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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吃主儿”》已经脱稿了，近日即将和读者见面了。
如果读者认为本书还值得一看，无疑是我最大的荣幸。
    在本书中，本人向读者讲述的是我儿时的一些生活片段以及我亲身经历的一些往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我生活在一个较为特殊的环境之中，我的那一位至亲都是“吃主儿”。
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餐饮方面的一些经历，不同于我的同辈人。
    本书虽然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当年家里制作的上百种家常菜、甜品、小吃和饮料，但是如果把本书仅
仅看成是一本菜谱就太片面了。
因为“吃主儿”认为，只有选用最合适的原料才能制作出最精美的菜肴；换言之，如果没有了合适的
原料，做出来的东西也好吃不了。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制作的某些菜肴的原料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了，且不要说按照以前的做法去仿制
，就是“吃主儿”本人也不能做出和以前一个味儿的东西了。
如此看来，《“吃主儿”》与其说它是一本介绍餐饮方面的书，不如说它是对“吃主儿”饮食生活的
记录。
    可是，倘若真的这样看待这本书，那可真是违背了本人的初衷了。
那是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吃主儿”，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遵循“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原
则，用不同的原料制作不同的菜肴。
可有一点，他们亲手实践的信念是不会改变的。
    对于“吃主儿”来讲，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市场变化大，那是好事儿。
以前没见过的那么多蔬菜、鱼类、肉类以及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进口的、引种的各类食品，都出现
在北京的市场上，这还不是天大的好事!    没吃过的、没见过的怕什么，随心所欲地用吧，只有探索求
新，才有可能制作出精美的菜肴。
    如果您能听我的，不妨亲自试一试，身临其境体会体会。
说不准，再过二年，我还把您尊称为“吃主儿”了哪。
                                                王敦煌                                              二00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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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北京，有不少人被称之为“吃主儿”。
什么人算“吃主儿”呢？
“吃主儿”不是厨师，他们有一套“信条”，您了解了这套“信条”，您就知道了“吃主儿”的独特
之处。

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以及他家的两位老家人就是“吃主儿”，作者在这里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介绍“吃主儿”，就不能不讲他们怎么采购、怎么做、怎么吃的种种讲究。
本书介绍的这些菜肴大多没用什么名贵原料，有些是老北京的家常菜而今天难得一见的，有些是经“
吃主儿”改良而与众不同的，更有令有缘品尝者念念不忘、报刊文字屡屡推介却是偌大京城只此一家
的。
可喜的是，对这些菜的制作精要，作者可谓倾囊相授。
如果您跟着实践，您也可以成为“吃主儿”。

从本书中还能了解当年老北京的风情和旗人的生活侧面。
但是，它首先是让“谗人”过瘾的书，尤其是倾心烹饪之道且有心得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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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吃主儿”
我们家
玉爷和张奶奶
什么人算“吃主儿”
有钱看不见烧饼大
给张奶奶“挑寿”
最容易学会的是你最喜欢吃的菜
做什么样的东西用什么样的料
头一步得上菜市学去
“打卤面”
铁秆庄稼没了
玉爷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张奶奶澡堂子去得勤，脸却不是每天都洗
美食博览会
张奶奶买菜：看着买
“吃主儿”治馔，就是好琢磨
应接不暇的早点
祖父的早餐
张奶奶做什么，什么好吃
做什么有什么讲究
玉爷的“洋行头”
玉爷和他那几身衣裳
“吃主儿”不甘心于人云亦云
三明治讲究夹酱
我家制作的奶汁菜
做西餐没什么新鲜的
一席之中，汤只能用一个
烤野味可是高档菜
当“吃主儿”容易吗
糖市
我最喜欢让玉爷带我去糖市
不用电的冰箱
玉爷会做的东西多了去了
过年啦
还要买果子
“吃主儿”讲究不糟践东西
什么馆子也没这么做的
我没学会做的菜肴
盒子里有葡萄架
不冤不乐
从陪伴到家厨
拜三会
忆吃蟹
北京土话会不会无关紧要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吃主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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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吃主儿”》已经脱稿了，近日即将和读者见面了。
如果读者认为本书还值得一看，无疑是我最大的荣幸。
    在本书中，本人向读者讲述的是我儿时的一些生活片段以及我亲身经历的一些往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我生活在一个较为特殊的环境之中，我的那一位至亲都是“吃主儿”。
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餐饮方面的一些经历，不同于我的同辈人。
    本书虽然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当年家里制作的上百种家常菜、甜品、小吃和饮料，但是如果把本书仅
仅看成是一本菜谱就太片面了。
因为“吃主儿”认为，只有选用最合适的原料才能制作出最精美的菜肴；换言之，如果没有了合适的
原料，做出来的东西也好吃不了。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制作的某些菜肴的原料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了，且不要说按照以前的做法去仿制
，就是“吃主儿”本人也不能做出和以前一个味儿的东西了。
如此看来，《“吃主儿”》与其说它是一本介绍餐饮方面的书，不如说它是对“吃主儿”饮食生活的
记录。
    可是，倘若真的这样看待这本书，那可真是违背了本人的初衷了。
那是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吃主儿”，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遵循“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原
则，用不同的原料制作不同的菜肴。
可有一点，他们亲手实践的信念是不会改变的。
    对于“吃主儿”来讲，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市场变化大，那是好事儿。
以前没见过的那么多蔬菜、鱼类、肉类以及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进口的、引种的各类食品，都出现
在北京的市场上，这还不是天大的好事!    没吃过的、没见过的怕什么，随心所欲地用吧，只有探索求
新，才有可能制作出精美的菜肴。
    如果您能听我的，不妨亲自试一试，身临其境体会体会。
说不准，再过二年，我还把您尊称为“吃主儿”了哪。
                                                王敦煌                                              二00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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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我这三位至亲都是“吃主儿”，做东西讲究随心所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有条件时做，没条件时创造条件还要去做。
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不是名馔，但绝对是美味。
    美食家似乎都可以称之为“吃主儿”，并且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实不尽然，因为“吃主儿”必须具备三点，就是会买、会做、会吃，缺一不可。
    “吃主儿”之所以称之为“吃主儿”，是因为他不甘心于道听途说，不甘心于人云亦云，不甘心于
先入为主。
    “吃主儿”，讲究不糟践东西，每天做饭时若有蹬下来的肉皮、剔下来的骨头、剁下来的鸡爪子、
鸭翅尖，剥出来的鸡鸭内金，吃西瓜、南瓜留下的西瓜子、南瓜子以及剥下来的橘子皮都没有一扔了
事的习惯。
一定是想方设法把它用上，一时用不上的，也要妥善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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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物专家王世襄之女讲述父亲以及家中的两位老老人的吃主儿故事　　★再现老北京的风情和旗人
的生活侧面　　从《吃主儿》中还能了解当年老北京的风情和旗人的生活侧面。
但是，它首先是让“谗人”过瘾的书，尤其是倾心烹饪之道且有心得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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