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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此味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mdash;&mdash;这可成为追述民国时期饮食文化的写
照。
　　中华饮食，在民国时期达至巅峰。
当时的吃客吃相，确有当代人望尘莫及处：夜泊秦淮，随着桨声灯影婉转而出的是歌女们劝酒送吃之
声，柔腻至极，令人骨酥肉软，不知身之所在；春宵酒醒，一声声小贩的吆喝，又将你从梦中喊回现
实&mdash;&mdash;又到朝食时；十里洋场，倾倒你的是杏花楼的荷包翅；漫步苏州，最忘不了那木渎
镇的石家鲃肺汤；偶有闲暇，不妨泡泡茶馆，眯着眼睛听听歌伶的清曲；心血来潮，也可步入西菜馆
，学学洋人派头&hellip;&hellip;　　回顾一代人的饮食史，就是追忆一代人的生活史。
民国人的钟鸣鼎食，固然令人心向往之，但真正懂生活的人，最感兴趣的怕还是那份隐藏在&ldquo;
吃&rdquo;字底下的态度和趣味吧？
诚然，民国已与我们时空远隔，但历史分隔的只是记忆，而不是生活。
人生代代无穷已，无论我们身逢何世，都注定成为柴米油盐的追逐者。
我们难以绕开与之相关的喜怒哀乐，更无法不被似曾相识的感受打动。
因此，以现代的目光回看那一代人的饮食风貌，未尝不是一件有益而富于趣味的事情。
　　何况，民国又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时代。
民国人不但能吃、爱吃，还懂得谈吃、品吃。
翻开昔日的杂志、报纸，我们不难发现那一张张可爱而生猛的面孔&mdash;&mdash;时而扬扬得意，颇
以自己的吃喝豪举为傲；时而如数家珍，活像一部饮食词典；时而追忆旧食，大有今不胜昔之慨；时
而借题发挥，感叹&ldquo;天下不过是桌菜&rdquo;；还有一部分人孜孜于健康之道，颇似如今的养生
学家（惜其生不逢时，如诞生于今，则大红大紫矣）。
借助这些珍贵而饶有趣味的文字，一幅幅斑驳而绚丽的饮食情景如在眼前。
而编者想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情景呈现给读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和编选，我们精选了一百多篇民国时期的饮食文章，以飨读者。
这些文章全部来自当时著名的报刊和书籍（如《论语半月刊》《机联会刊》《红玫瑰》《饮食与健康
》等），可谓原汁原味，最能体现一代饮食男女的态度和风采。
由于文章数量较多，且内容五花八门，故编者将其分为三辑：　　第一辑主要谈美食， 名为《船菜花
酒蝴蝶会》。
船菜、花酒、蝴蝶会者，即当时之秦淮船菜也。
船菜在如今虽然难寻踪影，却是民国饮食的一大特色，颇受时人欢迎。
以此做书名，恰能反映民国男女的饮食情趣，表现食物与人的细腻情愫。
细品其中文章，不难感受到一份永恒不变的生活共鸣。
　　第二辑亦是关于吃，属于以吃为名，借题发挥，谈美女，谈选婿，谈时局，故名为《醉蟹瓮酒荒
唐语》。
盖民国文人好玩好吃好议论，当才情遇上&ldquo;人之大欲&rdquo;，总少不了一番嬉笑怒骂。
如今读之，往往瞠目结舌，拍案叫绝。
　　第三辑谈饮食与养生，名为《豆蔻香茶长生诀》。
与当代人一样，民国人同样深谙食养之重要性。
且他们对于饮食和健康，态度更中肯，研究更细致，眼界更宽广。
其中既有中医精华，也有西医理论，偶尔还会鼓吹一番社会和人生。
读着这些文章，不但毫无沉闷之感，反而能够借鉴一二，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鉴于这些文章&ldquo;年事&rdquo;已高，所以编者在整理过程中，偶作增删，并补充了引言和图
片，以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口味。
　　全书编毕，编者突然发现，当我们阅读这些文字时，已经不是单纯地缅怀过去，更是自我寻觅，
自我发现的过程。
美食美文，相得益彰，岁月匆匆，能够遇见这些&ldquo;体己话&rdquo;，是幸运，也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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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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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船菜花酒蝴蝶会》围绕“美食”一词，精选近50篇民国时期的饮食美文，其中主要为品评吃喝
、体味人生的精致小品，也有给力叫卖、趣味十足的食品广告，还有时人对于菜馆酒店的评论和分析
，编者将其分为“吃茶去”、“酒之诱”、“白糖梅子”、“食必兼肉”、“褡裢火烧”、“吃贯中
西”、“食事散记”七个部分，努力呈现出民国饮食的方方面面。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章多为旧日鸳鸯蝴蝶派文人所作，以清丽灵妙之笔法，绘钟鸣鼎食气象，可谓
绝配。
而且绝大部分为民国后首次重印，为国内读者所鲜见。
为了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编者还收集了大量民国时期的饮食生活图片。
读者可以从这些图文之中，体味食物与人的细腻情愫，欣赏民国男女的饮食情趣，饱览当时的生活风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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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亦庵（1895—1950）
　　原名张其讱，又名张毅汉、亦庵，广东新会人，幼年失怙，
13岁在《月月小说》上发表短篇小说《两头蛇》（一名《印度蛇》），早年与包天笑合作，翻译国外
作品，其作品多见于《小说大观》《小说画报》《小说月报》等刊物。
抗战后因生活所迫迁居香港，1950年11月于香港病逝，终年56岁。

　　天虚我生（1879—1940）
　　原名陈栩，字昆叔，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浙江杭州人。
自小性嗜文艺，19岁时，以《泪珠缘》轰动上海文坛，以后陆续推出小说《鸳鸯血》《娇樱记》《丽
绡记》《黄金祟》，并出任《申报》副刊主编，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
同时，其积极投身于实业活动，创办并主编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会刊《机联会刊》。

　　徐蔚南（1900—1952）
　　名毓麟，笔名半梅、泽人，江苏吴江人。
1924年，加入新南社，从事文学创作，以《山阴道上》誉满文坛。
1928年起任世界书局编辑，主编《ABC丛书》，共出版152种作品。
抗战胜利后，主持《民国日报》的复刊工作。

　　程瞻庐（1879—1943）
　　名文梭，字观钦，号瞻庐，又号南园，江苏苏州人。
曾在《中华小说界》《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小说海》《国学杂志》《申报》等撰文，著有小说
《唐祝文周四杰传》《湖海英雄传》等，被周瘦鹃誉为“今之淳于髡、东方朔”。

汪仲贤（1888—1937）
　　原名汪效曾，又名优游，江西婺源人。
1905年先后组织业余新剧团体文友会、开明演剧会等，饰角登台，主张“戏剧是艺术，不是浅薄的娱
乐”和“我们要从戏剧里面认识人生”，是清末民初活跃在上海剧坛的集编。

　　鲁彦（1901－1944）
　　原名王燮臣，又名王衡、王鲁彦、返我，浙江镇海人，现代小说家、翻译家，乡土写实派作家。
1923年在《东方杂志》发表处女作《秋夜》，192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柚子》，抗战前夕，出版重
要长篇作品《野火》。
1944年因贫病交困在桂林逝世。

　　郁达夫（1896—1945）
　　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1921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沉沦》，1922年归国，先后主持《创造季刊》《创造》《大众文艺》《星
洲日报》等刊物的编辑工作，陆续有作品问世。
1938年前往新加坡，1945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失踪。

　　老圃（1878—1945）
　　原名杨荫杭，字补塘，出生于无锡书香门第，于1899年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1900年成立励志会，从事反清活动。
同年创办最早的留学生杂志《译书汇编》。
译著包括《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原论》《代议政府》《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美国独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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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俞友清（生卒年不详）
　　常熟文学家，著名报人，曾著有《灵岩山志》。
于1934年与医人程思白展开“红豆之争”，卷入者包括朴学大师章太炎、古文家金松岑、文学家范烟
桥等，后结集出版《红豆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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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庆茶馆的多，好比巴黎的咖啡店”，我初到重庆时，朋友就这样告 诉我。
我在城里城外观光时，真是五步一茶店，十步一茶馆，而且家家茶馆 都有生意，高朋满座。
 摆龙门阵——瞎谈天的术语，是产自重庆，而摆龙门阵最好的地盘，自 然就是茶馆。
茶馆里大多是放着躺椅，或者白帆布做的，或者竹做的。
茶客 躺在那儿，多舒服。
如果和朋友们聊天聊到口干了，身边茶几上就是一碗清 茶，顺手取来解渴，润润喉咙。
 茶馆大都有卖瓜子、花生、香烟，还有小贩不时叫卖糖果，还有报贩， 还有擦皮鞋的。
进进出出，川流不息。
躺在椅子上的茶客无聊时便叫茶房拿 盆瓜子吃吃，或者叫小贩敲一点麦芽糖来甜甜嘴巴。
识字的等报贩来，买份 报纸看看国家大事。
 茶馆拥有经常去喝茶的老茶客，或者是早上的，或者中午的，或者是晚 间的。
早上的老茶客大抵一起身就到茶馆，喝杯清茶外加吃点点心。
茶已喝 饱，点心吃过，然后回去，不知回去做什么。
中午的茶客，大都是吃过午饭 去的。
中饭后小睡是重庆流行的风气，由于家里人多，人们便去坐茶馆，因 为这时茶馆比较清闲。
他们喝了几杯茶，便躺在椅上小睡，睡了一两小时， 然后去办公厅工作。
晚上的老茶客，大抵是晚饭后去的，他们是去茶馆聊天 的，上至世界大事，下至臭虫白虱，无所不谈
。
谈到茶馆快要闭门，才陆续 回去睡觉。
 除开此种老茶客之外，也有偶然的茶客。
因为路走得多了，便借茶馆来 休息一下；或者要赶车子，时间未到，车子未来，便在茶馆等候一下；
或者 因有什么事务密谈，便约在茶馆相叙。
 茶馆，不仅是在重庆，在任何一个地方，总是个乐园。
在那儿放纵一下 ，仿佛从严酷的人生下解放了一小时，仿佛从无情的社会压迫下逃避了一回 ，享受
着闲适的趣致。
 我对于坐茶馆是没有什么好感，但也没有什么恶感。
在不讲工作效率， 舒余闲适惯了的社会里，中国茶馆的存在是有其必然理由的。
既然有存在的 必然理由，便对茶馆无好恶之可言，而应当从更深处去着想了。
 一个没有工作的人，而又无可以安居的房间，又无公园之类的场所，闲 着的身体无处安排，除了坐
茶馆外，请问还能做些什么呢？
 争取时间诚然不易，而耗去时间何尝容易呢？
要浪费生命，预支年岁， 极短时间享受多年的幸福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人能做到的。
即如打麻将是 杀时间的一法，可是打麻将要有赔本，没有赌本便无从借麻将来杀时间。
茶 馆中去坐坐，真正是最廉价的杀去时间的方法。
 在破落不堪的社会制度下，在冷酷无情唯利是图的“人鼠之间”的城市 中，借茶馆作为避难所，争
取一两小时的安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谴责呢 ？
 人人都有向上的意愿，而无自甘下流的。
下流的社会才逼迫人下流。
人 人有爱好清洁的心，而无自愿污秽的，只有那污秽的环境才叫人污秽而不自 觉。
虽则不能因噎而废食，但攻击茶馆是不合理而且无效的。
 我到重庆后，曾有一个短时期，因为一切工作的必需品都没有，又无生 活的必需品，百分之百无聊
中，便也去坐茶馆。
在茶馆中望望街上来往的行 人车马，或者嘹望江中的风帆与屋顶田地，将寂寞苦闷暂时赶走了，虽则
并 未得到一丝一毫的快乐，但至少在这一两小时里也没有任何的不快。
 从消磨无聊时光方面说来，坐茶馆是为害最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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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逛窑 子、抽大烟等等，那为害之大，真是一言难尽了。
我不是为茶馆辩护，茶馆 有其必然存在的理由，用不着我来辩护。
我只是为坐茶馆的人说法，用不到 坐茶馆的人不知坐茶馆的心境，虽则坐过茶馆而从未反省的人也不
知道坐茶 馆的心境。
 有人说中国茶馆等于外国的咖啡店，但是坐茶馆的心境与坐咖啡店的心 境是全然不同的。
前者是无聊的消遣，后者是业余的休息哪！
 喝咖啡自然也是一种嗜好。
炒咖啡时那一种强烈的香味，是最诱惑人的 。
上海霞飞路上有家卖咖啡的商店，老是放射那咖啡香味刺激行人，叫你一 走到这家商店左右，立刻想
喝咖啡，就到它那里去买一两磅芬芳的咖啡。
朋 辈中间，有不少喝咖啡的专家，像华林先生就是一个。
他亲自烧咖啡，水泡 得很开，咖啡完全泡透，不留一点余味。
我到重庆后，蒙他叫我到中国文艺 社讲话，承他特别优待，将其秘藏的珍爱的没有启盖的一罐SW咖
啡牺牲。
凡 到会的人都有一小杯。
在重庆禁止喝咖啡的严令下，能得喝下这杯咖啡，实 在是走运。
后来在同乡丁趾祥兄处又吃到了他所秘藏的SW咖啡。
后来，在一 个公务员的家里，又吃到了SW咖啡。
我是与其吃咖啡还不如吃好茶的，但物 以稀为贵，在上海战时只有喝CPC的咖啡，无SW牌子的了，
到重庆后反而得 着，自然最高兴不过的。
还有位马宗融先生，他的喝咖啡癖是从巴黎带回。
 他在北平教书，据说还是天天在烧咖啡喝。
 咖啡是一种常青树的种子。
这种咖啡树生长在热带区域，高的有两三丈 ，短的只齐到腰部。
叶子像桂花，小而白，果像红莓苔子，中间有子两三粒 ，那不是咖啡，咖啡是半丸形，两粒背合，成
为圆形，如桐子那么大小。
果 肉是甜的，但世人喜欢吃其子，而不喜其果。
 据说咖啡最初发现于阿比西尼的“加法”，因其地而名，后传伪为咖啡 云。
后来有人将咖啡传到阿拉伯栽种，大获成功，那就是现在著名的“木却 咖啡”。
到十七世纪末，又移栽于爪哇，于是热带区域都有咖啡树了。
 近赤道或南或北约三十纬度的区域，如果温度终年在五十度以上，咖啡 也能生长结实，不过不如近
赤道的那么好了。
咖啡最怕浓霜，经霜一染，咖 啡即死；酷热虽不致咖啡于死命，但能阻滞其发育。
所以种咖啡，以沿海、 山麓二处为最宜，因为气候常常可以中和。
 全世界最大的咖啡的仓库是南美洲的巴西。
那里所产的咖啡量占全世界 产量三分之一，而全世界产量是二干三百万磅左右。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年 代，巴西曾议把咖啡当做柴烧的。
上面我所说过的CPC咖啡，是一个华侨所 经营的。
听说是巴西华侨，在上海静安寺路西端，开设一家美国式咖啡店。
 店中放几张很干净的桌椅，顾客去买咖啡时，最初可以免费得饮咖啡一杯。
 那杯咖啡是在柜台上当场煮成的，所以又香又热。
后来CPC牌子已经打出， 免费喝咖啡的制度即便取消，而我们还可以去喝的，只要付钞。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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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茶馆，不仅是在重庆，在任何一个地方，总是个乐园。
在那儿放纵一下，仿佛从严酷的人生下解放了一小时，仿佛从无情的社会压迫下逃避了一回，享受着
闲适的趣致。
　　&mdash;&mdash;徐蔚南《茶和咖啡》　　你想，一间布置得很雅洁的大厅，漆着非常悦目的湖绿
色，那些坐着叫人舒适的沙发椅，有娇媚的茶花女，用着柔软的手随时替你添水。
假如你跟她们知趣地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调情话，她们也会对你嫣然一笑。
　　&mdash;&mdash;刘春华《新春茶话》　　要是急雨的黄昏，我们也不用电灯，只烧一支红烛，把
室中光线改为非常幽静沉着，而一切东西，被摇动的烛焰的光波，置于更深沉的梦幻中；妻与我，只
是用嘴唇交换着芳醇的酒味。
　　&mdash;&mdash;火雪明《谈酒》　　曾几何时，中等的板烟丝不易购得，每次搜购烟丝所费的车
力，却也不少，再则习惯于吸卷烟的便捷，觉到吸板烟的忙于划自来火的不便利，精密计算之后，烟
丝稍廉，而于购烟的困难所费于车力及火柴者，为数亦殊不赀，于是又弃板烟而取香烟。
　　&mdash;&mdash;戈壁《谈吸烟》　　现在上海比较著名的菜馆（贵族化的以及新开未久的除外）
，广东帮有杏花楼、冠生园、大三元等；平津帮有会宾楼、悦宾楼、致美楼、三和楼等；扬镇帮有老
半斋、新半斋、福禄寿等；四川帮有陶乐春、小花园等；福建帮有小有天等；河南帮有梁园等；宁波
帮有鸿运楼、正兴馆等；杭州帮有知味观等；徽帮有大中楼等；教门馆有金陵春、春华楼等；素菜馆
有功德林、觉林等。
这都是首屈一指，最著名的菜馆。
　　&mdash;&mdash;老饕《吃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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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是一个饮食大国，而中华饮食，在民国达至了顶峰。
　　《船菜&middot;花酒&middot;蝴蝶会》从民国时期的各种报刊杂志中，精选近50篇&ldquo;味美情
浓&rdquo;的饮食美文。
由于主题与&ldquo;饮食&rdquo;这个&ldquo;人之大欲&rdquo;有关，所以当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来阅读
这些文字时，丝毫没有被时空疏离感所阻隔。
反而还会被这些文字牵着、引着：它们或在味觉上引诱你，让你垂涎欲滴，只恨自己生不逢时，不能
与美味活在同一年代；或在情绪上感染你，令你惊讶，原来自己居然能与大半个世纪之前的人产生生
活上的共鸣；或在见识上震撼你，使你佩服当时的&ldquo;吃货&rdquo;，竟在一碗一碟中，体味到如
此珍贵细腻的情感；或在智慧上跟你打个哈哈，让你哑然失笑，原来一个&ldquo;食&rdquo;字，可以
翻弄出如此多的花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饮食，追忆一代人的饮食情景，就是追忆一代人的生活情景。
从这些沉淀了岁月的饮食文字中，我们除了可以&ldquo;品尝&rdquo;到弥足珍贵的美味之外，还能体
味到一份永恒不变的生活共鸣。
岁月匆匆，能够遇见这些&ldquo;体己话&rdquo;，是幸运，也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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