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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关于豆腐的散文集，选辑了现当代关于豆腐的散 文六十余篇。
作者中既有众所周知的文坛耆宿，也有崭露头角的网络新锐 ；既有享誉中外的美食家，也有驰名食林
的知“食”者。
他们的作品各具 风采、别有意趣，或描述豆腐的滋味，或趣谈豆腐的逸闻，或追忆故里特 色豆制佳
肴，或记叙各地品尝豆食情景；写豆腐之奇臭异香，津津有味； 状众生之吃相，娓娓道来；从餐饮而
溯源寻流、妙趣横生；由小吃涉民情 国运，意蕴深长。
纸上笔下，洋溢着温馨的亲情和乡恋；字里行间，闪烁 着隽永的睿智和诗思。
尤其是一些可称为经典之作的佳构，极具文化品位 ；虽言品味，旨义却在味外，更是令人感慨不已，
反复玩味而再三回味!编 者言，如果您读后也有这样体会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白编这本书了， 您
也没有白看这本书了。
倘若再能勾起您对逝水年华的缅怀，深化您对中 国文化的探究，激发您对美好生活的珍惜，那么，我
们编这本书就值了， 您看这本书也就更值了!美国《经济展望》曾有文云：“未来十年全球最成 功、
最畅销的商品不是汽车、电视机、电脑⋯⋯而是中国发明的豆腐食品 。
”随着豆腐的走向世界，中国的豆腐文化也将走俏世界，感动世界!豆腐 带给人类的并不仅仅是美味
，更是一种美，一种超越于吃之上的中国人的 博大宽广的美! 大哉豆腐! 美哉豆腐! 编 者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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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人品豆腐》是我国第一本有关豆腐的散文集，收录了梁实秋、汪曾祺、王蒙、秦牧、林海音
等文坛大家品味豆腐小吃的美文。
纸上笔下，洋溢着温馨的亲情和乡恋；字里行间，闪烁着隽永的睿智和诗思。
读后能勾起您对逝水年华的缅怀，深化您对中国文化的探究，激发您对美好生活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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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实秋，笔名羽夫，1945年生，江苏高邮人，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现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学会副秘书长、秦少游学术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副秘书长、江苏省太平天国史学研
究会秘书长、江苏省作协会员。
著有《文坛管见》、《自怡留痕集》、《佛教名胜楹联》、《郑板桥与佛教禅宗》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人品豆腐>>

书籍目录

豆腐礼赞豆腐豆腐豆腐豆腐恋情五章豆腐颂唱给豆腐的颂歌也给豆腐唱颂歌买豆腐关于豆腐豆腐的滋
味茶话豆腐豆腐闲话豆腐豆腐情结豆腐永远的豆腐豆腐入味豆腐闲话吃豆腐肉感素食八方风情麻婆豆
腐八公山豆腐极品豆腐佐餐佳品小箱豆腐麻糕和豆腐希孔大爷的小葱拌豆腐家常豆腐趣无穷家常豆腐
水豆腐汤豆腐百花蒸酿豆腐沈阳水豆腐懒豆腐客家酿豆腐西坝豆腐想起一位华商"豆腐大王"美国腐乳
美食飘香磨豆浆梧州豆浆石磨豆花美哉，豆腐花豆皮，小吃中的贵族干丝豆腐干絮语南京的干丝茶干
引起的想象豆渣：与欲望无关豆腐渣豆腐杂记趣说腐臭记胡玉美的虾子腐乳腐乳·窝头议豆腐干风波
臭豆腐干臭豆腐干真乐惠臭豆腐干大话臭吃审判臭豆腐口叩品麻辣臭豆腐炸金砖长沙的火宫殿附录 诗
联辑存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人品豆腐>>

章节摘录

　　豆腐的滋味 ◎梁容若 生长在沙土绵延的地方，从小见惯了种大豆。
豆子出产多，豆子的加 工品自然也多。
豆腐是天天见、满街卖的东西。
油条就豆腐，豆腐拌辣子 ，蹲到担子边就吃。
卖油条，买鸡蛋的，背锄的老王，打更的张三，谁也 吃得起。
见惯看腻，贱就不好，无色无香，再加上家乡豆腐常有的卤水苦 涩味儿，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豆腐
。
七八岁的时候，闻到磨豆腐的气味 就要发呕。
菜里有了炸豆腐，一定要一块块地拣出来。
这种偏憎，不知道 被大人们申斥过多少次。
从小学里知道了豆腐的营养价值，加上吃饭的礼 貌训练，暴殄天物的禁条，使我不敢再在菜里拣出豆
腐，可是碰到了它的 时候，也只是勉强下咽，绝不主动地找豆腐吃。
 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残冬深夜，平汉路的火车，把我们摔在一个荒凉的 小站上，又饥又渴，寒风刺骨
，在喔喔的鸡声里，听到卖老豆腐（豆腐脑） 的声音。
大家抢着下车，你争我夺。
我也拥在人堆里，一连吃了三碗。
韭 菜花的鲜味儿，麻油的芳香，上汤的清醇，吃下去真像八戒吞了人参果， 遍体通泰，有说不出的
熨帖。
回到老家，向叔父报告，自己笑着说：“行 年二十，才知道豆腐的价值。
”叔父本是豆腐的讴歌者，就趁机会大加教 训。
他说：“豆腐跟白菜，唯其平淡，所以才可以常吃久吃，才最为养人 ，才最能教人做人。
我们是以豆腐传家，曾祖、祖父都是以学官终身，学 正教授在清朝称为豆腐官，因为俸给微薄，只可
以吃豆腐。
你生在寒素的 家庭，开口是有肉不吃豆腐，不但不近人情，也对不起祖宗!”叔父的话并 不使我心服
，不过当时听起来却很耸然动容。
以后自己也想，不管是“天 诱其衷”也好，“实逼出此”也好，适当的场合，吃些豆腐，既可恭承祖
训，又能得到实惠，何乐而不为呢。
从此我就成为豆腐的爱好者。
北平的 砂锅豆腐、奶汤豆腐，杭州的鱼头望豆腐，乃至于六必居的臭豆腐，隆景 和的酱豆腐，镇江
的乳豆腐，我都领教过，留有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还在 北平的功德林，吃过一次豆腐全席，那是一个佛教馆子，因为要居士们戒 荤，又怕他们
馋嘴，就用豆腐做成大肉大鱼的种种形式，虽然有些矫揉造 作，从豆腐的贡献想，真是摩顶放踵利天
下为之了。
 在东京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研究文化史的日本朋友，立志要做豆腐考 。
一个深夜，他同我谈到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文献，谈到明末圣僧隐元 到日本输入新的豆腐做法，又
谈到李石曾先生在巴黎的豆腐公司。
照他看 ，中国人在耶稣降生许多年以前，日本有文字许多年以前，发明了豆腐， 要算文化史上的奇
迹。
他为了向一个发明豆腐国度的人表敬意，决意请两 毛钱的客，要我一同去吃“汤豆腐”。
“汤豆腐”是一种白水煮的豆腐， 有些和豆腐相似，寒冷的冬夜，可以使我重温平汉车站吃豆腐的趣
味，就 欣然地同他去。
在汤豆腐刚到嘴的时候，他说：“你看，这样一大碗，只 卖三分钱，从‘日满’经济合作以后，豆腐
可真贱。
现在家家早上吃酱汤 都要吃豆腐。
连德国人也在向大连趸购大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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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立刻激怒了我， 我把碗一推回答：“我感慨的是吃豆腐的人不是种大豆的人。
圣僧隐元如 果知道教会你们吃豆腐，还要送你们豆子，他一定后悔来日本。
而且你们 把劫掠的赃品卖到欧洲换飞机⋯⋯”他看见我的眼泪掉在碗里，像是很后 悔自己的失言，
想用一种滑稽的调侃收场，他说：“您还是多吃两碗吧， 种大豆的人如果知道运到东京的豆子，有一
部分是他们所希望吃的人吃去 ，他们的苦痛会减少一点。
您多吃一点不拿钱的豆腐，也算是对于帝国主 义的掠夺者小小报复。
老兄啊，我的豆腐考可不是要曲学阿世⋯⋯”我无 意于再借豆腐骂座，伤不必要的感情，可是“汤豆
腐”无论如何也再咽不 下去。
我们终于默默地离别了。
回来日记上记了一句：“同&times;&times;吃哽咽的 豆腐!” 在抗战期间，河套有一次荒年，稷米、油
麦都歉收，马铃薯也很少。
 只有泼辣的豆子照样结子儿。
黄豆成了军民的主食。
豆饼、豆面、豆芽、 盐豆、豆腐、豆糕，颠来倒去，早晚是它。
 大家一到饭厅，就皱眉叹气，咒骂：“该死的豆子!”是一次检讨会上 ，有人提出来：“如果没有黄
豆，我们多少万军队除了吃草根黄土以外， 什么办法都没有。
通过几百里无人地带的绥宁公路，根本不可能接济大量 粮食。
是老天开眼，今年种豆得豆，豆饼豆腐使我们在塞外站住了脚，把 国防线向东北推出了一千多里，我
们有什么理由诅咒豆子呢?咬得菜根，则 百事可做；吃着豆腐，还有什么事不可做?”这种道理一讲出
来，大家对于 豆腐豆饼等，立刻改了观感，不约而同地喊着：“感谢大豆!拥护豆腐!” 在这段故事里
，我更重新体认了豆腐的价值，可是当时吃豆腐的滋味也还 是辛酸的。
 胜利以后，回到平津，满指望可以吃到用东北大豆做的豆腐，医疗一 下东京吃汤豆腐的心灵伤痕。
亲眼看见，一船一船运到的是联合国救济总 署从南北美搬来的施舍豆子，而松花江黑龙江平原的大豆
，却是成千吨一 列车一列车地送到西伯利亚。
谁能想到这是本国人做的事，这种现象能延 长到今天呢! 来到台湾，每天清早还能听到卖豆腐的声音
，走到郊外，看见的都是 山岭水田，哪里来这么多豆子呢?豆子的来源，还是求之于太平洋的对岸吧 !
想到路途是这样遥远，来路又靠不住，不必问当下价钱的贵贱，也就食不 甘味了。
 想起来，我是生长在吃豆腐的家庭，童年悟道不早，迷于正味。
等到 艰难奔波，理解了食谱，吃到的豆腐，又常常陪伴着哽咽辛酸的眼泪。
很 少时候能体验到豆腐平淡清醇的滋味。
是我负豆腐，是豆腐负我，也真一 言难尽。
梦里不知身是客，几回从昏睡里看到了无边的豆田，黄荚累累， 像后套，像松花江平原，也像故乡滋
河的弯曲处!又几回蒙胧里回到童年， 看着叔父的颜色，吞下有苦涩味儿的豆腐。
醒来只是在惆怅空虚里，等候 着“豆腐啦!豆腐啦!”台湾勤勉的老婆婆的清脆声音。
 梁容若，台湾作家。
 P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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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瞿秋白　　豆腐是我们中国食品中的瑰宝。
　　　　——梁实秋　　豆腐⋯⋯是名副其实的国粹。
　　　　——周作人　　关于豆腐⋯⋯，可以编一部大书。
　　　　——汪曾祺　　昔张翰秋风思莼鲈，我则思鲈鱼豆腐！
　　　　——黄苗子　　豆腐的出现，毫无疑问属于中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之一。
　　——忆明珠　　对于豆腐⋯⋯，完全应该谱写成单列乐章。
　　　　——高晓声　　一个不懂得欣赏豆腐之美的人，大概不能算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或中国的
生活方式。
　　　　——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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