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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味道山西》由颜辉所著。
作者以随笔文体，介绍了山西的主要传统名吃及丰富的农业物产。
笔触中不仅唯名吃、特产，还旁征博引史料，融史话、钩沉、坊说、趣闻、民谚等于文内。
其中不乏对名吃、特产的探讨及一家之言，既不穿凿也不牵强，言之凿凿，令人信服。

文字轻松飘逸，文笔洗练流畅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无华；内容丰富多彩，妙趣横生；情感色彩浓郁，
个性特点突出：有着较明显的时代烙印和生活痕迹。
《味道山西》是一本近年来较好的反映三晋风土人情、特产名吃的旅游休闲著作；是旅游工作者、导
游人员、餐饮人员、广大游客多角度认识、了解山西的必读之作；亦是一本送客赠友的特色礼品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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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颜辉(言舒服)，1955年生于上海，原籍山东兖州。
曾创办并担任过前《物价时报》社社长助理、《山西物价报》常务副总编辑；《山西商报》社原总编
辑助理兼值班总编辑的工作。
现为民盟山西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民盟太原市参政议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合唱协会理事，山
西省诗歌朗诵学会副秘书长、太原市摄影家协会理事，山西商报社记者。

已出版作品有《山西物价管理改革过眼录》(山西人民出版社)；部分纪实文学、通讯及曲艺、诗歌、
歌词作品散见于刊物杂志。
近年著撰的牺盟会与《牺盟大合唱》专题文章五万余字见诸报端、网络。

曾为我国著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最后一部合唱作品《牺盟大合唱》(付东岱词)的舞台演出创作配写
了朗诵词(该作已被山西国民师范纪念馆馆藏)。
曾担任“山西赴国家大剧院参加‘2008国际民歌博览周’(人说山西好风光)民歌演唱会”等多台省级
晚会及大型演出的主持词及朗诵词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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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佳酿汾酒竹叶青　　就地方特产而言，山西人无疑都会首推佳酿名酒汾酒和竹叶青。
　　在山西人的酒文化及饮酒习俗中，真是&ldquo;喝酒必汾，汾酒必喝&rdquo;。
确实，这一现象曾被人们巧妙套用了我国古典文化名著《三国演义》开篇首句&ldquo;&hellip;&hellip;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rdquo;加以描绘。
　　汾酒、竹叶青均产自汾阳县杏花村。
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为《清明》绝唱：&ldquo;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rdquo;诗人所咏的杏花村，是否与酿出汾酒的杏花村是一码事，姑且不论，然在后世的各类文学作品
中大都将杏花村喻代为酒坊、酒店，而且该村所沽的酒，大都为琼浆玉液、羊羔美酒。
　　其实，以汾酒的悠久历史、酿造传承及优良品质，已无须争论一&ldquo;村&rdquo;之名的得失。
汾酒以其色、香、味的&ldquo;三绝&rdquo;特点，早已誉贯今古，风靡华夏。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品评曰：&ldquo;汾酒世所珍。
&rdquo;　　汾酒晶莹剔透，清香纯正，辛而不烈，绵甜适口，回味生香，余香不尽，雅俗共赏，交口
称佳。
史有记载，多为称颂溢美之词。
　　据《北齐书》载，北齐高湛称帝，驻守晋阳时，曾将汾酒书荐河南康舒王孝瑜云：&ldquo;吾饮汾
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
&rdquo;　　唐朝李白、杜甫等曾分别作《留别西河刘少府》、《过宋员外之问旧庄》等诗，对汾酒亦
是倍加推崇。
　　宋代专著《酒名记》中，作者张能臣记有&ldquo;汾州甘露堂最有名&rdquo;之评价。
就连明代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饮罢，兴致所至题匾&ldquo;尽善尽美&rdquo;。
杏花村后一度易名为&ldquo;尽善村&rdquo;。
　　至清中期，汾酒的酿造势头正当盛时，清人曹树谷的《汾酒曲》作赞叹道：&ldquo;味彻中边蜜样
甜，瓮头青更色香兼&rdquo;；&ldquo;神品真成九塭浆，居然迁地弗能良。
&rdquo;并批注：&ldquo;汾酿以出自尽善杏花村者最佳。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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