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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北武昌的洪山，出产一种茎呈深紫色的菜薹，棵大茎肥，松脆鲜嫩，尤其在经霜之后，入口甘脆
，可称一绝。
”
本书是“华人谈吃第一人”饮食笔记，除了内地各省佳肴，更有台湾本土的风味，唐鲁孙将自己的饮
食经验真实扼要地写出来，南北珍馐，水路杂承，无不见于唐鲁孙笔端，更难得的是作者将许多佳肴
的用料与烹制方法也记录下来，为继承弘扬我们传统的食文化提供了极珍贵的资料。

1.华人谈吃第一人——唐鲁孙出身显赫，见多识广，以其博闻强记和细腻动人的文字功夫，写下中华
吃文化之精髓所在，真要探讨“舌尖上的中国”，唐鲁孙的作品恐怕是功力最深，也最有韵味的，尤
为难得的是，在“吃”之外，唐鲁孙还记录下很多鲜为人知的民俗掌故、宫闱秘闻，以及清末民初的
服饰、手艺、年俗、名人轶事等，这些珍贵内容于文化的传承和资料的保存，也是有极大价值的。

2.值得全套收藏散文经典——此次再版修订了前版中出现的少量错漏并重新排版，由著名设计师陆智
昌统一操刀设计，以小精装的形式推出，“侠有金庸，史有高阳，吃有鲁孙”，唐鲁孙是中国饮食类
作者中最具代表性和传奇性的人物，这一版本则是唐鲁孙作品最齐全、最完善、最精美的版本，爱书
之人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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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鲁孙，本名葆森，字鲁孙。
1908年9月10日生于北京，为满族镶红旗后裔，他的曾叔祖父长叙，官至刑部侍郎，其二女并选入宫侍
奉光绪，为珍妃、瑾妃。
唐鲁孙是珍、瑾二妃的侄孙，他七八岁的时候，进宫向瑾太妃叩拜春节，被封为一品官职。
唐鲁孙先后毕业于北京崇德中学、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曾任职于财税机构，后只身外出谋职，游
遍大江南北，先后客居武汉、上海、泰州、扬州等地。
1973年，唐鲁孙退休后专事写作，1985年病逝于台湾。
唐鲁孙见多识广，对民俗掌故知之甚详，对北京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及宫廷秘闻尤所了然，有民俗学
家之名。
加之出身贵胄，有机会出入宫廷，亲历皇家生活，习于品味家厨奇珍，又遍尝各省独特美味，对饮食
有独到的见解，而被誉为“中华谈吃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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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抗战时期，凡是在四川住过的人都知道红油抄手、担担面。
初到台湾，夜阑人静想吃点夜宵儿，就有吆喝卖担仔面的了。
台湾的担仔面大街上吃食摊到处有售，但如果讲情调、品滋味，那要算台南的度小月独占胜场了。
 开在台南中正路上的度小月，是数代相传的老字号。
大家都奇怪，卖担仔面为什么起一个令人猜不透古古怪怪的名称呢？
敢情“度小月”三个字是其来有自的。
据说在前清，从台南一直到高雄屏东，居民以出海捕鱼为生的居多，遇到台风季节，或大或小的台风
接踵而来，不管台风登陆不登陆，海上的风浪淘溏滂湃。
早年舴艋舳舻全凭人力操纵，风涛险恶，谁也不敢冒险出海，只好把船开进港湾避风。
有时台风接二连三地袭来，经月不能出海，只好暂时摆个面摊，卖担仔面以为生计。
出海捕鱼是正当行业，如果渔获量多，可以赚大钱，说不定一夜之间变成巨富，算是大月；至于卖担
仔面是临时性质，勉维温饱，算是小月，所以面摊子就给它取名“度小月”。
 度小月的担仔面所以驰名中外，主要是它肉臊子合于大众口味，担仔面里放少许肉臊子就能味鲜香永
（去年在旧金山、洛杉矶各大超级市场都有度小月的肉臊子出售，美国人买回去夹面包，华侨买回去
下面）。
据说他家肉臊子有一种秘方，必须是用砂鼓子银炭文火慢慢炖出来的，里边除了放有不知名的海味外
，煮肉臊子的汤是鱼骨虾壳熬出来的。
肉臊子做好，先要装坛固封，放在阴凉处所一段时间才能开坛食用。
所以度小月的肉臊子浆凝琼液、香雾袭人，而且入口即溶，凡是到台南总要去度小月，领略一下当地
小吃风味。
笔者于役嘉南的时节，数度在度小月碰见当时任县长的林金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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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鲁孙谈吃》编辑推荐：1.华人谈吃第一人——唐鲁孙出身显赫，见多识广，以其博闻强记和细腻
动人的文字功夫，写下中华吃文化之精髓所在，真要探讨“舌尖上的中国”，唐鲁孙的作品恐怕是功
力最深，也最有韵味的，尤为难得的是，在“吃”之外，唐鲁孙还记录下很多鲜为人知的民俗掌故、
宫闱秘闻，以及清末民初的服饰、手艺、年俗、名人轶事等，这些珍贵内容于文化的传承和资料的保
存，也是有极大价值的。
2.值得全套收藏散文经典——此次再版修订了前版中出现的少量错漏并重新排版，由著名设计师陆智
昌统一操刀设计，以小精装的形式推出，“侠有金庸，史有高阳，吃有鲁孙”，唐鲁孙是中国饮食类
作者中最具代表性和传奇性的人物，这一版本则是唐鲁孙作品最齐全、最完善、最精美的版本，爱书
之人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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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鲁孙赋性开朗，虚哀服善，平生足迹遍海内，交游极广，且经历过多种事业；以他的博闻强记，善体
物情，晚年追叙其一生多彩多姿的阅历及生活趣味，言人所未曾言，道人所不能道，十年之间，成就
非凡；尤其是这份成就，出于退休的余年，文名成于古稀以后，可谓异数，鲁孙亦足以自豪了。
——高阳读了唐鲁孙先生的《中国吃》，一似过屠门而大嚼，使得馋人垂涎欲滴。
唐先生不但知道的东西多，而且用地道的北平话来写，使北平人觉得益发亲切有味，忍不住我也来饶
舌。
——梁实秋唐鲁孙将自己的饮食经验真实扼要写出来，正好填补了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某些饮食资料
的真空，成为研究这个时期饮食流变的第一手资料。
——逯耀东唐鲁孙以文字形容烹调的味道，好像《老残游记》山水风光，形容黑妞的大鼓一般。
——夏元瑜唐鲁孙的书之所以对广大读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因为这些书中相当大的篇幅并非谈吃
，而是将故都百态、晚清人物、典章制度、戏剧电影、三教九流，悉数道来。
可以说，是清末、民国初年的“文化百宝箱”。
——徐城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京城杂吃》作者）唐（鲁孙）文从吃说起，本不打算触及政
治，但开笔写来，触到什么都能高高越过，所向披靡。
他完全是超然的：在他眼中，吃的确比天都大；至于与吃相关的政治、时事之类，没哪个能与吃饭抗
衡。
那种不吃而吃，自然是比我们凡夫俗子实在的每顿之吃，要高明和永久得多了。
——王涵（知名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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