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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食而轻友，非不仁不义也！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江南”这个词，无疑是最具美感的词之一，恰如柳岸月下玉面之佳人。
细想起来，这道印记当是发端于白唐易的一首小令——《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
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三月烟雨，五月花团，垂柳依依，水榭歌台⋯⋯这些诗意撩人的画面，就是我当初想象中的江南，就
是我少时魂牵梦萦的江南！
多年以后，成了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的我，有一阵子，歇脚在了江南地带二泉映月美景中的无锡老城
。
无锡周边的许多地方，多是古时入诗入画的美色之地。
近点儿的，譬如苏州、扬州，再往南北分别扩散去看，诸如杭州、南京。
杭州这地方最忽视不得，那是一座素有“人间天堂”之美称的千年古城(前面提到的苏州，也是同样美
妙的城市)。
那时，我闲来无事，一旦随意动心，就直奔火车站，临时买上一张车票，按最近的时刻，往往由情所
欲地，也不问南北，或往南京，看秦淮夜肆与美色，或往上海文庙的一家老店，去品尝一样别具风味
的黄豆猪脚汤——在一饱眼福或口福之余，再接着混迹市井抑或流窜巷弄之间，意淫其他美色。
有一回，记得那是个傍晚时分，暮色苍茫，颇有一分感伤色彩。
孤寂的我，突然间想起迁居到杭州城的一个旧友，想去看他——那人是从福建美术出版社调到中国工
艺美术学院的，曾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而那电话本子，我也随身带着。
心血来潮的当儿，我居然一下子就接通了那老友住处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老友，和我一样激动，他说：“你来吧，我在家呐，今晚，我们俩好好喝上几杯！
”末了，他才告诉我，说他的住处，是在美院大门内的多少多少号楼，又是几门、某室。
“一到大门口，你就通知我，我接你去！
”我那爱唠叨的老友，在挂上电话之前，又叮嘱了我一句。
就这么着，我就再一次行唐突之旅，往南、往南，往那人间天堂！
那是开春时节，江南的春景，时常雾色朦胧，早起是一头雾水，入夜又得沐浴一水儿的晚露，真是朝
也迷来晚也蒙。
现在，我又清晰地想起来了，那天坐定火车软座的当儿，我的鼻尖莫明其妙地发起了麻，这，好像是
某种预感，根据我的体验，这种反应可能兆示着，在不会太久远的时间段里，我可能会有一次美妙的
际遇。
途中平淡无奇，只是窗外的晚雾，渐行渐浓，抵达杭州火车站时，那真叫坠入了五里雾中，放眼竟是
一派袅袅蓝烟，让人看了如梦如幻。
下车落地，又是一醉，那是一股江南特有的迷雾气息，再一次让人如痴如醉。
当我坐上去往美院方向的公车时，觉得那慢行在三月杭州雾夜里的大巴士，似乎也成了一个晃悠在前
往天国路上的醉仙，以至于，当我再一次下车落地时，心里突然变得不踏实。
因为，平时方向感极强的我，在路边辨识美院的方向时，竟不知所措了。
迷茫的当儿，忽闻一阵脆响脆响的自行车铃声，自迷雾深处泼洒过来：一位红衣少女现身了。
这时的我，心里的感觉，就像是遇上一位能指点迷津的女神，可我的行为，却像是一个剪径的劫匪，
先来一个蛮横挡道的箭步，迅即又是一个生硬的手势，未等到那慌忙刹车蹬地的美少女从诧异中及时
反应过来，我呢，这才抢先抛出一句礼貌用语：“小姐，请问，工艺美院该往哪边走？
”“嗬，吓我一跳！
”那小美女自摸一下胸口，放松一把，继而绽放笑靥：“噢，工艺美院啊，你呀，就一直往前方走⋯
⋯”前方？
哪儿是前方啊！
我偷偷寻思了一把，才恍然大悟，她说的前方，就是我后脑勺那方向啊，迷魂了我，是因为那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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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因为这人，这雾中突现的美人儿？
“一直往前走，闻到烤肉香时，就该到了！
”那美女，趁我走神之际，踩车一溜烟而去，遁形之前，她乐呵呵地又丢给我这么一小段叮嘱，伴随
着一阵悦耳动听且勾魂的响铃(恰如一道优美无比的伴奏)——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话语啊，真是
我走遍天涯听到的一句最富有诗意的问路答案！
就这么着，那夜，我就凭借那顶在鼻尖的嗅觉，搞掂了我该去的方位(这是一次多么奇妙的漫游呀！
)——在工艺美院大门对过的一家烤肉馆跟前，我突然止步不走了，耍赖了。
一半是因为辘辘饥肠的呼唤叫停，一半是由于对方才那雾中秀色的遐想，我想在这烤肉馆里尝尝这味
儿，借机再回味一下那个香色犹浓的准艳遇⋯⋯至于那老友嘛，算了吧，还是先晾一边再说，你想想
，这当儿，谁还有心思搭理他！
我，能吗？
那是：不、可、能、地！
(这狠话，我特想用那带麻辣味的四川方言喷出。
)呵呵，重食而轻友，非不仁不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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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东坡（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也是著名美食家，他好品尝，亦好下厨房，而且成绩还不小，那闻名天下的"东坡肉"就是佐证，《苏
东坡美食笔记》以苏东坡对美食独特的品味和独到的见解，对中国最著名的多种美食来一番大扫荡，
有趣的故事免不掉，有用的东西也少不了，这，就是《苏东坡美食笔记》的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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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坡先生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乐天派，不管他面临多大的压力，他总是乐观面对。
吟诗作画写字，是他的舒怀之道，而研究烹饪技艺，则是他苦中作乐的另一条途径。
在其一生中，东坡先生亲自创制过许多道名菜，还对民间许多道菜肴的原料配置、制作方法进行过改
进和完善，此外也创制、完善了一些小吃，并将其制法和经验总结成诗文，如《食猪肉》、《煮鱼法
》、《二红饭》、《煮猪头颂》、《东坡羹赋》、《众狗不悦》等百余篇。
目前，以东坡命名或与东坡传说有关的菜肴、小吃有一百多种，形成了以其名命名的东坡菜系，比粤
菜、川菜、浙菜、鄂菜等以地域命名的菜系更为独特，自古至今，再无第二。
天底下有个独特的荣誉称号，它的名字叫做：美食家。
实际上，所谓的美食家，就是那些个好美食的家伙。
这当中的老大，当推东坡先生，这位好美食的诗人，不但善于品味美食，而且还精于美食之道，会变
着花样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佳肴。
在落魄黄州的岁月里，东坡先生竟成了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私家菜的美食主义者，真是歪
打正着，在菜、汤、粥乃至酿酒等方面，东坡先生竟成一研发大师，为中国的美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
献。
此间，他的美食作品竟有二十多种，如：东坡肉、东坡蒸猪头、东坡糖蒸肉、东坡春鸠脍、东坡牛肉
、东坡鲫鱼、东坡鳊鱼、东坡鳜鱼、东坡虾、东坡笋、东坡元修菜(苕菜)、东坡饼、东坡豆腐、东坡
荠菜豆皮春卷、东坡甜藕、东坡藕丸子、东坡烧麦、东坡腊肉菜苔等。
佛界崇尚真香，有三十二香之讲究；而东坡先生的美食之道，亦有三十二味之境界。
看官您若有兴趣了解其妙，这儿，就有东坡三十二味之说。
(另有小吃一味，为额外的第三十三味。
)肉食部东坡肉东坡先生最拿手的私家菜，当推红烧肉。
这道名扬美食界的著名菜馔，是东坡先生当年在杭州治理西湖时开发的。
那时。
东坡先生二度上任杭州为官，他发现，这绝色佳丽般的人间天堂，她那曾经落雁沉鱼的眸子——西湖
，已经荒芜不堪，早被葑草湮没了一大半。
上任之后，东坡先生的首要大事，就是为这西子娇娘重新美容，于是乎，他就发动数万民工一起动手
，又是除葑田，又是疏湖港。
那些挖起来的泥，怎么安置呢？
有智慧又富有审美力的东坡先生，善于化腐朽为神奇，他灵机一动，就让人用那些乱七八糟的烂泥巴
堆筑了一道造型优美的长堤。
在这道长堤的当中，独具慧眼的东坡先生，又让人修起一座彩虹般的石桥，用以畅通湖水。
这样，不但使西湖美景重现人间，还造就出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之胜景，而且，又兼收蓄水
灌田之功，为百姓带来水利之益。
当时，杭州的百姓们，对东坡先生这一政绩，无不交口称赞，都说他实实在在是为地方办了一件天大
的好事。
大恩大德，该如何报答呢？
那时年关将至，老百姓们纷纷寻思，得送一份特别的春节礼物给东坡先生，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心。
那天东坡先生一开门，哇噻！
这么多的猪肉，差不多都堆积成山了，而且，还都是上好的五花肉。
原来，人们听说东坡好美食，最嗜红烧肉，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以猪肉作为春节礼物。
面对眼前这么多的猪肉，东坡先生心想，不行，这份巨大的礼物，可不能独吞呀，况且也没法独吞，
那么多猪肉呀，谁有那么大的胃口！
他觉得，应该跟那些疏浚西湖的数万民工共同分享才算厚道，就叫家人把肉切成方块块，用他的烹调
方法烧制，连酒一起，按照民工花名册分送到每家每户。
他的家人在烧制时，把“连酒一起送”领会成“连酒一起烧”，结果烧制出来的红烧肉，更加香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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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者盛赞东坡先生送来的肉烧法别致，可口好吃。
众口赞扬，趣闻传开，当时向东坡先生求师就教的人中，除了来学书法的、学写文章的外，也有人来
学烧“红烧肉”。
著名的楼外楼菜馆，更是没有放过这道天下绝妙美食菜谱，如法炮制，烹制此菜，以满足天下食客。
于是，东坡先生这道歪打正着的私家菜，遂得以流传至今。
东坡先生谪居湖北黄州时对这道菜更是赞不绝口，据他的《食猪肉》诗说：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
。
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慢著火，少著水，火候中时它自美。
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这是东坡先生烹制东坡肉的经验。
这道以薄皮嫩肉加名酒焖制的菜肴，简直就是勾引食欲的超级杀手，其色泽红亮、味醇汁浓，酥烂而
形不碎，香糯而不腻口，啧啧啧，真令人闻香流涎不止，而迷魂失魄！
性急的看官，也许早已按捺不住，心里直嚷嚷：“说，快说，这道菜是怎么做的？
”欲知制法如何，请看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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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东坡美食笔记》中的精典菜东坡肉，“慢著火，少著水，火候中时它自美”这是东坡先生烹制东
坡肉的经验，这道以薄皮嫩肉加名酒焖制的菜肴，简直就是勾引食欲的超级杀手，其色泽红亮、味醇
汁浓、酥烂而形不碎、香糯而不腻口，真令人闻香流涎不止，而迷魂失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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