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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追溯了“贪吃”这一观念是如何沿着我们关于拯救与诅咒、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的思想而发
展演化的。
在中世纪，“贪吃”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上的事务，而今天，“贪吃”已从一种罪孽变成了一种疾病―
―它是被妖魔化的胆固醇和红肉造成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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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朗辛·珀丝（Francine Prose）端出一桌关于美味的一宗罪——贪吃——令人惊异的宴席，充满机智
诙谐并引人入胜的观察。
她追溯了贪吃的观念是如何沿着我们关于拯救与诅咒、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的思想而发展演化的
。
珀丝为我们提供了一顿鲜活的“自助餐”，从奥古斯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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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贪吃是罪吗？
　　太频繁，太精致，太奢侈，太贪婪，太多。
按照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七宗罪说法的开创者——的说法，这是贪吃自我展示，或者反之，自我隐
藏的五种状态，用特大份的食物、昂贵的美味佳肴、餐间诱人的点心作为陷阱的诱饵。
　　有时提前了需要的时间，有时寻觅昂贵的肉类；有时要求讲究地烹调食物，有时过量地摄取食物
，有时无节制的食欲驱使我们犯罪。
　　事实上，格雷戈里的说法——或多或少在日常生活中——描绘的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吃东西，或者
说想吃东西、计划吃东西的方式。
被这位六世纪的罗马教皇视为罪人之特点的这五个预警性信号中，其实只有两个——“太贪婪”和“
太多”——我们现在还继续把它们与贪吃联系在一起。
对昂贵的肉类和讲究烹饪的渴望真的是反上帝的罪恶吗？
是一种应该立即把我们打入第三层地狱度过生生世世的罪恶吗？
如果贪吃真的是一种罪，那么我们当中有谁不是负罪之身呢？
　　就像它的姐妹——淫欲，贪吃反映了一种对生活必需和享乐二合一的复杂态度。
不像其他几宗罪，淫欲和贪吃跟维持个人生存和种族繁衍的行为密不可分。
为了生存，一个人必须吃饭；如果性欲永远不允许释放，那么种族大概也要灭绝了。
除了承认并接受这些不言而喻的现实外，宗教别无选择。
　　饥饿和性欲都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因而，哪怕是教父——那些永不知疲倦地与生理冲动进行抗
争的勇士们——也不得不承认淫欲和贪吃应该另当别论，而不能用教导给信徒对付骄傲、嫉妒、贪婪
这些恶魔的方式来一并对待。
4世纪的修道士、神学家约翰·卡西安明智地将这些自然倾向——贪吃和淫欲——看作需要综合治疗
的疾病。
　　解决贪吃和淫欲问题的传统方法表明，只有当我们允许自己放松去充分享受肉体之乐时才有罪恶
的因素介入。
只要我们不喜欢它，我们就可以吃东西、发生性行为。
恰如真正的信徒面对的挑战是不体验肉体之乐就完成生殖繁衍，那么不去品味我们的食物而吃应该是
可能的。
因此贪吃这一概念要考虑到我们生存需要的限度，并努力将每天必需的最低热量与渴望、执迷或享乐
这些不纯净的影响区别开来。
淫欲也好，贪吃也罢，更多的是动机而不是行为，是欲望而不是满足，是一种强制而不是冲动。
　　4世纪的“沙漠教父”本都的埃瓦格里乌斯——他在荒野里实行的禁欲养生法同时是对贪吃之罪
的抵抗，并且是花相当的时间来冥想其性质的机会——也许对这宗罪下了一个最全面的定义，不像罗
马教皇格雷戈里的那样合乎逻辑和成为体系，但是更富激情、更让人震撼：　　贪吃是淫欲之母，恶
念之源，斋戒之怠，妨碍苦行，威胁道义，是对食物的想象，对调味品的描述，放纵的雄马驹，无节
制的狂怒，疾病的藏身之所，对健康的忌妒，（身体）通道的阻碍，对内脏的折磨，过度的伤害，淫
欲的帮凶，智力的污染，使人身体衰弱，难以入睡，乃至阴忧地死亡。
　　多个世纪过去了，随着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对于肉体享乐固有的、本质的怀疑不断地增加和强化
，这宗罪恶的重点、中心和特性都发生了变化。
只有以它最新的表现形式（当代人对超重、脂肪和发胖的恐惧），贪吃才得以与任何享乐之念划清界
限。
　　只是最近的几十年里，清教徒主义的残余（与资本主义利益密切合作）轻巧地将欲望与满足等同
地拎了出来，代之以人类可以喜欢吃的观念和我们吃主要是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疾病、自毁、自杀
的愿望，为了回避熟人和社交等等。
随着我们文化关注的焦点从宗教、上帝和来生转移到对健康的执迷并延伸成为奢望青春永驻、长生不
老，贪吃者不再需要害怕一个惩罚性的来生，但是却更害怕死亡本身了——由于过度、不节制和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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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放纵造成的夭折。
　　贪吃的超级英雄们——从高康大到“钻石”吉姆·布莱迪——已经属于遥远、愚昧、落后的过去
。
他们的继承人——今天的大食客们——诵常被视为怪物或自闭者，或者在更普遍的层面上，被视为平
常的失败者、不适应环境的人和不幸的家伙。
有时，这些超级肥胖者（从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留意社会规范的提示和我们自己摇摆不
定的超我，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怕景象）会在晚问新闻和穿插在黄金时段的节目中出现。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这些“新闻”故事关注的是一些倒霉的男男女女，他们因为长得太胖，以至于不
招来一队木匠拓宽门道就再也出不了门。
　　公众喜欢或是鄙视那些男女歌星、影星们增重或减肥的公开展示。
丽莎·明奈利于2002年春季结婚时，新闻媒体广泛报道这位新娘为了准备婚礼整整减了90磅。
现在，如果你超重，似乎只意味着你对食物的味道有热情。
　　然而，由于对体重和体脂肪的细微增长的痛恨，文化关心的是挑选出最时尚的饭店和最新的舶来
材料。
这导致那些富有而苗条的年轻人常常吃少得可怜却贵得荒唐的食物；更糟的是那些年轻女性，她们对
偌大的社会传递出来的相互矛盾的信息觉得难以领会是可以理解的，而这都要归因于众多常见的饮食
无度情况的发展。
现在普遍公认的（至少是在大众意识里）是那些不加节制的食客，那些当代饕餮们有一些明显的“问
题”，诸如自轻自贱或以前的陋习，对某些无尽的空虚感，他们试图用纵情吃大量不健康的、增肥的
食物去填满。
　　尽管有欠缺且片面，暴食是心理混乱的症状这样一种观念，跟贪吃应该归为违反神律的罪恶这个
看法比较起来（至少在世俗意识中），似乎更合乎逻辑，更容易理解。
究竟是谁第一个断定了贪吃是罪？
在针对这宗特殊罪恶的讨论中一再出现，又在情理之中的问题是：除了贪吃者本人，还有谁受害？
无可否认的是，贪吃的行为以及给身体带来的后果可能会非常惹人讨厌，但这宗罪一点儿也不像，比
如说更令人厌恶、更可耻的懒惰、贪婪和嫉妒那么缺乏美感。
贪吃也不像骄傲和暴怒有那么明显的危险性，后两者很容易导致倾轧、暴力和社会混乱。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相当悠闲、相当安全的环境里，教父们不得不做出选择，决定七宗罪里应该包
括哪些内容。
骄傲和暴怒一定是显而易见的候选对象。
嫉妒和淫欲会造成混乱，接踵而至的就是死亡。
但到底是谁会遭受到损害，如果在那忘我的短暂一瞬，我们吃下了第二甚至第三个山核桃馅饼？
　贪吃是如何不仅成为一宗罪恶，而且还成为最重大的罪恶之一，与堕落和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成
为一种导致其他罪恶的罪，一种走向更深重罪恶的“入门”之罪的呢？
圣奥古斯丁提出——没有做太多的解释——贪吃导致谄媚。
可能他想到的是人们说那些奉承的谎言是为了获得一份邀请，能够坐到挥霍无度、丰盛美味的餐桌旁
。
　　概括地说，早期神学家就贪吃的毒害性的论证主要有两类，有两套不相互排斥的论据。
　　对贪吃的首要反对意见是，对普通感官，尤其是对味觉的崇拜使我们的注意力从神圣的东西上转
移，取代了对上帝的崇拜。
在布道和告诫中不断出现的反对贪吃的话是将肚腹比喻成上帝，比喻为敬畏和礼拜的对象。
圣保罗在他给罗马人的使徒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圣经·新约·罗马书》，16：17—18）：“弟兄
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
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在给腓力比人的使徒书中他又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圣经·新约·腓力比书》，3：18—19）：“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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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　　第二套理论是贪吃使我们放松警惕，削弱了我们的道德防范，从而为放荡和堕落开了道；在“
贪吃”这个词不仅仅指过度进食（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就是这么理解的），还包括酗酒在内的若干世纪
里，这个理由似乎特别有说服力。
在圣巴西勒看来，贪吃与淫欲之间的联系是相当直接的，就像“通过味觉的品尝一它总是把人由吞咽
诱向贪吃，身体肥胖起来，身体内软软的体液也无法控制地涌动，因而兴奋起来，导向了性交的狂热
。
”　　在列举理由证明贪吃应该被列入不可饶恕的罪行当中，是一宗导致其他罪恶的罪恶时，阿奎那
列举了暴食可能繁衍出来的“六个女儿”：“过度、不适宜的享乐、粗鲁、不洁净、饶舌和愚笨迟钝
的心。
”被普遍认同的是，过度放纵为淫欲、暴怒和懒惰大开方便之门。
换言之，当我们酒足饭饱，当我们已经把自己吃成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状态时，我们已
经不会进行理性的思考，而是开始按照内心而不是外人看来更好的方式行事，“六个女儿”就在我们
的行为举止当中突然出现了。
　　根据一个广为人知的中世纪传说，隐士贝弗利的约翰接受上帝的考验，上帝派了一个天使强迫约
翰在酗酒、强奸或谋杀这三宗罪恶里进行选择。
可能跟其他任何人一样，隐士合乎情理地选择了酗酒。
但这一选择或许不那么合乎情理，因为事实很快就证明，在喝醉后无知无觉、不省人事的状态下，他
强奸并杀害了自己的妹妹。
　　在乔叟的笔下，那个虚荣、品行不端、顽固不化、性欲旺盛的赦罪僧所讲的故事，理论上是用来
说明贪婪（这大概是唯利是图的赦罪僧直接体验到的一项罪行）是一切罪恶之源的。
但事实是，贪婪只是这个故事黑暗中心的真正罪恶的一种副产品，而这宗罪恶，当然就是贪吃。
　　部分是讲故事，部分是说教，部分是对布道的拙劣模仿，赦罪僧责难的、过分激昂的叫喊是贪吃
的“女儿们”一种内心无法摆脱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感情唤起，吃喝会导致的暴力和无序的恐慌。
如此，它跟贝弗利的约翰的故事就很相似：残忍地证明了看似无辜的贪吃实为远远更为邪恶的罪恶之
母。
它如一次急行军，一次穿越过去，穿越反对暴饮暴食的普遍争论，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旅行，在乔叟的
时代，几个世纪前的责骂无疑仍不绝于耳，而这些责骂都出自与赦罪僧或多或少相似的真人。
　　赦罪僧的故事始于对法兰德斯一群年轻浪荡子的描绘：暴食者和酗酒者，异教徒，酒馆的常客，
妓女和舞女的主顾们，他们的工作无非是：　　魔王的使者来吹燃起欲火，　　饮食和男女本是同伴
；　　我有圣书可以证明，　　酒醉癫狂乃是荒淫无度的勾当。
　　赦罪僧中断了他的叙述，说起了圣经典故。
他引述了罗得的故事：因为喝得太多，罗得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和自己的两个女儿睡在了一起；他还说
到了希律王的罪行，在喝醉的情况下，他在旁人的劝说下砍下了施洗约翰的头颅。
为了更好地说明，并进一步整理论据支持他的观点，他又引经据典，抛出了塞涅卡对于区分醉汉与疯
汉之难的评论。
　　至此，赦罪僧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那三个法兰德斯的饮酒狂欢者，他的叙述就这样变成了某种说教
，这说教将会让那些喜爱美酒佳肴的听众们相信，他们不可救药地需要通过购买赦罪僧的圣物来赦免
自己的罪恶。
他的布道就像一首咏叹调，音调不断地上升，变成一系列渐强音、省略符和彻底的诅咒：啊，可诅咒
的饮食过度，它是我们人类堕落的起源。
　　赦罪僧浮华的绕行很快地把他带回到亚当和夏娃那里，如果坚持禁食，他们还会幸福地生活在伊
甸园里，但因为他们的贪吃，因为吃了禁果，他们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哦，人们如果知道过度的饮食能引起多少疾病，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就会略加节制了。
呀，为了那短短的食道，柔嫩的口腔，东南西北的人们，在空中、地面或水里，都为着饮食奔走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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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罪僧在此又引用了圣保罗的话，然后骤升到对身体肥胖的痛斥：“啊，肚袋呀！
啊，臭皮囊，内中藏满了污粪！
你在两端都发出同样的臭声⋯⋯”赦罪僧就这样说个不停，描绘着典型的醉汉（丑陋、口气刺鼻、面
目可憎），直到讲到阿提拉之死的故事才住了口。
阿提拉“死于羞辱，那时他正酒后沉睡，鼻中流血”。
在对赌博和诅咒这两项罪行进行了简短的冥想之后，赦罪僧重新拾起了他叙述的线索。
　　法兰德斯的三个醉汉听到了丧钟敲响的声音，但显然他们醉得太厉害没有分辨出来，他们问那是
什么。
当被告知那是“死亡”在帮手“瘟疫”的帮助下，正在附近快速前进时，他们立誓要找到并杀掉“死
亡”。
他们一路跌跌撞撞前行，遇到一位神秘的长者，指点他们来到一棵树下，他说在那儿他们会找到“死
亡”的。
但他们找到的不是“死亡”，而是八蒲式耳金币。
他们（醉醺醺地）决定待在树下等到夜幕降临，这样他们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金币安全运走。
他们派当中最年轻的那个去镇上再买些食物和美酒回来。
　　年轻人走后，留下的两个人密谋等他回来就杀掉他，如此这般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金子。
不幸的是，他们年轻的朋友也已经想到这个主意，他带回来的是下好了毒的几壶酒。
等他们杀死自己的朋友，举杯庆贺的时候，毫无疑问那毒酒是致命的。
因此他们终究还是找到了“死亡”，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受了所有罪恶——愤怒，背叛、愚蠢、
骄傲、贪婪，最后是谋杀——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不可饶恕的贪吃之罪，是酗酒和放纵。
　　乔叟对贪吃者和饮酒狂欢者的刻画跟出现在14世纪的另一部作品，威廉·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
》中对贪吃的描绘并无二致：　　他还奉送饕餮和诅咒等特权，　　如整天在酒店喝得烂醉如泥，　
　散布流言蜚语，专揭旁人隐私；　　并在斋戒期间破规暴食狂饮，　　然后闲坐啜茗，直至瞌睡降
临，　　如城里猪猡般圈养，享用软席，　　直到懒惰和昏睡陡增其肋肉；　　最后绝望把他催醒，
但却无可救药　　行将就木之际，灵魂已堕地狱。
　　在《效法基督》（Imitation ofChrist）里，托马斯·坎佩斯甚至更简洁地概括了这个问题：“当肚
子里装满了美酒佳肴都快胀爆了的时候，堕落就来敲门了。
”所以很自然，当我们为贪吃所役，举止行事都跟代表着贪吃之罪的动物——猪——一模一样时，我
们就不可能让上帝长驻心间，不可能让我们最终的归宿甚至是我们人类的天性或者道德责任长驻心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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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贪吃文化与美食文化易大经�新京报　　三联书店“七宗罪”系列丛书里，只有《贪吃》(李玉瑶译
，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和《嫉妒》的作者稍微熟悉(也是目前仅出的两本)。
后者即写了《势利：解读当代美国上流社会》的美国作家爱泼斯坦，此书前年翻译出版，有精通英文
的读者捉了不少误译，而珀丝女士的上一本书，《西西里的传说》(河北教育，2006)，在我读来也颇
吃力，误译与否倒不敢说。
那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召集各国作家撰写的“我心中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主题征文活动．这套“七
宗罪”亦有较强的主题性。
骄傲、贪婪、淫欲、嫉妒、贪吃、暴怒和懒惰，这是西方人熟知的七宗罪．七位作家的专题撰文．不
仅是要理清各个主题在西方历史上的形态，而且要澄清它们是如何从道德等精神层面的负担，转而渗
入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比吃更能说明这种转变了，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转变。
珀丝女士从西方经典中探讨贪吃的历史含义，中世纪的西方人会因为吃了额外的羊排或第二碗米饭而
惊醒、而悔恨，在现代社会却是因为多吃了一匙奶油蛋糕(当然，往往是女士、而引起悔恨，而决非因
为　　“贪吃乃反上帝的罪行”这一理念。
　　在极度强调健康和苗条的社会审美规范下．贪吃的罪恶表现在身体上--而且如此明显。
珀丝女士关注到了现代社会大把大把的肥胖人士。
对食物的极端迷恋与对身体的极端恐惧，这两者虽矛盾却共存。
说起来，“七宗罪”的原罪色彩跟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有极大关系．　　中国人虽把嗜吃者形容为饕餮
、老饕，却并不包含批判意识，顶多有一些针对奢靡浪费的道德谴责罢了，反而会与美食家画上等号
。
到今天，关于饮食文化，中国人的书里津津乐。
道的比较多。
相比西方人的“贪吃”，中国人的字典里，这个词语确实少了一些反对、自省的东西。
好在珀丝女士探讨的肥胖、健康等问题与其说是西方人的不如说是现代人的，这一点在诸如人体使用
手册等等养生书的畅销上、在一些固执得很可爱的习惯上--比如谢绝内脏--得到体现。
　　“七宗罪”丛书原系讲座，由纽约公共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丛书编者埃尔达．罗
托尔在“编者的话”中披露初衷：“不管这七种罪恶对你而言是仅仅代表了人类最常见的弱点，还是
代表了更为严重的精神上的堕落，它们都会激发想象并促使人们去问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什么是你
身上最致命的罪恶呢?”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样的自问是否也如对待贪吃之罪一样只是隔岸观火、好
看而已呢?换句话说．假如也有人来写写中国人的贪吃传统，会不会带来一些“拿来主义”的反省?毕
竟，现代病是不分国籍的庶几能解出动物内脏的毒素、基层干部喝酒喝成烈士之谜吧?　　《贪吃》和
《嫉妒》都是活泼可爱的好书，只是行距未免太宽，薄薄的百余页，又要精装，说起来也只能怨纸张
涨价?关于河北教育出版社那套“我心中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丛书，预告的六种之中我只读过两种，
除了珀丝女士的《西西里的传说》．美国诗人默温的《五月之诗》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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