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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作者带着我们穿越到古

色古香的唐朝，从日常食物、饥者

易食、贵胄珍馐、名笔所嗜、茶酒饮

品、瓜果蔬菜、外来食物等七个方

面，将唐代各阶层人民的饮食攻

略、嗜好口味，以及开放包容的饮

食观，一一遣至笔端。以精雕细刻

的运笔，绘制出一个诗、食、画各美

其美的唐文化盛宴。

叙写中，作者精心裁剪史料，

以宏阔的视野，在介绍唐代大众

饮食的基础上，还针对社会不同

群体，与我们共同分享了当朝的

王公贵族、诗坛名家的饮食风尚，

生动再现了唐朝人丰富多彩的饮

食变迁。作者以唐诗为媒，悉心钩

沉历史，循着琳琅满目的“唐食”

风情街一路畅行，一边赏析流传

千古的阕阕唐诗，一边点评各种

美食的精妙之处。兴致所致，作者

还爱屋及乌地顺带出十几张有关

美食方面的名画，并结合当时的

社会背景，从创作主旨、艺术特色

等层面，逐一解构这些国画与美

食之间的渊源。通过作者条分缕

析式的介绍，让我们得以一睹唐

诗、“唐食”、唐画的翩翩风采。在

那个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与发达

的大唐盛世，原来那个时代的普

罗大众也钟情于鸡米饭，尤为喜

欢吃肉。而到了端午时节，人们纷

纷以相互赠送大小不一、颜色各

异的九种粽子为时尚，以增进彼

此之间的了解和情谊。在书中，我

们还得以了解到，许多唐代诗界

大咖们别具一格的饮食之道。如

“诗圣”杜甫，就堪称美食行家，他

在《秋兴八首》中就不吝笔墨地描

述了各种珍馐美味，毫不掩饰地

表达了对各种美食的钟好。如诗

中的“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

一句，就在于我心有戚戚焉中，让

人油生向往之情。而同样钟情于

美食的大诗人白居易，每每善于

将美食与情感，巧妙融汇于他笔

下的汩汩诗章中，在他的名篇《琵

琶行》中，一句“醉不成欢惨将别，

别时茫茫江浸月”，就将离别的凄

凉与美食的滋味交织在一起，令

人读来感慨万千。书中，作者还提

到了唐时的饮茶之风，诠解了西

域的葡萄、苜蓿，以及作为食物引

进的骆驼，在中华大地繁衍、演进

的概况，进一步佐证了中西方美

食文化互融互鉴的文明历史。

咏着浩如烟海的唐诗，追寻

着馥郁芬芳的“唐食”，赏着以韩

滉为代表的《五牛图》等众多唐

画，深为博雅恢宏的盛唐文化所

折服。诗与食的结合，更是将潇洒

不羁的大唐饮食之风，酣畅淋漓

地表现出来，流连其间，是视觉和

心灵的双重享受。而在众多摹写

美食的唐诗中，张志和的《渔歌

子》就写得别有况味。全诗既细腻

描绘了恬淡幽静的田园风光，又

以丰富的想象力，为我们勾勒了

一幅美轮美奂的饮食意境图。诗

中，张志和虽然没有提及有关美

食的烹饪方法，但一句“桃花流水

鳜鱼肥”的神来之笔，却以拙朴的

艺术感召力，悠然唤醒了大众沉

睡已久的味蕾，令无数喜爱河鲜

的吃货们尽折腰，直想来到这山

清水秀的“桃花源”，美美地品上

一顿鲜香无比的鳜鱼大餐。此外，

盛唐时代的孟浩然，这位“山水田

园诗”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一个旷

达洒脱的美食大家。在他的《过故

人庄》中，就多次涉及一些美食的

描写。诗句“故人具鸡黍”中的鸡

黍，就是现今我们司空见惯的黄

焖鸡米饭。而在当时，它可是唐代

平民百姓招待客人的上好饭菜。

而诗末的“还来就菊花”一句，则

以缱绻的逸趣，深切表达了待到

重阳日，再来庄上与友人共饮菊

花美酒的殷殷期盼，也将唐时丰

富多彩的饮食风习，通过深情款

款的诗咏，一直传至当今。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

食。《寻味历史：当唐诗遇上美食》

以多棱闪射的叙写，追索了唐诗

里的珍馐美馔，为深入开掘中华

美食创新之路，留下了可资借鉴

的鲜活图本。

蒋文涛是湖北名厨，长期致力于楚

菜研究与烹饪，我与他相识多年，却一

直没有谋面，也就无缘品尝到他的美

食，好在他最近给我寄来了他刚出版的

《千年楚菜》，稍微弥补了我心中的缺

憾。是书分为《千年楚菜》《寻觅楚菜》

《定义楚菜》三册。文涛兄用鲜活的文

字，细腻的文笔为我们烹饪了一道道大

菜小吃，让我读来特别过瘾。即使在饱

腹状态下，亦有大快朵颐的想法。

为探寻楚菜文化密码，锁定荆楚美

食基因。文涛兄耗费近十年的时间，寻

好食材，觅好菜品，对一些濒临灭绝的

食单进行了抢救性挖掘。他的行径，堪

称是当代版的美食徐霞客，他边行走，

边拍摄，边记录，将之细心整理，形成了

这洋洋洒洒的百万字著作。

楚菜源于古楚国，距今已有二千六

百多年历史，但随着风云变迁，有的菜

肴已不复存在，有的则散落于民间。文

涛兄出生厨艺世家，少时便立志做一

个有文化的厨子。经过努力，他创办了

“千年楚菜”餐厅，在他的匠心打造下，

餐厅很快成为了“网红”名店，但文涛

兄并没有沾沾自喜，他想从文化入手，

对楚菜展开系统性地研究。此后，他只

要一有时间，就会开车在湖北境内跑，

前后探访了湖北境内的四百多个乡

镇。他不仅是探寻楚菜的制法，还从食

材的挑选、食物的保鲜、菜品的器皿等

方面展开细致的考察，使古代的楚菜

焕发出新的魅力。

在《千年楚菜》中，文涛兄列举了湖

北境内一些特色老字号餐厅，并把餐厅

中的代表菜品与历史典故进行了描述，

并配以彩图，特别贴心的是，每篇文章

前面还有二维码，扫码后便可学习烹制

手法。文涛兄把技法毫无保留地展示出

来，可见其为人之善，为人之真，他的人

生字典里没有“秘籍”两字，他所想的是

如何把楚菜发扬光大，这种大度无私的

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寻觅楚菜》依然是以探访餐饮名

店的形式呈现经典楚菜，作为“压轴之

作”的《定义楚菜》则以文涛兄的创业过

程中的轶事为主，他在经营过程中，秉

承“精益求精”的原则，带领团队克服又

一个困难，推出了一道又一道精品菜

肴，不仅平民百姓前来来餐厅光顾，甚

至连奥运冠军杨威等诸多“大咖”也前

来打卡，这里面定然离不开他的坚守和

追求，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坚持做有记

忆的味道，再黑也不要怕，总会有一站

灯光守护着我”。

文涛兄行万里路，做千年楚菜，他

的这段经历已不仅是个体的兴趣爱好

了，更多地是为楚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

出了贡献。我想，他和楚菜的缘分，还会

继续下去。我亦坚信，他还会继续给我

们带来惊喜和感动。

有幸结缘潘绍东的中短篇小

说集《歌郎》，把我看入迷了，时不

时地忍不住发笑。笑是因为情节多

趣，因为潘绍东极具地方特色的语

言风格。我的老家是和他所在地相

距不远的，我湘阴，他汨罗。俗言“湘

汩一家亲”，一点都不夸张。所以，读

起来倍感亲切。这样的阅读体验是

我最欢欣的，可谓一路惊喜连连。

“《歌郎》由八部短篇和五部中

篇构成，共计三十一万字。它以汨

罗‘双江湾’的故事为原点，讲述了

近二十年来中国南方乡村和基层

官场的苦痛、挣扎、变迁和艰难自

持，用文学的方式诠释了绚烂楚文

化。”——百度如是介绍。

这本书已获第六届北京文学

奖和第五届毛泽东文学奖。每一篇

都是各有风采，令人爱不释手。在

此简单分享其中几篇：

主打篇《歌郎》是根据现实人物

原型创作的小说，讲的是乡下唱“夜

歌”的艺人向锁龙的故事。他年轻时

曾在四佬倌陪同下去相亲，穿的四

佬倌的新鞋。因地主家儿子的身份

相亲失败，之后要退还鞋子，但四佬

倌不要，只约定自己去世后向锁龙

一定要去给他唱夜歌。三十七年后，

向锁龙如约去唱夜歌。夜歌引来众

人追捧，如火如荼。第二天早上，有

人告知，在向锁龙休息的晚上，有位

强势的女夜歌郎来了，把其他人都

唱得败下阵来，必须请向锁龙赶快

前去救场。可向锁龙却不知为何迟

迟不肯前去与这稀罕的女歌郎相

斗。读完后，我迟迟走不出夜歌那清

凄独特的曲调氛围，也难以释怀对

夜歌郎的敬仰与不舍，以及对夜歌

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的沉醉。它是

稀缺的，显得那么新，可又那么旧。

明明是第一次来到读者面前，却仿

佛也是最后一次的道别。这美丽的

遗憾是如此动人心魄，足以唤醒人

们对于民间文艺的重视。

《我们不是坏人》这篇很有意

思，也最有共鸣。小说写的是农村

一群深陷“买码”赌博的村民之间

发生的欠账矛盾和最终妥善解决

的经过。体现了这群农村老百姓有

时虽然行事荒诞，却保有自身的行

事原则和为人处世的道德操守。其

细节描写得生动，令人捧腹之余又

不禁拍案叫绝。让多年前曾误入歧

途，也买过码的我犹如身临其境，

很有代入感。

《树林左边》写的是一对玩婚

外情的男女，在一次密林约会后偶

然走进一栋林中老屋。通过与屋主

人——一对老夫妻的短暂相处，得

到关于婚姻和人生的反思与内省

的经过。标题“树林左边”很有寓

意，向左还是向右是经常出现在我

们生活中的一种选择。这看似平常

的事，却有可能决定着命运的拐

点，而所有的选择都是建立在权衡

利弊之后。虽然作者并没有直说小

说中的男女主内心所想，但读者能

领悟到他们最终的选择。

《荷叶满塘》也给我留下深刻

的印象。写的是两位农村主妇，因

为与不争气的丈夫产生了矛盾与

隔阂，便私下商量一起离家出走，

到外地打工。而后两位丈夫带着怨

气一路寻妻。小说细致地描述了丈

夫们在寻妻的曲折过程中，面对现

实的妥协与改变。而妻子们在打工

求生的艰难过程中，观念虽从保守

到开放，却始终以维护家庭利益为

原则。这些描述很客观，很真实。作

品以十个人物名为小标题，串起了

整个事件。各有特点，各有立场。作

者只负责描摹人性，展示生活真面

目，没有隐含任何主观性的褒贬论

点。令读者读来酣畅淋漓，不由得

感叹：这才是生活！

因为生活的真面目并不是非

黑即白。黑与白交融的灰色区域也

是真实的一部分。潘绍东的作品是

客观呈现，态度中立，但总体传达

的依然是令人折服的正能量。他做

到了尊重现实、尊重人性、尊重“万

事情有可原”，这是令人敬佩的。

潘绍东能将平淡的细节描述

得极其生动。而其独特的文风，又

让作品焕发出一种令人迷醉的传

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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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灿若繁星的唐诗艺林中，不乏描写美食的绝妙好辞。这些既朗朗上口又意味

隽永的锦绣诗文，无不以脍炙人口的描写，道尽了国人对中华美食的喜爱。南京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吴健康的《寻味历史：当唐诗遇上美食》，以平易之笔，从浩瀚的唐

诗和怡人的美食中采撷芬芳，将唐诗中有关摹写美食的篇什，逐一罗列出来。既详细

介绍食物的烹制手法，又剖解美食背后的轶事典故，并配以相关的古代名画。于图文

辉映中，尽呈中华饮食的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