，国王传膳之后，这碗汤要由两个寝宫侍从在两名弓箭手、一名司肉官、一名餐具总管和一
名王室面包房总管的护送下，庄严地从御膳房端出，七转八转之后，才能送到餐桌上。
　　至于正餐，动静就更大。
法王路易十四吃午饭时，人们要列队送膳。
御膳运输队由御膳大总管率领，三十六名衣着华丽的宫廷侍卫和十二名手执镀金镶银权杖的仪仗官负
责护送他们离开厨房，先穿过一条街，然后进入王宫，再走过迷宫似的过厅、大厅和走廊，最后将御
膳送到国王的餐桌上。
这样的进餐仪式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兴起，国王上了断头台之时。
等到路易十八在拿破仑倒台之后重登王位，立即把这一套又捡了回来，进膳时还要另加一百名瑞士鼓
手，敲起军鼓为膳食护送队壮。
行。
那场面，比现在的游行庆典还要热闹。
　　比较起来，中国皇帝吃饭时的仪式要简单些，起码没用过宫廷侍卫和弓箭手送餐。
这恐怕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试想，让那么多舞刀弄枪的总在身边转，皇上吃起饭来心里怎么能踏实?即便这些人不敢犯上作乱，但
在宫闱之中闹出点风流逸事也是麻烦。
因此索性斥之不用，让太监来伺候。
法国的爱情小说中常把皇后、公主扯进去，中国则绝对不会有。
原因无他，就是没有让拈花惹草者进宫送饭，不给他们作案机会。
　　不过，中国皇帝吃饭也有自己的讲究，除了要有可吃之物，还要有可看之物。
这就是看菜，也称看盘。
还有一种说法叫“香食”，意思是闻闻香而已，吃是不吃的。
　　据记载，看盘隋唐时宫中已有之，“唐御厨进食用九钉食，以牙盘九枚装食于其间，置上前，并
谓之‘香食”’。
以后，这一习俗逐渐流传到民间。
唐中宗时，刚刚拜相的韦巨源在家中设“烧尾宴”宴请中宗，所上的五十八道菜中，有一道“素蒸音
声部”。
这是由七十个蒸面人组成乐舞场面，其中有弹琴鼓瑟的乐工，也有翩翩起舞的歌伎。
这便是看盘。
　　唐朝官员升迁之后的第一要事，就是请客。
宴请亲朋同僚自不必说，当了宰相一类的大官还要请皇上大吃一顿，这就是烧尾宴。
传说鲤鱼跳过龙门之后，必经天火烧掉其尾，如此方能成龙。
升官就等于鲤鱼跳过了龙门，摆宴庆贺烧掉了尾巴确实应该。
不过，吃过烧尾宴，脑袋日后也保不住的，也大有人在。
官场上的事往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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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宋朝，看盘之风更盛。
皇上设宴要摆看盘，已成为宫中定制。
北宋徽宗赵佶所画《文会图轴》中，有一大帮人围坐在一张大方桌旁大吃大喝。
每人面前杯碟横陈，桌子中央还有八个大盘。
这些似乎便是看盘，因为所放的地方谁也够不着，而且盘中盛装的食物全都冒了尖，稍动便会塌方，
实在不便于下箸。
南宋度宗为皇太后祝寿，大宴文武百官，各国使节。
寿筵要按来宾的官阶摆放不同看盘。
高级一点“每位前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低级一点的“看盘如用猪、羊、鸡、鹅、连骨熟肉
，饼、葱、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浆水一桶而已”。
摆了这么多只看不吃的东西，居然还只是“而已”，实在是暴殄天物。
 中国过去的皇帝为什么非要搞出这类只看不吃的玩意儿?答案其实很简单，要以此来显示九五之尊与
升斗小民的区别。
如果大家吃饭都是一个模样，这皇上当得有什么味道?因此必须在吃的形式上弄出点与众不同的花样。
这道理，和法国国王喝碗汤也要人郑重其事地护送是一样的。
　　看盘一入诗文，便要雅起来，称作“饾饤”，也作“饤饾”黄庭坚有诗：“岁丰寒士亦把酒，满
眼饤饾梨枣多”，说的便是看盘。
看盘是中看不中吃的东西，因此“饾饤”又用来形容文辞重叠但空洞无物的文章。
魏源说：“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其中“饾饤”便是这个意思。
如今，餐桌上的饾饤少见了，别一种饾饤则还存活于报刊书籍之中。
这类看盘其实更需大力清除。
　　P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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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朗谈美食，有家学渊源。
同时，或许也与我和《财经》主编胡舒立的拼力鼓动有些关系。
我们都品尝过汪朗烹制的“私家菜”，以我们各自的美食体验而言，都称其菜肴为“上品”　　——
汪丁丁　　穿衣吃饭，本寻常小事，但有些时候却能让历史拐个大弯。
人类学家承认，世界各地及各不同时期，“衣”与“食”的方式和内容，是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的重
要部分。
虽然世上人人都要吃饭，但吃饭规矩却各不同。
虽然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有些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礼仪”。
到底有哪些不合“礼仪之邦”这称的呢，让我们在本书回寻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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