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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文字既是写饮食的，又无不从饮食本身跳开。
写到饮食之外去，我很怕对事件进行细节复述。
我将写作的点。
定在“自我感受”上，而不是定在案板炒勺上。
因为我写的，毕竟不是一个厨师的掌勺笔记。
    两年前的夏天，我在深圳中心书城做了一场讲座，讲三国历史和那本《损品新三国》的写作。
台下左边第一排有两个人，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看得我甚至有点发毛。
讲座结束后，这两个人拿着那本书排队签名，到了我跟前，却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一直看你在报纸
上写的“尚食志”专栏。
能不能咱们合作一下，你将你所写的那些美食都做出来，我们开个私房菜馆？
    他们说得很认真，我才明白它们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是为了这件事儿。
其实再往前一年，我主持深圳读书月首届阅读博客大赛颁奖典礼，活动结束后，有几个观众专门跑到
台前对我说，一直在看你写的“尚食志”。
这都是我当初想不到的事儿。
    我知道，这些写饮食或跟饮食有关的文字，一直受到朋友的关注——工商局的曹全林先生去西安旅
游，他说他按照我所写的文字去找西安的美食；人事局的李明先生经常给我打电话，说读后感，也提
出意见；我的师兄刘中国先生，每看到一篇，就来电话，电话里，仿佛他说话在吃东西一样，一个劲
儿咂摸嘴儿；我跟作家邓康延兄见面说话，总没个正经样子，有一回他电话质问我：“兄弟，你到底
会不会写东西？
一个调凉粉的方法，你在短短千把字里面，竟然一个字不变地重复了四五次？
怎么这么啰嗦啊！
”我说：“哥哥，听过碗碗腔《借水》那段‘姓桃居住桃花村’吗？
”邓兄说：“咋咧？
你说！
”“‘姓桃——哪依呀啊——’好听吗？
”我问。
“好听！
”“那再来一句：哪依呀啊——！
再来一句：哪依呀啊——哪依呀啊——哪依呀啊——啊！
就是这道理嘛，一唱三叹嘛。
”邓兄哈哈大笑。
    近年来，这种写饮食的文字，成了几乎所有报纸副刊的一个必备的重要选题，我供职的报纸，随笔
版每天有一个整版的面积，十来篇大小稿件，总有一两篇是写饮食的，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你们这个
版是“吃版”。
    读者对吃很感兴趣，是个有意思的现象。
    饮食，人之大欲；大欲所在，亦生之大伦所在。
故观一方饮食。
可知其文化历史。
以前看某现代文学大家写中国的吃，说中国人从生到死，总离不开吃：喜事吃、丧事吃、生也吃、死
也吃、万事皆吃云云。
初读以为有趣，后甚觉其浅薄，无非讥古呲古而已。
并未发现中国人无处不在的“吃”背后深层的文化隐情。
过去有句话，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常见于报刊文章、讲话乃至于学生作文。
近年看不到这种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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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大家都明白：人口众多是事实，也是困扰和阻碍中国发展的压力和负担；地不可谓不大，但均之
以众多人口，则绝不敢说大；至于物质资源，无论天然储藏或生产所出，均不够多，又因人口众，以
小化大，即小之又小。
所以，这句话显然不成立，不仅不成立，而且这话说得没心没肺，没有忧患意识，很不负责任，所以
就没人再说了。
    其实，中国古人就不认为自己地大物博，浏览历代典章文物，处处都是生之艰难的警戒，即吃饭一
直是个大问题。
凡解决了吃饭问题。
则天下大定。
    生生不息。
正因为吃饭是个问题，吃饭问题不好解决，所以。
一切文化都从吃饭上起，吃饭成了文化的核心。
清代广州诗人陈恭尹，感中华数千年饱受蛮夷侵扰，野蛮的弯刀一次次割断文明的衣冠。
造成华夏多少悲剧，发出“海水有门分上下。
江山无地限华夷”之叹。
中国的战争史，就是一个争夺吃饭的历史，故“五礼”有“凶礼”一项，即要主动周济他人他国，与
其让其因为没吃饭活不下去来抢，不如以礼救济之，用今天的说法，叫：援助。
    缺少吃的民族，最容易发明美食。
此话何解？
以理推之，大概因为吃不易得，得之则倍加珍惜，故有用心调制，使其入口增加滋味，增加滋味就是
增加幸福，增加对食物附加价值的获取。
    也因为吃饭不易，故人在解决了吃饭的基本需求以后，多出来的贪欲，必然是希望自己一餐能抵他
人数餐，并以之为成功和享福，所以。
享乐的文化又从此而出，《红楼梦》中的一个烧茄子就那么繁琐奢靡。
    因为要获取食物，故需要强壮的劳力即男丁，因此产生多子多福的文化。
    也因为食品来之不易，故食品极其珍贵，中国人将最好的饭食供奉祖先，所以中国传统的祭祀礼中
，是以祭食分等级的。
    现在出土了那么多上古的青铜器，作为礼器，都是跟饮食有关的。
与后代的瓷器一样，都记礼乐文化的信息。
也可以说，都是关于吃的。
    吃背后的隐情可谓大矣。
    这本书中的文字，可以说，从饮食的细节入手，试图去感知饮食背后那深宏莫测的文化隐情。
错谬不免，乞读者指正。
    作者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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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食之为美，非珍甘罕脂为美，乃在于为食者之美也，故箪食瓢饮为大美，《尚食志》使饮食之琐
屑饾饤，承载生之大伦，深入浅出，词约意丰，令人读之，别有感获。
《尚食志》记录饮食经验，情景并重，读之令人如对鼎鼐，观形色、感滋味，口舌生津；文字出经入
史，又参乎野史笔记、俚语传说，乃至戏曲诸艺，探幽发微，随意变换，而情理趣味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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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石林，陕西人。
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集记者、评论员、专栏作家、撰稿人和电视嘉宾主持人等多重角色于一身。
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杂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吟诵学会理事、深圳市戏剧家协会理事。
撰写了两千多篇文化时评和随笔，作品常常被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等推荐到首页，已出版作品《
回归的脚步》（1997年）、《幸福备忘》（2001年）、《损品新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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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舌尖上的中国》海报将山水画当腊肉说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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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苏东坡撰《潮州韩文公庙碑》，“使歌以祀公”，有两句诗：“爆牲鸡卜羞我觞，於粲荔
丹与蕉黄。
”用潮州产的美酒、荔枝、香蕉祭祀韩愈。
韩愈在苏东坡看来是上天的谪仙，是个神人，“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顾不上享用祭
品，就急匆匆地赶回天上去了，没有停留，让祭祀的人泪如雨下。
 由此可知，潮州韩文公庙碑是在荔枝成熟的季节落成的。
抑或是荔枝在东坡心中是上好的果品，用来祭祀韩愈，表达对韩文公的无限景仰？
其实，我读此文，感觉苏东坡是在祭他自己。
 民间相信人吃了祭品是吉利的——这是个很好的讲究，它鼓励人对祭祀要重视，精心准备祭品、庄重
地献祭品，认真地行礼，然后分享祭品。
看孔府档案，每祭，如何准备祭品，祭完如何分祭肉，等等，有条不紊。
这体现了礼的核心思想：敬。
潮州人祭祀韩文公，用新鲜的水果，就是用自己当时最好的东西做祭品，表达的也是敬。
祭如在，信则有，所谓心到神知。
古人制礼，就是为淳化人心，使民德归厚。
 礼之用，在于节——所谓夏商周三代之礼，夏无文字可考，很神秘；商有了甲骨文，可传递数千年前
的信息，基本上，商朝的历代王，治理国家主要做一件事儿，就是祭祀，不停地祭祀。
历代商王和商王的祖先及他们的夫人，即先王、先公、先妣，祭祀这些有身份的“三先”，一般用太
牢，就是要全牛、全猪、全羊。
商朝人祭祀，从早到晚，因为“三先”越来越多，商王赶场祭祀都来不及。
商朝到了后来，祭祀越来越隆重，因为享受祭祀的先王先公和先妣越来越多，单是牛，就要用掉很多
，全国养的牛，主要用来杀了祭祀，最多的时候，一次祭祀就杀了一千多头牛！
可以想象，如果商朝再延续一千年，就是把全国都变成牛圈，养的牛也不够祭祀杀的。
 所以，商朝的国力就支撑不下去了，然后周武王就灭了商。
其实，从祭祀如此繁重，就可以推测，商朝的灭亡，跟老百姓的负担重、国家主要力量消耗在祭祀上
有关。
 周朝建立以后，周武王很快就去世了，继位的成王是个小孩儿。
可是，周朝出了个伟大的能人周公。
周公想啊：商王那么重视祭祀、那么敬畏鬼神，却没有得到神灵的护佑，还是灭亡了，这是怎么回事
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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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给这些文字写个后记，感谢一下应该感谢的人，必须的。
    这些文字当初发表的时候，我的同事陈溶冰给取了个专栏名“尚食志”，我和读者都觉得挺好的。
现在结集出版成书，书名就用专栏名。
陈溶冰当然是我要感谢的人。
    我要特别感谢郭东林先生，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没有一种比较优游的心态，写出一些比较闲适的
文字。
    另外要感谢的人有李勇先生——那年我找他订两百份报纸，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说：“行！
”这是迄今为止我遇到的最爽快的人，他是深圳老西安味工厂的老板。
也因为和他熟悉，我才在深圳能吃到地道的陕西菜和小吃，也才能写出多篇与陕西饮食风物有关的文
字，“尚食志”的专栏也因此而开。
    这些文字陆续见诸报刊，我收到了不少朋友的信息反馈，意见都是赞扬和鼓励的，除了序言中提到
的几位朋友，还有吴际云、刘万昌、陈新建、陈芳、厚圃、朱建斌、姚学斌、孔晓冰、王心泽、张之
先、申晨、李悦、荣炜、张赫廷、方海星、齐阳、拜青鱼、夏运华、景妍、王宏志、倪宏宇等，都对
这些文字的写作给予过帮助和鼓励，感谢他们！
排名随意，不分先后，也有很多朋友此刻被我生理性遗漏，但一定会被我想起，我的领导和同事也不
一一具名了，也谢谢他们。
    这样鸣谢，好像自己做了多大的事儿似的。
这些文字，写饮食，或与饮食有关，不过饾饤琐记，壮夫不为。
然食色人之大欲，故这些文字，也还是怀着并不轻薄的心态写的。
倘若能以琐屑文字见性情而窥人伦，则甚幸。
    乡下主妇做包子，但求馅儿香美，多忽略包子外形，所以她们做的包子好吃，是给自家人吃的，比
外面卖的包子好吃。
    我从没拿读者当外人。
    2012年7月19日补记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舌尖上的文化>>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一个厌食症者，我喜欢看许石林的文章，我厌食，但不厌许石林的文字。
看了老许的饮食随笔，厌食症也好了，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
尽管身体还瘦，那是万恶的过去。
    ——张发财：电视片《舌尖上的中国》平面设计    许石林的文化随笔，除了让你想起周作人、梁实
秋、汪曾祺的渊雅从容，还有他自己独特的尖新机敏，文笔纯熟，意态优游，调遣词句，常有神来之
笔。
    ——杨福音(作家、书画家)    写饮食随笔，许石林不陷入具体的饮食操作中去，他的特长是对史料探
幽发微，联想、发挥、讽喻，撒得开又收得拢。
他的文字趣味为首，思想为底。
读者沾上了，就放不下。
    ——张扬(荷兰海牙孔子学院院长)    人间风物，难分轩敞大宴；天下味美，不舍苍蝇小馆。
生花妙笔，道尽市井街巷里的饮食和民俗，回首往昔，关照当下，他写的不仅仅是吃。
    ——寇丹(作家、民俗学家、茶文化专家)    许石林涉猎极广，经史子集以及音乐、戏剧、书法、收藏
等无不用心，有所收获，所以其行文看似不经意，却于雄浑处见极微，于繁密处见开阔。
你不得不赞叹他打通各类艺术形式之间阻障的能力。
    ——厚圃(青年作家)    故纸堆里埋藏着尘封的历史，许石林从中打捞起过去的饭局，古国典章，鼎鼐
之事，别有意趣，他笔下的饮食文化，非常好玩，这是一个会吃又会写的人，非大才情不能为。
    ——魏风华(作家、诗人、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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