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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美食文化的深度发掘
())读施亮散文新著!吃的风度"

!

王慧骐

得施亮新著!吃的风度"#喜而阅之$

全书十五万字#收文四十一篇#大致分
作四块$ 第一部分侧重于美食史的推进与
演绎$ 既探讨%民以食为天&的渊源流长#

更以%古典小说中的酒&%食蟹之美&%蔬食
第一&%野蔬食趣&等为切入口#分门别类
介绍中国美食的庞大体系$ 第二部分再现
老北京历史沧桑中的饮食旧影#讲述百年
老店的起始'辉煌及轶事趣闻(其中不乏
知名历史人物的出场#透过食文化可一窥
时政风云之兴衰$ 第三部分将审美视野扩
至华夏诸多菜系#以较为准确的笔法对鲁
菜'徽菜'川菜'湘菜'杭帮菜'淮扬菜等进
行颇具专业水准的精当描述#甚至涵及普
通百姓日常所食如面条'馄饨'小笼汤包
等$ 第四部分是擅长表现美食的作家通常
较少涉及的内容#比如鸡尾酒'黄酒与红
酒的来历及妙处# 咖啡与品茗的种种雅
趣# 京城传统糕点和旧时消夏的冰碗冰
盘#甚至饼干'零食'包子'春卷'汤团等#

作者都有其独具视角的体验性考察$

该书的书腰印有%首席饮食国学读本&

字样#我的理解#当指其具备一定的学术
价值和作品所传递科学知识的相对可靠$

施亮做学问写文章一如其为人#实诚而厚
道$ 书中凡引经据典皆有出处#所发议论
或所提观点都以史实或亲身历验为基础$

同时更重要的是#作为已有三百多万字各

类著作问世的作家#施亮更懂得所谓国学
读本切勿沾染%掉书袋&的学究气$ 阅书可
发现# 每篇作品都有作者身影跃动其间#

他的所见所闻#他的亲身经历#他与此景
此物的因缘巧合))这就使得他笔下的
这些美食有了鲜明的个性烙印#具备了与
他人迥然有别的观照图像和审美发现$

比如!鱼#我所嗜也"#从 !史记 "关于
鱼的记载谈起#洋洋洒洒几千字#落脚点
仍在%我&和鱼的相知相交上$ 文中有一段
写%我&少年时*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随父母
至湖北咸宁向阳湖下放劳动# 生活异常艰
苦# 且不允许向当地农民购买农产品$ 后
来#%连里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

他们自己开伙$ 有着一手好厨艺的母亲悄
悄买来黑鱼#给全家人做%黑鱼两吃&#熘鱼
片的滑嫩和燉鱼汤的鲜美令 %我& 此生难
忘$ 文中细节丰满且具独家特点#于学说外
增添了可读性$ 在对各类美食从容不迫的
描述中# 恰到好处地糅进一些属于自己的
故事#使得文章浑然生出一份折射历史的
厚重之感$ 这是施亮这部新著不可忽略的
重要特色$

!吃的风度"#选做书名的这篇文章排
在全书首篇$ 该文前些年发表后被多家报
刊与网站转载#文中精彩片段被收入高考
语文%通关宝典&$ 其实#施亮探讨美食的
所有文字中#都流露出他对%吃&所持的种

种人生态度$ %吃的风度&里含有食者的基
本素质及美德的养成#食者的姿态与身段#

%吃&所透出的人之风骨与处世之道#甚至
是文化之于美食的影响及推广意义等$

施亮自幼浸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
的良好教育之中$ 由此书相关篇札中可
知# 施家那张颇有些来头的红木圆桌上#

曾是怎样地欢声笑语高朋满座,,,朱海
观#杨仲德#钱锺书'杨绛夫妇#李文俊#董
衡巽#董乐山'张佩芬夫妇#梅绍武'屠珍
夫妇等名望甚高的翻译家'学者#他们的
音容笑貌乃至道德文章#都成了施亮记忆
中的一道风景$ 我们看到的是谦谦君子的
彬彬有礼# 谈吐的风趣和举止的洒脱#而
绝无胡吃海喝或醉酒后的丑态百出$

!先生的餐桌"中#作者较为详尽地描
述了

69:;

年中秋节# 钱锺书和杨绛夫妇
*两位都是施亮父亲的老师+ 来家里作客
的场景$ 节前一周# 钱先生给父亲来电#

%父亲喜盈盈地将此消息告诉了母亲 #母
亲足足花了一周时间买菜与选料$ 特意从
一位高干家里借来了特供证#从特供商店
买来了鸡鸭'活鱼等等#烹制了一桌苏锡
风味的丰盛菜肴&$ 席间%钱先生吃得颇为
惬意#大快朵颐&#吃到最后#%打着饱嗝&#

还忍不住伸筷去夹冰糖肘子肉#%杨绛先
生在一旁用她的筷子轻轻一拨# 警告说#

锺书啊#不能再吃了#晚上又闹胃子疼啦$

钱先生嘿嘿憨笑一声# 筷子略缩了一下#

却仍然夹了一块瘦点的往嘴里去&$ 学者
在餐桌上毫不掩饰的憨态可掬跃然纸上$

施亮在书中所阐释并倡导的 %吃的
风度&#自然还包括他对%吃&文化之形态
旗帜鲜明的褒贬与取舍$ 他厌恶那种山
珍海味'觥筹交错'极尽奢华之能事的摆
阔气讲排场# 欣赏并推崇民国时便流行
开的三两好友%吃小馆&#推心置腹#酒酣
耳热 #尽兴而归$ 他举例说#鲁迅当年和
一学生同路归家#在一饭摊上吃荞麦条子
而觉着十分美味#他称之为%此乃一种优
雅#并不失文豪之风度&(还讲到汪曾祺去
西双版纳采风# 在一处傣族排档吃宵夜#

就着一瓶啤酒品尝%烤小鸡&#笑得跟孩子
似的#还模仿同行者的杭州话#翘着大拇
指说-%哉.真哉. &施亮对此幅画面给出的
评价是#%先生的童趣在这里表现得淋漓
尽致 &$ 以此观之 #在对中华美食文化勤
勉扎实的深耕细作之中#始终不忘传递其
一以贯之的平实'节俭和充满文人雅趣的
饮食观#大约是施亮这部新著先声夺人的
又一亮点$

开启现代美术史研究先河
)))阅十二卷!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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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二卷 #分别
为中国画史'油画史'版画史'雕塑
史'水彩/粉画史'连环画史'年画
史'宣传画史'漫画史'儿童美术
史'艺术设计史'美术理论史#按美
术门类品种专题研究'专题设卷#

每卷文字约十万言#除总序'卷首
语'引言'正文篇章外#附有相关文
献'年表'艺术家和史论家简历#以
及相关机构的沿革'成员名单等#

彩色精印#图文并茂$

该书自
4565

年起陆续出版$

每出一卷#笔者必展卷拜阅#阅后
不禁有感而发$

上海历来是美术重镇$ 迄今
保存下来最早的书法墨迹# 便是
松江的西晋文学家' 书法家陆机
草书!平复帖"#早于王羲之!兰亭
序"百余年#人称%南帖始祖&$源于
元代'盛于晚明#以董其昌为核心#

赵左'沈士充'顾正谊为骨干#开创
文人画新风的%松江画派&#在中国
美术史上有着独特地位$

上海开埠后# 在中西文化交
融的背景下#集合%三熊&#张熊%朱

熊%任熊$'任伯年'虚谷'吴昌硕等
江南画家精英# 于晚清民初形成
的创新型%海上画派&#更是影响大
江南北乃至日本等国$

民国时期#大批赴法'比'德等

国专攻西洋美术的学子相继学成
归国#云集沪上#使上海成为%洋画
运动&的中心$ 第一所引进西洋美
术教学体系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及其创刊的国内第一本以研究介
绍西洋美术为主的综合性杂志
!美术"#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中
华美育会& 及其创刊的国内第一
本美育学术月刊!美育"#第一个
漫画家团体%漫画会&及其创刊的
!上海漫画"周刊#第一个%中国工
商业美术作家协会& 及其出版的
国内第一部美术年鉴 !中国美术
年鉴"))许多建设新美术的%第
一&都发生在上海#使之成为国内
独一无二的美术门类品种齐全发

展的%美术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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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 上海的美术门
类品种如何继续发展0 有哪些成
就与教训0 这就是编撰出版!上海
现代美术史大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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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担的学术研究任务$

通阅全书#笔者切实感受到#

该书编撰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
和史料梳理#全方位'立体地归纳'

概括和总结了
69<9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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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共六十年上海美术全面发展的脉
络$ 这在全国是首创#开启了现代
美术史系列研究的先河$

上海是中国新美术的发源地
和摇篮# 这在第一代学者型西洋
画家陈抱一' 徐悲鸿等的论著中

早有定论$ 油画'水彩画'粉画'漫
画'新兴版画'工商美术设计'儿童
美术# 以及创新型中国画等都是
上海的亮点$ 上海又是连环画大
本营$ 用水彩擦笔艺术手法表现
的%月份牌&年画#则是上海的特
产$ 这些美术亮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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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
后的上海# 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光
彩夺目$ 尤其是连环画领域#贺友
直'程十发'刘旦宅等人物画大家#

都是在此期间成长# 在连环画创
作实践中磨练成才$ 这一时期上
海美术全面繁荣发展的一系列生
动事例#在!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

中有着充分表述$

从总体看#上海现代美术史发
展脉络#在继承原有上海美术资源
的基础上#形成了如下优良特色-

首先#%海派无派&$ 程十发首
提的%海派无派&已成上海美术界
共识$ %海派无派&指艺术形式'风
格'流派的多元化$ 上海画家之间#

虽因彼此美学追求不同而呈现艺
术个性'风格'流派各异#但彼此尊
重#互勉共进#形成上海美术百花
齐放'生机勃勃的局面$

其次# 上海美术界的重要特
征# 是注重主题性和思想性的历
史题材及现实题材的美术创作$

历经中华民族由落后挨打到今天
的社会主义强盛# 且身处信息量
广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美术家思

想敏锐#历史和时代意识强#自觉
投身重大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
美术创作# 许多从不同视角和以
多样艺术手法表现的重大历史题
材与现实题材美术作品# 引人注
目地相继在上海涌现$

第三#艺术市场与个人艺术创
作的关系处理较好$ 改革开放后#

艺术拍卖的%第一槌&由上海朵云
轩敲响$上海艺术市场的活跃引人
瞩目#但上海美术家依然坚持着自
己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追求$

第四#贺天健'刘海粟'程十
发'贺友直等大师级艺术家#都在
晚年将创作积累下来的艺术原作
和精心收藏的艺术品捐献给国
家$ 上海美术家的爱国情怀成为
美术界的楷模$

该书的编撰过程中# 还邀请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
多名研究生# 作为专题毕业论文
的任务#参与调研编撰工作$ 这一
做法# 不失为值得推行的培育美
术史学者的方法$

在此须指出的是#该书对若干
历史细节未能做到核实无误$例如
!版画卷"%引言&#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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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上海成立 %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

版画家陈烟桥被推举为九名执行委
员之一$事实是#陈烟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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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由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转学到上海
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所以不可能参
加在上海成立%左翼美联&的会议
而被选为执行委员$又如!版画卷"

将鲁迅于
69=6

年
:

月在上海主
办为期六天的%木刻讲习会&#多处
说成%木刻讲习所&#如此易使读
者将临时性的%讲习会&误解为固
定性常设机构%讲习所&$ 类似的
细节有误还可例举#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