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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如其所食　  作为动物，吃什么就是什么。
虎狼吃生肉，牛羊食青草，我们看得真真。
作为动物世界中的一员，我们人类从大啖生肉到细嚼熟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茹毛饮血者称野人，&ldquo;食不厌精，脍不厌细&rdquo;者是文明人。
常食海鲜者，头脑大多灵活，梦想着跨海越洋的航行；贪恋山味者，心肠大多厚道，却也习惯画地为
牢，&ldquo;仁者爱山，智者爱海&rdquo;，此之谓也。
　  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如其所食。
　  《圣经》上说：&ldquo;所罗门王有一座石榴园&rdquo;。
今人研究得出结论，石榴不仅是美果，还有食疗作用，可抵抗心血管疾病。
印度僧人称香蕉为&ldquo;智慧之果&rdquo;，传说佛祖释迦牟尼食后获得智慧，而香蕉所含&ldquo;泛
酸&rdquo;(维生素B5)等成分，是一种&ldquo;开心激素&rdquo;倒是事实。
18世纪，为防止坏血病，英国海军航海时官兵定时定量饮用柠檬叶子水，于是水兵和水手获得&ldquo;
柠檬人&rdquo;的雅号。
现代日本人则说：&ldquo;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强大一个国家&rdquo;。
看来，饮食问题不可小视，凡&ldquo;进口&rdquo;之物，都塑造性格。
　  说道世界饮食的发展变化，无论中餐西餐，不外乎有这样三种境界：第一是吃得饱，满足人们的
肠胃之需：第二是吃得好，满足人们的味蕾之需；第三是吃得美，满足人们的心灵之需。
吃得美，是人们经济略有盈余，步入小康社会后的必然需求，于是美食大行其道，无论传统的美食还
是现代的美食抑或原创新生的美食，各有各的&ldquo;粉丝&rdquo;食客，各有各的&ldquo;饕餮&rdquo;
之徒。
在北京市东城区这方宝地，簋街不眠，胡同潇湘，来今雨轩，沙漏咖啡，红资俱乐，谭家菜香，松鹤
楼高，俏江南美，时尚大董、花家怡园&hellip;&hellip;堪称美食之区，朵颐之地。
　  美食家们不可错过的还有东城之&ldquo;二南&rdquo;，一南为南锣鼓巷，另一南为南新仓街，不敢
说引领美食时尚，却不乏时尚美食，且环境清雅可人，服务温馨备至，本书作者皆有美文描摹叙述，
历历在目。
　  餐饮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艺术，文化可供欣赏，艺术可供娱乐，在英文中&ldquo;餐饮
业&rdquo;(catering)一词中就包括&ldquo;娱乐&rdquo;的含义。
以美文的形式介绍美食，可谓两全其美，从饱眼福到饱口福的过程值得期待。
　  人如其所食。
常食美味，心情也会变得美好，也许是这样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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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深入挖掘皇城悠久的饮食文化资源，以全新的视角述说皇城饮食特色店铺背后的历史故事、典故传
说、名人趣事，反映现代饮食时尚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组织部
分作家、记者对北京部分老字号进行深入采访，编辑出版了《皇城美食》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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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你从东四北大街进隆福寺街找白魁老号，那你就要穿过细瘦的街道，经过著名的北京小吃
店&mdash;&mdash;丰年灌肠，还有那个开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中国书店，然后你能看到新翻建的长虹影
院，看见那个巨大的屏幕，南面就是从王府井搬过来的&ldquo;馄饨侯&rdquo;，接着就是&ldquo;白魁
老号饭庄&rdquo;。
　  北京人几乎没有不知道&ldquo;白魁老号&rdquo;的，主要是因为它那风味独特、闻名遐迩的&ldquo;
烧羊肉&rdquo;。
北京有首儿歌，想必&ldquo;老北京&ldquo;们耳熟能详：水牛儿，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你爹你
妈给你买了烧羊肉&hellip;&hellip;。
足见&ldquo;烧羊肉&rdquo;的知名度。
在1956年和1958年两次全国食品展评会上，&ldquo;白魁烧羊肉&rdquo;都被评为一类一级风味食品。
1993年10月，&ldquo;白魁老号饭庄&rdquo;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认定为&ldquo;中华老字
号&rdquo;。
　  若论&ldquo;白魁老号&rdquo;的历史，那可是有年头了，始建于乾隆五年(1740年)，地点就在当今
隆福寺街的长虹影院！
最初只是一家卖羊肉的清真小馆，开业时取字号为&ldquo;东长顺&rdquo;。
白魁是店主的名字。
白魁为人谦和，心底宽厚，又善于经营，且对烹饪颇有研究，还编过菜谱，经常出入内务府为御膳房
的厨子讲课。
他亲自制作的烧羊肉，因为风味独特而在京城名噪一时，而&ldquo;东长顺&rdquo;则因此被当时的内
务府认定为有资格&ldquo;供奉御膳&rdquo;的馆子。
加上当时隆福寺每月两次庙会，老百姓都愿意在他店里歇脚吃饭，白魁的烧羊肉也就越叫越响
，&ldquo;东长顺&rdquo;反倒被人淡忘。
　  白魁老号饭庄的刘啸燕经理对于白魁的历史津津乐道，难怪，自打1993年政府对隆福寺大街进行了
整体改造，直到1996年隆福广场大楼建成，白魁老号饭庄原址迁回，刘经理一直在白魁工作，由一名
普通员工晋升为经理，一步一个脚印，渗透着他对于白魁老号的无限感情。
他特别提到白魁因为得罪了某王爷被充军发往新疆，把馆子出让给厨师景福。
景家经营了四代，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转让给黑太和。
民国初期，黑家在老店对面建南号(即现在的白魁老号所在地)。
三十年代白魁老号衰败，黑家又把店转租给马姓人家经营，十年后又被黑家收回，把北号卖掉专营南
号，就是现在的白魁老号。
真可谓风雨经营，历尽艰辛。
说到这儿，刘经理也颇为感叹。
转眼到了2001年，在东城区委区政府领导下，白魁老号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从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
方面都发生了转变。
　  窗外的树影被阳光投射在刘经理有些沧桑的脸上，我从他疲惫的神情上，体味出一种守业的艰辛
。
刘经理道：&ldquo;支撑着白魁老号长盛布衰的就是它的独特产品&mdash;&mdash;白魁烧羊肉，世代传
承，不失特色。
&rdquo;说着话，服务员刚好端上一盘&ldquo;烧羊肉&rdquo;，只见色泽呈枣红色，香味扑鼻。
刘经理让我尝一下，我夹起一块放进嘴里，只觉羊肉酥烂异常，口感极佳，慢慢咀嚼，缓缓咽下，一
股余香滞留口中。
　  接着刘经理介绍道：&ldquo;烧羊肉所选的羊必须是二至三岁的蒙古黑头白身的西口阉羊，五六十
斤重为佳，肉质肥美，没有腥膻味。
制作烧羊肉共有六道工序，完成全过程需要十个小时，中途不能断火，至今没变。
&rdquo;说到用料的家传秘方，刘经理神秘一笑，道：&ldquo;一类是细料，二类是粗料，三类是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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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调味的佐料除去葱、姜、蒜、酱、糖、口蘑外，光是提味去腥的&lsquo;药料&rsquo;就有十来种，
秘方至今存放在某药店专柜中，有一专人保管，每次取料都由药店按方配好。
在整个烹制过程中，下料是很有学问的，要根据季节的变化有所不同，每道工序下的料也不尽相同。
肉量不同，依照小配方下料。
总之，不能有半点马虎，才能保证质量。
&rdquo;清朝诗人杨静亭在《都门杂咏》中写道：&ldquo;喂羊肥嫩数京中，酱用清汤色煮红，日午烧
来焦且烂，喜无膻味腻喉咙。
&rdquo;不单是文人骚客，就是平民百姓也用他们的方式表示出对于烧羊肉的难忘，此文刚开头的那首
儿歌就是佐证。
他们记载着白魁烧羊肉抹不去的魅力，上至皇宫贵族，下至民间百姓，都见证了白魁烧羊肉的独到之
处，它像一颗闪亮的星，在纷繁的饮食中闪烁着夺人眼目的光芒。
　  走出&ldquo;白魁老号饭庄&rdquo;的店门，最后一抹夕阳正要隐去，她是那么美好，那么绚丽，那
么令人回味。
实际上她是不会消失的，第二天，她会以一副新的姿态升起在东方。
我身后的京城老字号亦然，他们一定会焕发出青春的生机，像宝石一样点缀我国的餐饮文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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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兴楼、东来顺、白魁老号、天安门仿膳、来今雨轩、全聚德烤鸭店王府井店、瑞珍厚、松鹤楼
、萃华楼、北京小吃、簋街&hellip;&hellip;本书以全新的视角述说皇城饮食特色店铺背后的历史故事、
典故传说、名人趣事，反映现代饮食时尚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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