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妈妈的柴火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妈妈的柴火灶>>

13位ISBN编号：9787511232731

10位ISBN编号：7511232736

出版时间：2012-11-1

出版时间：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二毛

页数：2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妈妈的柴火灶>>

前言

馋死我了刘春（前凤凰卫视执行台长、搜狐网总编辑）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
这些年，我吃二毛的太多了，腊猪头、牦牛肉、卤水大肠、粉蒸肉——这些来自人间来自民间的食材
，在二毛的手中推陈出新翻云覆雨，化作一个又一个夜晚的美好滋味。
可惜，美味太美，美酒太浓，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言。
所以，嘴短。
记不清什么时候认识二毛的。
我80年代掺乎过一点诗歌，所以，那时的诗人们似乎全是朋友，前世注定的朋友。
比如万夏，我们俩只是在人群中彼此多看了一眼，就停下脚步，就多聊了几句，多喝了几杯，就成了
好朋友。
反正名字彼此都听过，共同的朋友很多，大家又都喜欢喝酒。
我想我跟二毛肯定也这么认识了。
但是，二毛的“天下盐”却是刘爽带我去的，刘爽是凤凰网总裁，特别好吃，跟我多次说，798有家餐
馆如何如何好吃。
后来我从香港回来时，就随他去了。
餐馆人头攒动，跟春节前的火车站一样，用阿城的话是“乱得不能再乱”，一堆堆时尚男女排队、拼
桌，服务员跟杂技演员一样在拥挤的人群中与逼仄的楼道中穿行，并端去一盆盆油滚汤满的馋嘴蛙、
水煮鱼、黄氏牛肉，看得心惊肉紧。
刘爽整个晚上就说两个字“好吃”，不停地说不停地吃。
我边吃边东张西望，就看到墙上贴满诗，主题大抵是饮食男女，色彩艳丽，有点淫荡，很那个热爱生
活。
当然，这些有点色的诗，和非常色的食品，都出自二毛之手。
后来，跟二毛熟了，吃了很多二毛亲手做的菜，可以说，都比刘爽那天点的好吃。
当下著名的美食家我认识不少，比如陈晓卿、小宽、沈宏非等等，陈晓卿和小宽只会带我去苍蝇馆，
吃各种“地沟油”美食，不知道二厮会不会做菜。
沈宏非好像会做，我没吃过，我只知道他是男女问题专家，淫得一手好随笔。
所以，这些著名的“美食家”给我印象都是动嘴不动手的，也动手，就是动手写文章。
一般而言，美食家既不是拼手艺，也不是拼味蕾，主要还是拼文字。
所以，二毛的手艺难能可贵。
可以说，二毛是我认识的文人中做菜做得最好的，又是我所认识的厨子中，文字最好的。
二毛的美食文字很好看。
他也炫学问，但术有专攻，他肯定专门钻研了历史文字中跟美食有关的部分，言之有据，一个猪颈肉
也是娓娓道来，汉唐明清，字字是典。
也炫文字，一不小心就漏出诗人的尾巴，比如他写柴火灶：“有柴火灶的年代，才有袅袅升起的炊烟
，有了炊烟的天空，才有随风飘散的诗和扑鼻的菜饭之香。
”他当然也跟陈晓卿一样，跟所有美好的美食文字一样，炫人生炫童年炫乡情炫亲情，读这些文字，
心中会滚过很多记忆涌现很多温暖。
而跟很多美食文字相区别，实战出身的二毛在每一篇文字中，在历史、人生、情感、故事之外，总是
会绘声绘色地写出各种美味的具体做法，特别实用，特别生动，又特别诱人口水。
读这样的文字，我的眼非常舒服，我的心特别巴适，我的胃特别难受。
我认识的“大厨”不多，大董见过，蔡澜电视上看过，沈星很熟了，二毛跟他们似乎也不同。
他们似乎更重食材，更阳春白雪；二毛似乎更重调味的丰富与烹饪的繁复，更下里巴人。
中国民间长期贫瘠，能把那些低端的食材烹饪成美味，化腐朽为神奇，可能是中国美食所独有的本事
。
二毛出身在四川的普通人家，成长于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美食来自无数母亲的巧手，所
以，二毛所擅长所得意所津津乐道的都是普通食材下等食材所烹饪的上等美味，都是民间流传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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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妈妈菜。
这样的菜无疑更对我的胃口，因为我的出身我的童年我的胃。
我看松露龙虾东星斑的文字可能无动于衷，但一看到猪头肉粉蒸肉蛋炒饭锅巴之类，胃液与口水就会
滔滔涌出。
我们的胃都是童年给的。
二毛的菜，是中国的；二毛的文字，是我们的。
别看了，去东四十条南新仓的天下盐吧，把二毛写过的菜挨个吃一遍吧。
也许，你会在那儿碰到我，那就一起喝一杯？
把春风用来清炒王小丫（著名主持人）二毛是个诗人。
差不多三十年前，在那个美好的八十年代，青春年少的二毛每天写诗。
他颂赞刚刚复苏的国家，思索人生的价值与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也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因为年轻。
那时的天空很窄很低没有楼房没有远方那时的诗人很瘦很矮没有长诗没有铅字这是二毛1986年写的诗
。
而更早以前，他喜欢以这样的角度看世界。
被虫蛀的词语表达了什么在重量赋予以空洞的含义里我们只有两只眼露在身份之外我们侧面的活着这
些漂亮又不矫情的句子，透析着一个年轻诗人的才华。
不知道为什么二毛后来没有继续做一个诗人，我能够找到的唯一解释是，他没有生在唐朝。
离家的人难免思乡，最明显的特征是想念家乡的饭。
这就给吃喝赋予了一层崇高和浪漫的意义。
所以在二毛的天下盐大快朵颐的时候，特别心安。
无关吃喝，仅为乡愁。
这时的二毛常常从烟熏火燎的厨房里冲出来，打个招呼又冲进去，像一个战士。
而厨房里的二毛看世界的目光变了，柔和实在又温馨。
我想应该是人间烟火让一颗诗人的心着了陆。
想吃什么阳光拌豆苗月亮煮清粥米线过小桥再加两支红辣椒只要你喜欢我会为你把春风用来清炒雨丝
下面落叶红烧只要你需要我会紧握这把菜刀下厨到老想想，哪家饭馆的老板会以这样的方式跟客人说
话？
快去天下盐吧，就在东四十条附近，食客多，还没有包间，菜好吃是其次，关键是掌勺的是个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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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妈妈的柴火灶》是一本怀有浓浓怀旧情调的美食文化随笔，全书以菜谱划为各节，配有精美插图数
十幅。
作者二毛以温暖轻松的笔调，讲述了幼时母亲为贪吃的孩儿做的一道道动人的菜肴。
并从各个角度讲述了各路美食的源流、历史，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全书弥漫着亲切的市井气息和淡淡的人间烟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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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二毛，男，原名牟真理，上世纪60年代生，重庆酉阳人。
是上世纪80年代莽汉主义诗派代表诗人之一，中国饮食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的创始人。
现为《新周刊》、《中国经营报》等美食专栏作家，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美食顾问，云南大学客
座教授，北京（天下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著有《碗里江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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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妈妈的柴火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到了汉朝，据《汉官仪》记载，在皇帝后妃们居住的房屋里，以花椒和泥涂壁，
称为“椒房”，意思是指温馨、幽香和多子。
可见那时用花椒作为装饰材料，是多么的文化和高档。
 花椒的小名、笔名、艺名有：大椒、秦椒、蜀椒、汉椒、点椒等。
但我觉得最好听的，还是花椒。
花椒为芸香科的植物，主要品种有：山西产的小椒、大红袍；陕西产的小红袍、豆椒；四川产的正路
花椒、金阳花椒、茂汶花椒等。
 而最好的花椒当属四川和陕西产的。
呈褐红色的为上等花椒，褐黑色则次之，还有麻中带有一股芳香气味的，为精良花椒，光有麻味而无
香气，则质量差。
我自己做菜或在北京天下盐餐厅做菜都喜欢用四川的茂汶花椒，又麻又香。
 学材料学的中国台湾朋友，剑桥大学的张一熙博士是个典型的“花痴”，来北京天下盐吃饭只点含有
花椒的菜式，并且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十多粒花椒，当高度紧张或疲倦困乏时，他就会通过咀嚼两三
粒花椒让舌尖做“高频微振动”，直达味蕾瞬间全部盛开之快感。
他说他台湾身边的朋友也和他一样，随身都带有花椒，并由此成立了“花椒党”。
 花椒还有伏椒和秋椒之分，伏椒七、八月间成熟，品质较好。
秋椒十月成熟，品质较差。
在重庆老家，五、六月间也正值新鲜洋芋和四季豆上市，那时母亲常用鲜花椒叶煮四季豆洋芋汤，只
见母亲起了一个猪油锅，将切成厚片的洋芋和掐成节的四季豆下锅翻炒，加盐反复炒转至散发清香味
；掺水淹过四季豆和洋芋，加鲜花椒叶或鲜花椒（现大型超市已开始售卖真空袋装鲜花椒了）适量，
加锅盖用中火将四季豆和洋芋煮至软和进味起锅。
那种清爽中透出的鲜香和麻香，成了我一生中永远的口味，因为迄今为止，我还常做这道菜来自己享
用或招待朋友。
现在举国上下流行的“麻辣馋嘴蛙”，就是用鲜花椒煮出来的。
 花椒用于调味，大概是在南北朝时期。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花椒用于脯腊的记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花椒和八角、茴香、桂皮一样，是作为香料来用的，常与大小茴香、丁香、桂皮
一起配制成我们熟悉的“五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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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出版之际，时逢我的母亲诞辰80周年。
这一巧合，正好可以让我把本书作为有滋有味的礼物，献给我九泉之下的妈妈，让她也吃到一碗热乎
乎的安慰。
    在那些缺肉少油的日子里，在柴火灶上，母亲不仅用爱为我们一家人做出了一道道可口的饭菜，而
且很快认清了阶级斗争新形势，迅速给我认了一个当杀猪匠的舅舅，在食品公司工作的姑爹以及当政
府招待所所长的大姨伯。
当充足的油水让我肥头大耳，充满前程似锦的面相，我得意的母亲逢人便说：你看我二毛从小都没脱
过奶膘(白白胖胖)！
    2010年夏天，《南都周刊》诗人总编陈朝华来北京找我“炒几个菜”上他们的专栏，于是我遵命系
上围裙拿起了笔。
在美女副主编李霞精心的打荷装盘下，一篇篇色、香、味、形、意俱全的文章，迅速得到广大“食客
”的认可，连陈朝华总编十二岁的儿子也馋的看完这篇边等候着下篇。
本书正是在这系列专栏文章中精选集结出版的。
    这里我要感谢老朋友、著名主持人、美食专栏作家王小丫及诗兄、搜狐总编刘春在百忙之中为我做
序；感谢兄台著名导演陈晓卿、著名作家野夫、王小山、孔二狗及著名音乐人李健、美食家小宽为本
书真诚推荐。
感谢紫图图书老总黄利、万夏为本书的策划、出版所做的贡献；特别感谢老哥们万夏亲自为本书设计
和现场指导拍摄图片；感谢紫图图书编辑主任李媛媛及摄影师李景军对本书的精心编辑。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家乡酉阳会做菜的婆婆吕庭芳、姑姑牟忠玲、兄弟张昌、李权以及曾开着油罐车
带我去湘西等地采菜的姑父冉启胜，是他(她)们让我找到了做菜的灵感；还要特别感谢家乡酉阳的兄
弟伙肖洪远、周立萍、夏琳、姚华、晏天翼、刘文玉、石小刚、郭小燕等，没有他(她)们在上世纪80
、90年代彼此“吃周六转转饭”时，折磨我不仅家家下厨(他(她)们打麻将)而且每家做出来的菜百分
之七十不能重复，就没有我幸福美食的今天。
    最后我要感谢张倩同学为本书的资料收集、打印、整理，编排等所做的无私贡献；感谢哥们诗人周
墙、马松等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一直给我的真诚鼓励。
    二毛    2012年9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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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个人都忠实于童年的味觉，母亲的菜谱虽然简朴无华，却能奠定人一生的品味。
——野夫（作家）    在二毛的新作《妈妈的柴火灶》里，满是触动内心的人间烟火，帮我们找回了家
的味道，寻到了爱的美食。
——王小山（作家）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如此少的食品，永远无法填满童年饥渴的味蕾和空
洞的肠胃。
也正因为如此，母亲的巧手才显得弥足珍贵。
我们这一代人的味觉记忆最深处，永远清晰地烙着“妈妈味道”的印记。
——陈晓卿（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    二毛所擅长所得意所津津乐道的都是普通食材下等
食材所烹饪的上等美味，都是民间流传的记忆，都是妈妈菜。
我们的胃都是童年给的。
二毛的菜，是中国的；二毛的文字，是我们的。
——刘春（前凤凰卫视执行台长、搜狐网总编辑）    离家的人难免思乡，最明显的特征是想念家乡的
饭。
这就给吃喝赋予了一层崇高和浪漫的意义。
所以在二毛的天下盐大快朵颐的时候，特别心安。
无关吃喝，仅为乡愁。
——王小丫（著名主持人）    在我看来，二毛是位美食艺术家，能够在审美层面上给人愉悦。
我品尝过好几次二毛亲手做的菜，好吃自然不用多说，尤其是聆听他的讲解，常常让人入迷。
我本人不是很热衷美食，但愿意去二毛的餐馆里体会他的独特天地，让人感受生活的真实和美好，在
看似普通的餐桌上发现无限情趣。
——李健（音乐人）    二毛写美食快意恩仇，不拐弯抹角，直接捉住你的馋虫。
读这种文字不用吃饭，文字就可以下酒，你想象着十万字幻化成十万多颗花生米，颗颗饱满，粒粒精
华，以文字清风下酒，这是我能想到的幸福。
——小宽（美食作家）    对于每个游子来说，妈妈的菜都是最好吃的菜，妈妈的菜的味道就是家的味
道。
有时吃一口妈妈的菜，我会热泪盈眶。
看完这本书，我真想写一本长篇小说，就叫《妈妈的菜》。
——孔二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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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妈妈的柴火灶》编辑推荐：“北京食神”倾情讲述妈妈的菜谱，一本书写尽旧日无限情怀。
以亲情入味，以文化佐肴，以怀旧为文——诸多名人大腕鼎力推荐的美食文化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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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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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作家）在二毛的新作《妈妈的柴火灶》里，满是触动内心的人间烟火，帮我们找回了家的
味道，寻到了爱的美食。
——王小山（作家）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如此少的食品，永远无法填满童年饥渴的味蕾和空洞
的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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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的菜，是中国的；二毛的文字，是我们的。
——刘春（前凤凰卫视执行台长、搜狐网总编辑）离家的人难免思乡，最明显的特征是想念家乡的饭
。
这就给吃喝赋予了一层崇高和浪漫的意义。
所以在二毛的天下盐大快朵颐的时候，特别心安。
无关吃喝，仅为乡愁。
——王小丫（著名主持人）在我看来，二毛是位美食艺术家，能够在审美层面上给人愉悦。
我品尝过好几次二毛亲手做的菜，好吃自然不用多说，尤其是聆听他的讲解，常常让人入迷。
我本人不是很热衷美食，但愿意去二毛的餐馆里体会他的独特天地，让人感受生活的真实和美好，在
看似普通的餐桌上发现无限情趣。
——李健（音乐人）二毛写美食快意恩仇，不拐弯抹角，直接捉住你的馋虫。
读这种文字不用吃饭，文字就可以下酒，你想象着十万字幻化成十万多颗花生米，颗颗饱满，粒粒精
华，以文字清风下酒，这是我能想到的幸福。
——小宽（美食作家）对于每个游子来说，妈妈的菜都是最好吃的菜，妈妈的菜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
有时吃一口妈妈的菜，我会热泪盈眶。
看完这本书，我真想写一本长篇小说，就叫《妈妈的菜》。
——孔二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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