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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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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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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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书摘吃饭趣闻人们活着需要吃饭，然而吃饭却不仅仅是让人活着。
中国古人已然认识到吃饭具有广泛功能。
祭祖礼神，期友会亲，报上励下乃至安邦睦邻，往往都要好酒好肉地来上一顿，似乎只有上上下下里
里外外死死活活各色人等腹中涨饱嘴上流油，社会方可安定，天下才能太平。
因此，中国改朝换代之事虽不少，但承办官饭的光禄寺之类的机构却要始终留存，碍难裁撤。
　　既然吃饭并非仅仅为了活着，自然需要建章立制，以更好发挥其功效。
其中有些属红头文件，载于各朝典章，更多的则是民间习俗，需要细细体察。
弄不清其中名堂者，请人吃饭，往往砸锅。
　　据《清代野记》记载，道光年间，扬州某知府(从四品)的夫人(汉人)想宴请两淮盐运使(从三品)的
老婆(旗人)，帮丈夫在官场上出把力，因知道旗人规矩多，特意请了一个满官守备(正五品)的老婆当
陪客。
　　没承想，这顿饭吃了个颠倒颠。
主宾一见陪客，立即双膝跪安，得其允准后方敢坐下。
待到吃饭时，本该入上座的运使妻又忙着为守备妻送箸斟酒，当起了碎催。
守备妻则据案大啖，毫不客气。
“席散客去，守备妻欣欣然，运使妻悻悻然，知府妻则惶惶然。
”原来，守备妻为旗主，运使妻是旗奴，虽然发达了，也不敢和主子分庭抗礼。
此乃旗人之规矩。
知府闻听此事，连忙前去谢罪，“而运使终以此存芥蒂焉。
”这顿饭，纯粹是瞎吃。
　　饭桌既然连着官场，席面之上便难免遇到各种尴尬事，这倒为某些人施展才艺提供了舞台。
　　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不对付，一次两人在黄鹤楼上吃公款时，又借着酒
劲儿戗戗起来。
谭说武汉江面宽五里三分，张非说是七里三分，督抚二人相持不下，在场僚属难置一辞。
　　此时，坐在末座的江夏县知县陈树屏举手发言说：“江面水涨，时广为七里三分；水落，即狭至
五里三分。
制军就水涨言之，中丞就水落言之，两贤皆无讹。
”张、谭闻之，抚掌大笑，一场僵局就此化解。
似这等善解人意者，何愁进步？
　　吃饭，还是考察干部的绝佳机会。
　　据《新世说》记载，曾国藩驻军安庆时，有一乡下亲戚前来求职。
曾大人见他老实本分，十分喜爱，将以任事。
没想到，一顿饭过后，老曾便要打发此人回老家。
该人连忙询问原因，答案竟然是他将饭碗中的一粒稗子挑出来没吃。
老曾说，你小子是农民出身，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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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汪朗谈美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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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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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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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中国古人已然认识到吃饭具有广泛功能。
祭祖礼神，期友会亲，报上励下乃至安邦睦邻，往往都要好酒好肉地来上一顿，似乎只有上上下下里
里外外死死活活各色人等腹中涨饱嘴上流油，社会方可安定，天下才能太平！
那么，在衣食富足今天，我们又是怎样看食文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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