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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曾祺既是美文家，又是美食家，他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此书所选就侧重这方面的内容。
汪老所食、所喜的多是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无论是谈萝卜、豆腐，还是讲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
娓道来、从容闲适；所有吃过的和没有吃过的，一经他说，全成了美食。

汪先生之文，是绚烂至极后的朴素回归，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对人间至性至情的热爱，引人无限向
往。
如此质朴美丽的文字，何止是在谈吃，更是汪老崇尚恬淡自然的精神境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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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
、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
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剧。
主要著作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
《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其代表作品有《大淖记事》《受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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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寻常茶话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
“穿堂”的右侧有两间空屋。
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朱红的。
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
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
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
靠墙有一坛“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
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
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
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
隔日作文一篇。
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
题目是祖父出的。
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
只记得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
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
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
喝得很慢，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
。
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
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卖、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
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
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
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作料——酱油、醋、麻油浇入。
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
“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
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
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
“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
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
聊天、看书、写文章。
有一位教授在茶馆是读梵文。
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
此人姓陆，是一怪人。
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
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
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
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
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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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叶都很厚。
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
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
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
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我在昆明喝过烤茶。
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
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一下，没有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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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寻味:汪曾祺谈吃》编辑推荐：汪老之文，淡远中蕴含宁静，没有十分宏大的主题，却让人在细微之
中深受感动。
同样是谈吃之文，汪老所写不仅饱含浓郁的生活气息，更充满一种深厚的文化蕴味，读者们在味觉享
受的同时更经历了一场精神的升华。
汪老所写的谈吃之文颇多，《寻味:汪曾祺谈吃》是编辑在阅读了汪老全集后精心挑选出来的，是目前
所有汪老谈吃类散文中最全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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