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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生长北京，说一口北京话，而今九十多岁了，算得上一个老北京。
然而北京城区之扩展，市面之繁荣，交通之便利，却今昔大大不可同语，其变化皆在我眼中，说之不
尽。
姑举今天的动物园为例，旧名农事试验场，建于清光绪年间，规模宏大；嗣因东面一部分被划出去成
立苏联展览馆(现名北京展览馆)而缩小了。
同的西北隅的畅观楼，曾是西太后游园歇息所在。
今天的熊猫馆原非昔年所有，而馆前曾有彭家珍等五烈士墓却不见了。
    兹以友人周简段近将刊布于《华侨日报》的专栏文章，集册成书，其意旨甚盛，承嘱为序言，衰老
颓唐，聊以此塞责，愧甚，歉甚！
    梁漱溟    1985年5月于北京     从“京华感旧录”到“神州轶闻录”——记周简段先生    人年纪一大起
来，往往容易念旧。
著名文史作家周简段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周简段是个“老北京”，早年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后来还与张恨水一起办过报纸，常常逛天
桥，游故宫，访名胜，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
俗都了如指掌。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
从1980年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京华感旧录”专栏，每目一篇，千字左右，一直继续
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
一个专栏能维持十多年时间，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周先生早年交游广阔，亲身经历许多事情，定居香港后，愈发怀念故都北京。
其专栏文字，主要以描写故都风物、追忆故人往事、细说从前为主题，每一篇都与自己生活游历相关
，行文朴实无华，所历所感，娓娓道来，深受读者喜爱。
常有读者和报刊赞誉其“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北京的权威”，“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练的
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一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
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
”香港《大公报》则评其文“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邀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三四十年代著名女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上千字热情
洋溢的信，对文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
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
”信中她还详细回顾了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具体情况。
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
在是人生一大乐事。
”此外，他的不少文章，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全球华人
中影响很大。
    周简段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题签，梁
漱溟作序。
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册，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
美，弥足珍贵。
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披阅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
该书是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简段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以周续端、周彬、司马庵等笔名，分别在香港《大公报》、台湾《世
界论坛报》开设过“九州逸趣”“神州感旧”等专栏，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
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以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
切。
    1992年，在出书困难的情况下，北京的华文出版社慨然答应出版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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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我选编。
精选之后，分成六辑，宅名为《神州轶闻录》，冰心先生百忙中写了总序，而其中的《名人篇》由萧
乾先生写序，《文化篇》由季菠林先生写序，《名胜篇》由侯仁之先生写序，《民俗篇》由胡絮青先
生写序，《美食篇》由于苦木先生写字，丛书名由启功先生题签。
    《神州轶闻录》所选文章都很短，内容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但却寓意深
远，季羡林先生在《文化篇》序中说：“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字宙。
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也吗？
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店堂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
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
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    书出版后，周简段先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鼓励，有赞扬，但更多的是反映这些书已经买不到
。
之后的十多年间，我又收集到周先生的不少文字和散轶文章，现将其所有文章再次精选和分类，分两
辑出版。
第一辑出版，计有《梨园往事》、《老城游》、《老俗事》、《老滋味》、《画坛旧事》等五册；第
二辑五册也将其后陆续出版。
现在这个版本是周先生专栏文集的最新、最完整、最具权成的一套丛书。
    冯大彪    2008年元月于三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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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仿善话当年，悠久名吃说南北，便宜坊和全聚德，柳泉居与沙锅居，煎饼果子锅巴菜，玉堂酱原松花
蛋，北京的老小吃，杭州的旧茶馆，天津的烧酒，新疆的特产⋯⋯本书一百多篇美味佳肴的文章，既
有名菜佳肴，也有地方民间风味、佳酿名茶和蔬菜鲜果，书中还穿插了许多关于吃的趣闻轶事、传说
掌故，很多著名的老小吃还追溯其历史渊源，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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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简段，著名文史作家、专栏作家。
早年生活在北京数十年，交游广阔，熟读前贤文章，博物强记，广泛涉猎北京的文史掌故、艺苑趣闻
、名人轶事和文物珍宝，对风土民情了如指掌。
1976年定居香港后，来往于香港和北京之间。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周续端、周彬、司马庵等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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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便宜坊和全聚德吃过北京烤鸭的人无不称好，却往往只知其好而不知其所以好。
今得知者相告，很值得一记。
原先京都有两家烤鸭店——前门外鲜鱼口的便宜坊和前门外肉市的全聚德。
前者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开业，经营焖炉烤鸭；后者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开业，经营明炉
烤鸭。
焖炉和明炉有何不同？
据了解，前者使的是高粱秆，填满炉便点火，俟炉中烟净无焰，便置宰好洗净的鸭子于炉中，关上庐
门焖烤，因火力不很旺，烤出的鸭特别鲜嫩、柔软，尤其适合老年人食用。
不过一炉只能烤五、六只鸭。
后来全聚德发明用明炉烤鸭开业，将净鸭置于炉中，使用果木燃料（最好是枣木），一炉就能烤好二
、三十只，烤出的鸭特别香酥。
入炉以前的净鸭已经过一段工序繁多的处理过程。
选鸭是京郊特产的“填鸭”，十分丰腴。
然后是宰鸭、去毛。
以光鸭到净鸭还须经过打气（鼓起骨架）、掏膛和洗膛（均不得破皮漏气）、挂钩（选在合适处）、
烫皮（用开水浇）、打糖（用饴糖水浇）、晾皮（阴干）等工序。
每道工序都要求十分严格，若有不慎把皮弄破一点，便会因漏气而不能入炉。
烤鸭的时候，还须用高粱秆塞住屁股，用开水灌入膛内，以弥补本身水份不足，以保持鲜嫩，并达到
外烤内煮、成熟均匀。
鸭胸脯部份皮嫩，烤的时间不宜过长；鸭的侧面和背部，以及后膛部份，都因较为背火，烤的时间应
稍长一些。
总之，掌握火候均须恰到好处，处处燎匀。
这是一门高超的制作技术。
现在仍然健在的著名老技师张文藻和田文宽，都掌握得极为娴熟。
还有一些技术也相当好的年青技师，如甄华民、任春德、刘德长等，已为日本友人聘为专家，前往日
本开业传技。
便宜坊和全聚德两家烤鸭的烤法虽有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烤好的鸭都是皮酥肉嫩、色艳味鲜、油多不腻、久吃不厌的特点。
吃时佐以黄瓜、萝卜、大葱、蒜泥，配食荷叶饼、甜饼或空心烧饼。
最后，鸭架子做汤，汤色乳白，鲜美可口，解渴消食。
后来烤鸭的吃法更加细致，发展到吃“全鸭席”。
用烤鸭身上的不同部份，分别做出炸鸭胗、炸鸭肝、卤鸭膀（去骨）、拌鸭肠、糟溜鸭三白、鸭四宝
、鸭脯、金鱼鸭、炒鸭心、酥炸鸭卷、会鸭舌等几十种菜。
由便宜坊和全聚德两家烤鸭店发展起来，王府井、和平门外以及有些大饭店都有烤鸭店或兼营烤鸭业
务，生意兴隆。
仿膳话当年友人馈我仿膳细点一匣，内有荟豆卷、豌豆黄、小窝头、甑儿糕等。
仿膳座落在北海公园漪澜堂。
品尝着细腻的豌豆黄想起当年在“仿膳茶庄”小酌的情景。
1924年，冯玉祥命部下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宫中御厨也就散落民间。
大约在1925年，原在御膳房菜库当差的赵仁斋，约了御膳房名师孙绍然、王玉山、赵承寿等在北海公
园北岸办起“仿膳茶庄”，这便是“仿膳”的创始人了。
坐在高爽的舒卷自如的天棚下面，面对着邻邻的太液柔波，望着蓝天和变幻的白云，品着香片茶，吃
着仿膳特制的美味佳肴，真是如临仙境。
该处茶点，非同一般，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小巧玲珑，别具一格。
如所制豌豆黄，定要用京东四眼井之白豌豆，在豌豆煮烂后，要用马尾编成的箩过筛，故而十分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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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
再如肉末烧饼这道小吃，烧饼用炭火细烤，外酥里软，肉末则炒得不腥不腻。
记得一位食客说：慈禧某夜梦见吃烧饼，次日早点，果有肉末烧饼，以为替她圆了梦，便将做烧饼的
赵承寿叫去，赏了尾翎和20两银子。
肉末烧饼从此出了名。
至于小窝头，据说是八国联军占北京时，慈禧仓皇出逃，路经昌平西贯市，“老佛爷”饿坏了，一个
姓李的农民献一个窝头，慈禧吃得很香，后来便让御膳房照做。
这倒难坏了厨师，只得用细玉米面、黄豆面精制而成。
外间传说小窝头是栗子面的，其实不确。
此段趣闻，倒颇似相声中所演朱元璋爱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记得当年仿膳茶庄也做一些官中传统炒菜，印象最深的是“四抓’、“四试”、“四酥”。
所谓“四抓”是抓炒腰花、抓炒里脊、抓炒鱼片、抓炒大虾。
这是慈禧封为“抓炒王”的王玉山的拿手菜。
所谓“四酱”则是炒黄瓜酱、炒胡萝卜酱、炒榛子酱、炒豌豆酱；所谓“四酥”，则指酥鱼、酥肉、
酥海带、酥鸡。
这些宫中名菜做工精细，色彩美观，味道醇鲜清淡，很受顾客欢迎。
此外加清炖肥鸭、清沌鸭舌、溜鸡脯、樱桃肉、响铃以及夏令美味西瓜盅等等也都是仿膳的拿手好菜
，无不脍炙人口，色、香、味、形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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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碎中见精神，于细微处见全面，让人读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
 ——季羡林 周简段早年常住北京，后来来往与北京和香港之间，交游广阔，亲身经历过不少重要的
往事，如今追忆往事之际，备感亲切翔实。
读者每阅其中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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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滋味》一百多篇美味佳肴的文章，既有名菜佳肴，也有地方民间风味、佳酿名茶和蔬菜鲜果。
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碎中见精神，于细微处见全面，让人读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
——季羡林周简段早年常住北京，后来来往与北京和香港之间，交游广阔，亲身经历过不少重要的往
事，如今追忆往事之际，备感亲切翔实。
读者每阅其中一篇，仿佛与周氏把臂京畿，细说从前，令人低回不已！
——香港《大公报》近百幅难得一见的插图，再现有滋有味的老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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