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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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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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当代人一样，民国人同样深谙食养之重要性，他们总能在最寻常的食物中，发现学问、找到掌
故，信手拈来，皆可滋身养命、裨益无穷。
而在那个提倡科学、尊重传统的年代，人们对于食疗养生的态度和眼光，更为当代人所不及。
《豆蔻香茶长生诀》一书集中了若干篇民国时期论述食疗养生的小文章，分为食材、杂论、食疗通讯
等几大部分对读者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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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体现了民国时期的食养特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后的食疗通讯部分，来信者的急切和不安，回信者的关怀与安慰，全都淋漓于纸
上，呼之欲出，其情其景，使人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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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新城（1893-1960）
　　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畅吾庐，曾用名舒建勋，湖南溆浦人，现代著名出版家、教育
家。
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曾创办《湖南教育月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出版《现代心理学之趋势》《近代中国留学史》《教育通论》《人生哲学》
等书。
1923年任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推行道尔顿制，并赴上海、武昌、长沙等地讲演。
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任《辞海》主编。
另著有《蜀游心影》《漫游日记》《故乡》等散文集。

　　施纪云（1884-？
）
　　四川重庆涪陵人，清光绪九年进士，历任湖北武昌府知府、湖北德安府知府、湖北施鹤道、湖北
按察使等职，任职时推行办学，曾主持编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

　　黄素封（1904-1960）
　　又名黄雪楼，江苏徐州人，近代著名化学史家、医药学家、教育家。
黄素封自幼酷爱学习，后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毕生致力于学术，在化学、化学史、医药、教育、文学等方面均有不少著作行世，曾出版《实用有机
化学》《高中化学》《中国炼丹术考证》《化学发达史》等著译，并于1960年译出了英国第一部小说
《亚瑟王之死》。

　　西神（1884-1942）
　　原名王蕴章，宇莼农，号西神残客，简称西神，江苏无锡人。
南社社员，曾为《小说月报》首任主编，建立了作者稿酬制。
后在上海办中国文学院，自任院长。
其文、诗、词兼工，词名尤著。
民国著名诗人金天羽谓其“卓然名其家，号称双绝”。
亦工传奇，精楷书，曾著有《梁溪词话》《然脂余韵》《西神杂识》《留佳庵文集》《玉晚香答诗草
》《秋平云室词钞》等。

　　甘永龙（生卒年不详）
　　字作霖，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
1910年，编注并出版《莎氏乐府本事》，此书曾广为发行，至1922年共出版19版。
1912年，编译了由孙中山著述的《伦敦被难记》。
1918年，编译《广告须知》，为我国第一部广告学研究专著。
其他译著包括《论美洲合众国三权分立之真相》《卢宫秘史》《红发女》等，并主持编写了《华英初
阶》《华英进阶?初集》等英语类读本。

　　周郁年（生卒年不详）
　　民国时期编辑，曾出版《古文观止》《池上草堂笔记》《白香山诗集》《万病治疗验方》《治病
百法》《养生秘术》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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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疗三种
　食养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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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的医疗作用
　谈谈老糕馒头和甜酒酿的制法
　和母亲们谈谈羊奶哺婴的经验
第三章 食疗杂谈
　厨房与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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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酬与健康
　食物与迷信
　吃与养
　麻痹症的饮食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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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如何帮助排泄
　鸡蛋与麻风
　营养浅谈
第四章 食养小笺
　家庭主妇的养生术
　青年发育与饮食的关系
　老年人饮食与健康
　精神衰弱的饮食调养法
　性神经衰弱问题
　牛奶和大蒜的营养价值
　食物营养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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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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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富贵人家，园子有荷池。
等到傍晚时分，日落之后，人们坐在开满荷花的荷池旁边，将茶叶包在绸里面，放在荷花中。
荷花是早开夜合的，经过了几次开合、花瓣谢去之后，取出茶包，拿来泡茶，就有一种荷花的味道，
清香而可口。
　  &mdash;&mdash;乐乐天《荷花与西瓜》　  社会上的普通人家，收入大半都用在了饮食之上。
所以我们讨论食物时，要连带讨论经济，不能算是画蛇添足的无聊勾当。
而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已有很多人做出过审慎的回答了。
例如，上面提到的雷诺兹先生就用&ldquo;吃香蕉&rdquo;三个字做了答案。
　  &mdash;&mdash;黄素封 韦来珏《香蕉与人生》　  &ldquo;川贝鸡&rdquo;的形态与普通鸡无异，不
过它的身体比普通的鸡大，而且能够如鹰、燕般飞行，不如普通鸡那样的呆笨。
它的功用兼有了川贝和鸡两种特长，能袪痰、清热、补虚、益中，并且因它有鲜美的滋味，所以还兼
有醒健脾胃的作用，真是食用与药用两相宜的圣品！
　  &mdash;&mdash;伯辰《食疗三种》　  由于牙祭习俗，往往附带发生食无定时的现象。
在打牙祭时，因为所弄的菜特别多，免不了要延迟开饭时间。
而在平时，则往往提早。
同时，主管伙食的人，为求牙祭打得好，博个好声誉，就要想法省米。
提早开饭是省米的有效办法，早些开饭，大家都还饱，当然可以少吃，自然省米。
　  &mdash;&mdash;张增杰《四川膳食习俗与学生健康》　  六时宴客，我准时六时到，而七时半客人
到齐已是很难得了，则我与主人已白费了一个半小时以上。
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必不能做无言的菩萨，必须谈天。
客人陆续地来，招呼要陆续地打，八时能开席，已是好事。
几十样菜一道接一道慢慢地吃完，十时能散席已是大吉。
　  &mdash;&mdash;舒新城《应酬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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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厨房烹煮如何破坏营养？
怎样在应酬场所全身而退？
食品广告多么荒谬？
这些看似属于当代人的问题，原来早在民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反复讨论。
与推崇功利主义的当代人不同，民国时期的医家、学者对于食疗养生，态度更中肯，研究更细致，眼
界更宽广，其中争鸣者有之、鼓吹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然而无不以民为本，博济为怀，体现了高
度的责任心和社会使命感。
时下正值热炒养生之际，读一读前人的养生文章，应会有另一番发现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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