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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淡淡為為美美」」————中中國國現現當當代代美美食食散散文文的的語語言言魅魅力力

賈賈赫赫  

摘摘  要要

中國對於飲食文化的探究，早在春秋時代就可見於文獻：「食色，性也。」1中國文人

對於美食的研究自古至今從未間斷過，飲食書寫自先秦至明清由簡到繁。而現當代文學描寫

美食的散文更是不在少數，文人墨客對於美食的描寫，一方面突顯了中國飲食文化的繁榮綺

麗，使飲食文化在文化史上自成一類；另一方面，美食散文所反映的文學性、藝術性以及美

學價值更是不可忽略。本文以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為指導，並以汪曾祺先生、梁實秋先

生、陸文夫先生的美食散文為例，探討中國現當代美食散文的語言魅力。

關關鍵鍵詞詞

飲食書寫  淡  汪曾祺  梁實秋  陸文夫

一、前言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許多理論是非常超前的。在與當代西方文論比較時，常常可以發

現兩者有不少相似之處，雖然不可同日而語，但為學術理論增添了豐富的內容。一方面，中

國古代文論是歷久彌新的，其中的許多精華之處也可以為今天的文學服務；另一方面，飲食

書寫是文化的體現，飲食文學所具備的豐富內涵值得人們探究。本文以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

理論「淡」來探究中國現當代美食散文的魅力，挖掘飲食文學的價值，結合兩者，推動以中

國古典文學批評理論為理論依據的中國文學評論，並加深對飲食書寫的重視。

二、「以淡為美」的審美傳統

                                              
1 （清）阮元：〈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卷 11，頁 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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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文文學學批批評評中中「「以以淡淡為為美美」」的的脈脈絡絡

「淡」並不是一個寡淡的形容詞，而是一個包含了許多豐富含義的詞。「淡」最初被老

子（約前 570-？）提升到哲學的高度，並成為審美範疇，「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

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2老子認為「淡」是最接近他核心思想「道」的一種中

和之味。這既遠離了感官刺激又沒有完全脫離感官的品質，最能從物質性狀抵達精神的極

限，那種若有若無、似無還有的狀態就近似於「無」，「無」就是「道」。3「淡」出現在魏晉

六朝時期鍾嶸（約 468-約 518）《詩品‧序》中：「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

理過其辭，淡乎寡味。」4可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崇尚的是語言形式之美，是詞語的

華麗。魏晉風靡一時的文體正是賦，這種需要華麗細膩的文體，要有詞藻的堆疊以及音

韻的華美，而不是「淡」。因此鍾嶸是並不看好陶淵明（352 或 365-427）所寫的詩，甚

至將其排在很低的位置，在《詩品》中屬「中品」。劉勰（約 465-約 520）則認為「繁采

寡情，味之必厭。」5反對只有文采而沒有情感的文學創作，開始對「淡」有了一定的接受，

如《文心雕龍．明詩》中「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6這裏的清麗，不同於以往評論家追求

的華麗，反而是一種獨具一格的風味。明代的文學家胡震亨（1569-1645），在其《唐音癸籖》

得出「大概中唐以後，稍厭精華，漸趨澹靜」的結論。7可見中唐、晚唐對於平淡的詩風沒

有明顯的好惡，但已經有向淡發展的趨勢。真正將「淡」發揮到極致的是宋朝，梅堯臣（1002-
1060）〈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作詩無古

今，惟造平淡難。」8對平淡的評價是極高的，他認為唯一的難處是平淡，這種平淡到極致

並不是沒有內容，而是表面平淡，實際有無窮意味之意，這種「淡」實在是綺麗絢爛的。如

宋周紫芝（1082-1155）《竹坡詩話》引蘇軾（1037-1101）語：「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

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澹。」9這裏的「淡」是一種返璞歸真的「淡」，是一種閱盡繁

花、洗盡鉛華的「淡」，是文學上的鍛鍊也是人生的經歷。「淡」與絢爛本身是相反並且完全

不同的東西，這裏將兩者相提並論，反而突顯了「淡」的張力。南宋葛立方（？-1164）《韻

語陽秋》云：「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10宋朝是一

個重視知識的時代，許多詩人文人寫作時喜歡炫技，多用典故以及一些不合時宜的引用，以

突顯其文章內涵深厚。葛立方之意，是真正意蘊深厚的作品，作者是具有濃厚的文化底蘊

的，從而可以不露痕跡地寫出自然平淡的感覺，這比簡單的知識堆疊更難。清朝張謙宜（1650-

                                              
2 （春秋）老子著，（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經》（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2。
3 劉劍：〈中國藝術範疇「淡」的流變〉，《廣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 10期，頁 144。
4 （南朝梁）鍾嶸：《詩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頁 36。
5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長沙：嶽麓書社，2004），頁 321。
6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頁 50。
7 （明）胡震亨：《唐音癸籖》（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卷 10，頁 85。
8 （宋）梅堯臣著，王雲五主編：《梅堯臣詩》（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頁 114。
9 （宋）周紫芝：《竹坡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2。
10 （南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頁 1。

1733）也贊同此種觀點，他在《絸齋詩談》中說道：「詩尚平淡，平淡正其絢爛處。」11可見

古往今來的許多評論家都認為「淡」反而最絢麗奪目。

談到「淡」就不得不提到「味」，兩者無法分開而論，而兩者都是抽象的概念。「味」是

一種領悟之後的道，這種奧妙超越簡單的文本表面，具有深刻的審美意藴。「味」中最精妙

高超的是「至味」，也就是「味外味」，這就與「淡」緊密聯繫起來。司空圖（837-908）〈與

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

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醋），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鹽），非不鹹也，

止於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

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

……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12

司空圖在這裏用了一個十分恰當的類比，鹽和醋本身的味道都是非常有限制的，鹽用到極致

也不過是鹹，醋用到極致也不過是酸，兩者都不再會有別的變化了。但是將兩者的整體味道

中和，最後的味道超越了本身的味道，整體的審美意藴超越了部分的審美意藴，便是味外之

味，而這就是「淡」。蘇軾更加嚴謹地詮釋這一理論，使其更具說服力。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評論了諸多古代大家，他認為「至味」就在「淡泊」之中，「至

味」與「淡泊」相輔相成，表面上沒有味道，沒有人可以明確的說出是酸還是鹹，但是在中

和之後，實際上有深層的含義。13這在文學評論中是甚為奇妙的，簡單的理解便是，「淡」就

是一種「至味」。評論文學作品，首先是語言形式之美，強調語言形式上的簡樸真誠，其次

是語言風格的簡單平淡，而最重要的一點，是「至味」上內涵豐富到極致，言有盡而意無窮，

波瀾壯闊盡在文字之下。

  蘇軾其他的文學評論中反覆地陳述了這一觀點，在〈送參廖師〉中說道：「鹹酸雜衆好，

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更當請。」14他認為這種融合是學不來的，是一種高超並且

難以概論的玄奇精妙的奧義，看似清淡，實則實美。因此「淡」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至味」，

是文學表達的一種高境界體現。

明代董其昌（1555-1637）將「淡」作為南北分宗論的立論根基，他以「淡」為藝術之

宗。15晚明袁宏道（1568-1610）在《敘咼氏家繩集》中將「淡」的內涵闡釋為不拘格套的性

靈抒發，「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濃者不復

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16「淡」與「性靈」有

                                              
11 傅璇琮、許逸民等主編：《中國詩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頁 230。
12 鄭奠、譚全基編：《古漢語修辭學資料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 146-147。
13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北京：中華書局，1962），中冊，頁 76。 
14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906-907。
15 劉劍：〈中國藝術範疇「淡」的流變〉，頁 147。
16 轉引自李建中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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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文文學學批批評評中中「「以以淡淡為為美美」」的的脈脈絡絡

「淡」並不是一個寡淡的形容詞，而是一個包含了許多豐富含義的詞。「淡」最初被老

子（約前 570-？）提升到哲學的高度，並成為審美範疇，「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

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2老子認為「淡」是最接近他核心思想「道」的一種中

和之味。這既遠離了感官刺激又沒有完全脫離感官的品質，最能從物質性狀抵達精神的極

限，那種若有若無、似無還有的狀態就近似於「無」，「無」就是「道」。3「淡」出現在魏晉

六朝時期鍾嶸（約 468-約 518）《詩品‧序》中：「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

理過其辭，淡乎寡味。」4可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崇尚的是語言形式之美，是詞語的

華麗。魏晉風靡一時的文體正是賦，這種需要華麗細膩的文體，要有詞藻的堆疊以及音

韻的華美，而不是「淡」。因此鍾嶸是並不看好陶淵明（352 或 365-427）所寫的詩，甚

至將其排在很低的位置，在《詩品》中屬「中品」。劉勰（約 465-約 520）則認為「繁采

寡情，味之必厭。」5反對只有文采而沒有情感的文學創作，開始對「淡」有了一定的接受，

如《文心雕龍．明詩》中「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6這裏的清麗，不同於以往評論家追求

的華麗，反而是一種獨具一格的風味。明代的文學家胡震亨（1569-1645），在其《唐音癸籖》

得出「大概中唐以後，稍厭精華，漸趨澹靜」的結論。7可見中唐、晚唐對於平淡的詩風沒

有明顯的好惡，但已經有向淡發展的趨勢。真正將「淡」發揮到極致的是宋朝，梅堯臣（1002-
1060）〈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作詩無古

今，惟造平淡難。」8對平淡的評價是極高的，他認為唯一的難處是平淡，這種平淡到極致

並不是沒有內容，而是表面平淡，實際有無窮意味之意，這種「淡」實在是綺麗絢爛的。如

宋周紫芝（1082-1155）《竹坡詩話》引蘇軾（1037-1101）語：「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

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澹。」9這裏的「淡」是一種返璞歸真的「淡」，是一種閱盡繁

花、洗盡鉛華的「淡」，是文學上的鍛鍊也是人生的經歷。「淡」與絢爛本身是相反並且完全

不同的東西，這裏將兩者相提並論，反而突顯了「淡」的張力。南宋葛立方（？-1164）《韻

語陽秋》云：「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10宋朝是一

個重視知識的時代，許多詩人文人寫作時喜歡炫技，多用典故以及一些不合時宜的引用，以

突顯其文章內涵深厚。葛立方之意，是真正意蘊深厚的作品，作者是具有濃厚的文化底蘊

的，從而可以不露痕跡地寫出自然平淡的感覺，這比簡單的知識堆疊更難。清朝張謙宜（1650-

                                              
2 （春秋）老子著，（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經》（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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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也贊同此種觀點，他在《絸齋詩談》中說道：「詩尚平淡，平淡正其絢爛處。」11可見

古往今來的許多評論家都認為「淡」反而最絢麗奪目。

談到「淡」就不得不提到「味」，兩者無法分開而論，而兩者都是抽象的概念。「味」是

一種領悟之後的道，這種奧妙超越簡單的文本表面，具有深刻的審美意藴。「味」中最精妙

高超的是「至味」，也就是「味外味」，這就與「淡」緊密聯繫起來。司空圖（837-908）〈與

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

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醋），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鹽），非不鹹也，

止於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

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

……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12

司空圖在這裏用了一個十分恰當的類比，鹽和醋本身的味道都是非常有限制的，鹽用到極致

也不過是鹹，醋用到極致也不過是酸，兩者都不再會有別的變化了。但是將兩者的整體味道

中和，最後的味道超越了本身的味道，整體的審美意藴超越了部分的審美意藴，便是味外之

味，而這就是「淡」。蘇軾更加嚴謹地詮釋這一理論，使其更具說服力。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評論了諸多古代大家，他認為「至味」就在「淡泊」之中，「至

味」與「淡泊」相輔相成，表面上沒有味道，沒有人可以明確的說出是酸還是鹹，但是在中

和之後，實際上有深層的含義。13這在文學評論中是甚為奇妙的，簡單的理解便是，「淡」就

是一種「至味」。評論文學作品，首先是語言形式之美，強調語言形式上的簡樸真誠，其次

是語言風格的簡單平淡，而最重要的一點，是「至味」上內涵豐富到極致，言有盡而意無窮，

波瀾壯闊盡在文字之下。

  蘇軾其他的文學評論中反覆地陳述了這一觀點，在〈送參廖師〉中說道：「鹹酸雜衆好，

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更當請。」14他認為這種融合是學不來的，是一種高超並且

難以概論的玄奇精妙的奧義，看似清淡，實則實美。因此「淡」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至味」，

是文學表達的一種高境界體現。

明代董其昌（1555-1637）將「淡」作為南北分宗論的立論根基，他以「淡」為藝術之

宗。15晚明袁宏道（1568-1610）在《敘咼氏家繩集》中將「淡」的內涵闡釋為不拘格套的性

靈抒發，「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濃者不復

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16「淡」與「性靈」有

                                              
11 傅璇琮、許逸民等主編：《中國詩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頁 230。
12 鄭奠、譚全基編：《古漢語修辭學資料匯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 146-147。
13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北京：中華書局，1962），中冊，頁 76。 
14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906-907。
15 劉劍：〈中國藝術範疇「淡」的流變〉，頁 147。
16 轉引自李建中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頁 200。



賈赫126

着不可分割的關係，繼承了前代對於「淡」的認識，袁宏道也認為「淡」是不可以刻意營造

的，而這種不可由外力影響的「淡」，才是文章的真正氣質與靈氣，即「文之真性靈」。而將

「性靈」這一學說發揚光大的袁枚（1716-1798），其實也是受了公安三袁（袁宗道，1560-
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5-1630）的影響。

（（二二））「「淡淡」」在在飲飲食食書書寫寫中中的的歷歷史史

  先秦文人的飲食書寫，多是藉由食物話語闡明哲學理論，諷喻政治或表述思想及文學創

作理論，如《呂氏春秋‧本味篇》中伊尹勸諫商湯，乍看描述了各種人間至味，實則道出尋

求至味，在於成為仁義的君主。先秦諸子的飲食書寫多以形而上學的理論支持，「至味」在

這裏是「淡」，是哲學家最高的追求。先秦「淡」在關於飲食的飲食書寫中就是最高的標準，

因此「淡」在飲食書寫中佔據了重要位置。

  宋朝，市民文化的興起促使飲食文化相關的書籍大量湧現，文人化的飲食書寫在這一時

期佔據了重要地位。南宋林洪（1369-？）的《山家清供》重在一個「清」字，這裏不僅有

味覺感官的「清味」，還有涉及思想層面較多的「清供」。17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具有文

人化書寫的意圖，將飲食書寫淬煉出高尚的道德情操，通過引用大量的詩句以顯其文學性，

如在描寫「黃金雞」就引用李白（701-762）的詩句「堂上十分綠醑酒，杯中一味黃金雞。」
18林洪在許多食材記述中，都不會漏落相關的文學創作，因此《山家清供》可以看作是文人

化飲食書寫的重要著作。「清」與「淡」十分相近，可以看作是「淡」的變體，因為林洪在

飲食書寫中的追求的「清」，實則是一種生於「淡」的概念。

明末清初文學家李漁（1611-1680）所作《閒情偶寄》提出了味覺中最高的等級「至味」

——鮮，他在〈肉食第三‧魚〉中說道：

魚則必須活養，候客至旋烹。魚之至味在鮮，而鮮之至味，又只在初熟離釜之片刻，

若先烹以待，是使魚之至美，發泄於空虛無人之境；待客至而再經火氣，猶冷飯之

復炊，殘酒之再熱，有其形而無其質矣。19

李漁追求的「至味」就是鮮。這種鮮不僅是食材本身的新鮮，還需要針對不同食材採取不同

製作方法，才能得到這人間至味「鮮」。「鮮」在這裏不同於「淡」，但是李漁飲食書寫所具

有的深刻內涵符合「淡」的特色，即內涵的豐富。

這種包藴着濃厚文化的飲食書寫，到清代更被發揚光大，清代不僅沿襲了飲食書寫的文

人化傳統，還將之推向了一個頂峰。

袁枚的《隨園食單》在中國飲食文化史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袁枚本身對於飲食就有非

                                              
17 陳元朋：〈追求飲食之清——以《山家清供》為主體的個案觀察〉，《中國飲食文化》第 3卷第 1期（2007

年），頁 6。
18 （南宋）林洪：《山家清供》（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上〈黃金雞〉，頁 5。
19 （清）李漁著，單錦珩校點：《閒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卷 5，頁 232。

常濃厚的興趣。他與晚明的文人有許多相似之處，其肆意自由又受晚明公安三袁與李贄「性

靈說」的影響，所作文章十分真性情，緊致淡然，又有小品文的精緻與雋永。袁枚所寫的豆

腐菜單〈程立萬豆腐〉宛如一篇小品文：

其腐兩面黃乾，無絲毫滷汁，微有虫車虫敖鮮味。然盤中並無虫車虫敖及他雜物也。

次日告查宣門，查曰:「我能之!我當特請。」已而，同杭董浦同食於查家，則上箸大

笑。乃純是雞雀腦為之，並非真豆腐，肥膩難耐矣。其費十倍於程，而味遠不及也。
20

兩面金黃的豆腐包含着各種鮮味，但又看不到材料，令人好奇。袁枚的「淡」體現在他緊致

淡然的書寫，以及「淡」背後豐富的思想內涵，「淡」就是「至味」，而袁枚不但論述了自己

所認可的「至味」，他高尚的審美情操以及正直的價值觀也蘊含在飲食書寫中的，因此也是

一種「至味」。

民國時代則是一個美食懷舊的時代，如黄子平所說，周作人（1885-1967）談〈故鄉的

野菜〉，引用《西湖遊覽志》、《清嘉錄》乃至《本草綱目》；梁實秋（1903-1987）《雅舍談吃》

所引古籍與近人著作不下二十種。21但是，除懷舊之外，現當代文人的飲食書寫不僅繼承了

古代飲食書寫的優良傳統，還增添了不同的風采，獨有屬於自己的語言特色與魅力，為文學

與飲食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值得人們關注與探究。但「淡」的內涵一直貫穿始終，從宋朝

開始的文人化飲食書寫，到李漁與袁枚的飲食書寫，現代作家很好地繼承了飲食書寫的精

華，寫出了美食散文的魅力。

（（三三））「「以以淡淡為為美美」」對對飲飲食食書書寫寫的的影影響響

文學評論中的「至味」、「淡」，自古以來在飲食書寫中都有體現，無論飲食書寫的主題

如何地變化，古往今來飲食書寫所寫的都是一種「至味」。「至味」與「淡」是互為表裏的關

係，簡單地說，「淡」到極致就是「至味」，「至味」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淡」，而飲食書寫

就是書寫人間美食。在這些飲食書寫中，「淡」一直影響並指導着飲食書寫。

現當代美食散文的語言魅力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淡」、「至味」有着不可分割的關

係，「淡」指導飲食書寫，本文所選的三位作家的飲食書寫是前承明清的傳統而來，行文風

格簡淡質樸，內涵平淡深厚，在現當代美食散文中佔據重要地位，十分具有代表性。

「淡」本身是一個與感官相關的形容詞，可以形容食物，但在這裏，「淡」一語多關，

既是包含了前文所說的豐富綺麗的內涵，也是中和天下之味的「至味」；既是語言形式及語

言風格的質樸平淡，也是在內涵上豐富到極致的最高境界。因此本文討論的「淡」的定義如

下：第一，語言形式、語言風格的質樸平淡；第二，形式上雖然簡單平淡，但內涵豐富、綺

                                              
20 （清）袁枚著，王中英標點，王英志校訂：《隨園食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 53。
21 黄子平：〈故鄉的食物：現代文人散文中的味覺記憶〉，《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

4期，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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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可分割的關係，繼承了前代對於「淡」的認識，袁宏道也認為「淡」是不可以刻意營造

的，而這種不可由外力影響的「淡」，才是文章的真正氣質與靈氣，即「文之真性靈」。而將

「性靈」這一學說發揚光大的袁枚（1716-1798），其實也是受了公安三袁（袁宗道，1560-
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5-1630）的影響。

（（二二））「「淡淡」」在在飲飲食食書書寫寫中中的的歷歷史史

  先秦文人的飲食書寫，多是藉由食物話語闡明哲學理論，諷喻政治或表述思想及文學創

作理論，如《呂氏春秋‧本味篇》中伊尹勸諫商湯，乍看描述了各種人間至味，實則道出尋

求至味，在於成為仁義的君主。先秦諸子的飲食書寫多以形而上學的理論支持，「至味」在

這裏是「淡」，是哲學家最高的追求。先秦「淡」在關於飲食的飲食書寫中就是最高的標準，

因此「淡」在飲食書寫中佔據了重要位置。

  宋朝，市民文化的興起促使飲食文化相關的書籍大量湧現，文人化的飲食書寫在這一時

期佔據了重要地位。南宋林洪（1369-？）的《山家清供》重在一個「清」字，這裏不僅有

味覺感官的「清味」，還有涉及思想層面較多的「清供」。17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具有文

人化書寫的意圖，將飲食書寫淬煉出高尚的道德情操，通過引用大量的詩句以顯其文學性，

如在描寫「黃金雞」就引用李白（701-762）的詩句「堂上十分綠醑酒，杯中一味黃金雞。」
18林洪在許多食材記述中，都不會漏落相關的文學創作，因此《山家清供》可以看作是文人

化飲食書寫的重要著作。「清」與「淡」十分相近，可以看作是「淡」的變體，因為林洪在

飲食書寫中的追求的「清」，實則是一種生於「淡」的概念。

明末清初文學家李漁（1611-1680）所作《閒情偶寄》提出了味覺中最高的等級「至味」

——鮮，他在〈肉食第三‧魚〉中說道：

魚則必須活養，候客至旋烹。魚之至味在鮮，而鮮之至味，又只在初熟離釜之片刻，

若先烹以待，是使魚之至美，發泄於空虛無人之境；待客至而再經火氣，猶冷飯之

復炊，殘酒之再熱，有其形而無其質矣。19

李漁追求的「至味」就是鮮。這種鮮不僅是食材本身的新鮮，還需要針對不同食材採取不同

製作方法，才能得到這人間至味「鮮」。「鮮」在這裏不同於「淡」，但是李漁飲食書寫所具

有的深刻內涵符合「淡」的特色，即內涵的豐富。

這種包藴着濃厚文化的飲食書寫，到清代更被發揚光大，清代不僅沿襲了飲食書寫的文

人化傳統，還將之推向了一個頂峰。

袁枚的《隨園食單》在中國飲食文化史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袁枚本身對於飲食就有非

                                              
17 陳元朋：〈追求飲食之清——以《山家清供》為主體的個案觀察〉，《中國飲食文化》第 3卷第 1期（2007

年），頁 6。
18 （南宋）林洪：《山家清供》（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上〈黃金雞〉，頁 5。
19 （清）李漁著，單錦珩校點：《閒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卷 5，頁 232。

常濃厚的興趣。他與晚明的文人有許多相似之處，其肆意自由又受晚明公安三袁與李贄「性

靈說」的影響，所作文章十分真性情，緊致淡然，又有小品文的精緻與雋永。袁枚所寫的豆

腐菜單〈程立萬豆腐〉宛如一篇小品文：

其腐兩面黃乾，無絲毫滷汁，微有虫車虫敖鮮味。然盤中並無虫車虫敖及他雜物也。

次日告查宣門，查曰:「我能之!我當特請。」已而，同杭董浦同食於查家，則上箸大

笑。乃純是雞雀腦為之，並非真豆腐，肥膩難耐矣。其費十倍於程，而味遠不及也。
20

兩面金黃的豆腐包含着各種鮮味，但又看不到材料，令人好奇。袁枚的「淡」體現在他緊致

淡然的書寫，以及「淡」背後豐富的思想內涵，「淡」就是「至味」，而袁枚不但論述了自己

所認可的「至味」，他高尚的審美情操以及正直的價值觀也蘊含在飲食書寫中的，因此也是

一種「至味」。

民國時代則是一個美食懷舊的時代，如黄子平所說，周作人（1885-1967）談〈故鄉的

野菜〉，引用《西湖遊覽志》、《清嘉錄》乃至《本草綱目》；梁實秋（1903-1987）《雅舍談吃》

所引古籍與近人著作不下二十種。21但是，除懷舊之外，現當代文人的飲食書寫不僅繼承了

古代飲食書寫的優良傳統，還增添了不同的風采，獨有屬於自己的語言特色與魅力，為文學

與飲食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值得人們關注與探究。但「淡」的內涵一直貫穿始終，從宋朝

開始的文人化飲食書寫，到李漁與袁枚的飲食書寫，現代作家很好地繼承了飲食書寫的精

華，寫出了美食散文的魅力。

（（三三））「「以以淡淡為為美美」」對對飲飲食食書書寫寫的的影影響響

文學評論中的「至味」、「淡」，自古以來在飲食書寫中都有體現，無論飲食書寫的主題

如何地變化，古往今來飲食書寫所寫的都是一種「至味」。「至味」與「淡」是互為表裏的關

係，簡單地說，「淡」到極致就是「至味」，「至味」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淡」，而飲食書寫

就是書寫人間美食。在這些飲食書寫中，「淡」一直影響並指導着飲食書寫。

現當代美食散文的語言魅力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淡」、「至味」有着不可分割的關

係，「淡」指導飲食書寫，本文所選的三位作家的飲食書寫是前承明清的傳統而來，行文風

格簡淡質樸，內涵平淡深厚，在現當代美食散文中佔據重要地位，十分具有代表性。

「淡」本身是一個與感官相關的形容詞，可以形容食物，但在這裏，「淡」一語多關，

既是包含了前文所說的豐富綺麗的內涵，也是中和天下之味的「至味」；既是語言形式及語

言風格的質樸平淡，也是在內涵上豐富到極致的最高境界。因此本文討論的「淡」的定義如

下：第一，語言形式、語言風格的質樸平淡；第二，形式上雖然簡單平淡，但內涵豐富、綺

                                              
20 （清）袁枚著，王中英標點，王英志校訂：《隨園食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 53。
21 黄子平：〈故鄉的食物：現代文人散文中的味覺記憶〉，《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

4期，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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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絢爛；第三，融會貫通，有中和之美，是「至味」，也是「味外味」；第四，「淡」廣納如

性靈說等文學評論，不刻意營造的真情流露。那麼「淡」是如何影響了飲食書寫的歷史又在

現當代散文中熠熠生輝，三位文學大家為代表人物為我們揭開這個謎底。以下首先介紹「淡」

如何影響飲食書寫，而現當代的飲食書寫又是沿襲古代飲食書寫而成的，是一脈相承的關

係，影響了飲食書寫，然後「淡」影響現代美食散文，並成為飲食書寫的一種風格。

三、「以淡為美」——陸文夫飲食文學的語言魅力 

陸文夫（1927-2005）先生的散文非常像明清小品文，不但形式上像，內容上也像。這

一點很好地繼承了明清以來飲食書寫的優良傳統，而且陸文夫先生不斷推陳出新，結合現代

的美食環境，寫出屬於現代美食的特色與風味。陸文夫先生寫美食散文的形式與語言風格上

一貫是「淡」，在〈姑蘇菜藝〉中有這樣一段：

蘇州的家常菜中常用雪裏蕻燒鱖魚湯，再加一點冬筍片和火腿片。如果我有機會在

蘇州的飯店做東或陪客的話，我常常指明要一只雪裏蕻大湯鱖魚，中外賓客食之無

不讚美。鱖魚雪菜湯雖然不像鱸魚蒓菜那麼名貴，卻也頗有田園和民間的風味。順

便說一句，名貴的菜不一定是鮮美的，只是因為其有名或價錢貴而已。22

陸文夫在描繪美食的時候並沒有使用過多的筆墨，而是通過中外賓客的反應說明美食的美

味，其文字風格是簡雅拙淡的。可見陸文夫不見得要大寫特寫這美食的味道，反而是這種克

制的「淡」寫更引人入勝。後面的敘述則與李漁、袁枚的飲食書寫有異曲同工之妙，那就是

不要以食材的貴賤來判別美食。不同的風格各有千秋，田園和民間的都別有一番風味。在對

浪費的觀點上陸文夫與前人也是一樣的，如〈吃喝之道〉云：

絕不是像現在這樣，幾十隻菜一齊上，盆子壓在盆子上，杯盤狼籍，一半是浪費。
23

可見陸文夫先生對浪費是非常抵制的，認為應該適可而止。

陸文夫先生的許多美食散文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內涵，這就是「淡」背後的思想內涵，是

一種「至味」的體現，如〈吃喝之外〉對於情境的要求：

弄到後來，我覺得許多人在吃喝的方面都忽略了一樁十分重要的事情，即大家只研

究美酒佳肴，卻忽略了吃喝時的那種境界，或稱為環境、處境、心境等等。此種虛

詞不在酒菜之列，菜單上當然是找不到的，可是對於一個有文化的食客來講，虛的

                                              
22 陸文夫：《深巷裏的琵琶聲：陸文夫散文百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頁 172。
23 陸文夫：《深巷裏的琵琶聲：陸文夫散文百篇》，頁 158。

往往影響着實的，特別決定着對某種食品久遠、美好的記憶。24

陸文夫先生對美食的本質似乎已經看得很透徹了，人生最重要的是生活的情趣和感情，這些

都是構成美食佳餚的必要條件。這種人生觀可以不斷創造美好的記憶，是人生經歷的最好輔

助。因此「淡」不僅表現在表面的典雅樸淡，還有更多的則是在文章背後，文化與人生層面

的「至味」真理。

四、汪曾祺美食散文的語言魅力

文學美食界素有「南陸北汪」之稱，陸文夫寫作手法的確與汪曾祺（1920-1997）有相

似之處。

（（一一））語語言言形形式式之之「「淡淡」」

1. 動動詞詞運運用用得得簡簡單單準準確確

汪曾祺先生所寫的美食散文，其語言形式是非常簡樸淡然的，這種「淡」是對於所描寫

的美食有充分地了解，可以散淡地隨意談上幾句就可以通過細節展現出食物的特別之處，所

寫美食都可以信手拈來。汪曾祺先生動詞用得十分準確，用了這個動詞之後無法再換其他動

詞，這是一種語言的境界，看似最簡單實則也最難。汪曾祺先生動詞運用得簡單準確，幾個

簡單的動詞「淡」而代過，正體現了語言形式上的質樸——「淡」。比如〈故鄉的食物〉中

關於「炒米和焦屑」有這樣一段話：

糊鍋巴磨成粉末，就是焦屑。我們那裏，餐餐吃米飯，頓頓有鍋巴。把飯鏟出來，

鍋巴用小火烘焦，起出來，捲成一卷，存着。鍋巴是不會壞的，不發餿，不長霉。

攢夠一定的數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來。焦屑也像炒米一樣，用開水沖沖，

就能吃了。焦屑調勻後成糊狀有點像北方的炒麵，但比炒麵爽口。25

這裏是一段對於焦屑制作過程和食用方法的描寫，汪曾祺先生用了幾個動詞就白描出了這

炒米的做法，平淡卻有力；而吃法則簡單直接，充分體現了「淡」，沒有修飾卻鏗鏘有力，

真實實在，兩者詳略得當，互相結合，使人有一探究竟的欲望。

2. 形形容容詞詞運運用用得得淡淡然然自自在在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寫美食散文如同畫家一樣的美食家、文學家，他介紹美食時如同手持

多種多樣的畫筆，有工筆的白描，有潑墨一樣彩虹般顏色的渲染，但是整體呈現的是「淡」

                                              
24 陸文夫：《深巷裏的琵琶聲：陸文夫散文百篇》，頁 164。
25 汪曾祺：〈故鄉的食物〉，載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談食錄——五味（修訂版）》（北京：京華出版社，

2007），頁 121。



「以淡為美」——中國現當代美食散文的語言魅力 129

麗絢爛；第三，融會貫通，有中和之美，是「至味」，也是「味外味」；第四，「淡」廣納如

性靈說等文學評論，不刻意營造的真情流露。那麼「淡」是如何影響了飲食書寫的歷史又在

現當代散文中熠熠生輝，三位文學大家為代表人物為我們揭開這個謎底。以下首先介紹「淡」

如何影響飲食書寫，而現當代的飲食書寫又是沿襲古代飲食書寫而成的，是一脈相承的關

係，影響了飲食書寫，然後「淡」影響現代美食散文，並成為飲食書寫的一種風格。

三、「以淡為美」——陸文夫飲食文學的語言魅力 

陸文夫（1927-2005）先生的散文非常像明清小品文，不但形式上像，內容上也像。這

一點很好地繼承了明清以來飲食書寫的優良傳統，而且陸文夫先生不斷推陳出新，結合現代

的美食環境，寫出屬於現代美食的特色與風味。陸文夫先生寫美食散文的形式與語言風格上

一貫是「淡」，在〈姑蘇菜藝〉中有這樣一段：

蘇州的家常菜中常用雪裏蕻燒鱖魚湯，再加一點冬筍片和火腿片。如果我有機會在

蘇州的飯店做東或陪客的話，我常常指明要一只雪裏蕻大湯鱖魚，中外賓客食之無

不讚美。鱖魚雪菜湯雖然不像鱸魚蒓菜那麼名貴，卻也頗有田園和民間的風味。順

便說一句，名貴的菜不一定是鮮美的，只是因為其有名或價錢貴而已。22

陸文夫在描繪美食的時候並沒有使用過多的筆墨，而是通過中外賓客的反應說明美食的美

味，其文字風格是簡雅拙淡的。可見陸文夫不見得要大寫特寫這美食的味道，反而是這種克

制的「淡」寫更引人入勝。後面的敘述則與李漁、袁枚的飲食書寫有異曲同工之妙，那就是

不要以食材的貴賤來判別美食。不同的風格各有千秋，田園和民間的都別有一番風味。在對

浪費的觀點上陸文夫與前人也是一樣的，如〈吃喝之道〉云：

絕不是像現在這樣，幾十隻菜一齊上，盆子壓在盆子上，杯盤狼籍，一半是浪費。
23

可見陸文夫先生對浪費是非常抵制的，認為應該適可而止。

陸文夫先生的許多美食散文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內涵，這就是「淡」背後的思想內涵，是

一種「至味」的體現，如〈吃喝之外〉對於情境的要求：

弄到後來，我覺得許多人在吃喝的方面都忽略了一樁十分重要的事情，即大家只研

究美酒佳肴，卻忽略了吃喝時的那種境界，或稱為環境、處境、心境等等。此種虛

詞不在酒菜之列，菜單上當然是找不到的，可是對於一個有文化的食客來講，虛的

                                              
22 陸文夫：《深巷裏的琵琶聲：陸文夫散文百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頁 172。
23 陸文夫：《深巷裏的琵琶聲：陸文夫散文百篇》，頁 158。

往往影響着實的，特別決定着對某種食品久遠、美好的記憶。24

陸文夫先生對美食的本質似乎已經看得很透徹了，人生最重要的是生活的情趣和感情，這些

都是構成美食佳餚的必要條件。這種人生觀可以不斷創造美好的記憶，是人生經歷的最好輔

助。因此「淡」不僅表現在表面的典雅樸淡，還有更多的則是在文章背後，文化與人生層面

的「至味」真理。

四、汪曾祺美食散文的語言魅力

文學美食界素有「南陸北汪」之稱，陸文夫寫作手法的確與汪曾祺（1920-1997）有相

似之處。

（（一一））語語言言形形式式之之「「淡淡」」

1. 動動詞詞運運用用得得簡簡單單準準確確

汪曾祺先生所寫的美食散文，其語言形式是非常簡樸淡然的，這種「淡」是對於所描寫

的美食有充分地了解，可以散淡地隨意談上幾句就可以通過細節展現出食物的特別之處，所

寫美食都可以信手拈來。汪曾祺先生動詞用得十分準確，用了這個動詞之後無法再換其他動

詞，這是一種語言的境界，看似最簡單實則也最難。汪曾祺先生動詞運用得簡單準確，幾個

簡單的動詞「淡」而代過，正體現了語言形式上的質樸——「淡」。比如〈故鄉的食物〉中

關於「炒米和焦屑」有這樣一段話：

糊鍋巴磨成粉末，就是焦屑。我們那裏，餐餐吃米飯，頓頓有鍋巴。把飯鏟出來，

鍋巴用小火烘焦，起出來，捲成一卷，存着。鍋巴是不會壞的，不發餿，不長霉。

攢夠一定的數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來。焦屑也像炒米一樣，用開水沖沖，

就能吃了。焦屑調勻後成糊狀有點像北方的炒麵，但比炒麵爽口。25

這裏是一段對於焦屑制作過程和食用方法的描寫，汪曾祺先生用了幾個動詞就白描出了這

炒米的做法，平淡卻有力；而吃法則簡單直接，充分體現了「淡」，沒有修飾卻鏗鏘有力，

真實實在，兩者詳略得當，互相結合，使人有一探究竟的欲望。

2. 形形容容詞詞運運用用得得淡淡然然自自在在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寫美食散文如同畫家一樣的美食家、文學家，他介紹美食時如同手持

多種多樣的畫筆，有工筆的白描，有潑墨一樣彩虹般顏色的渲染，但是整體呈現的是「淡」

                                              
24 陸文夫：《深巷裏的琵琶聲：陸文夫散文百篇》，頁 164。
25 汪曾祺：〈故鄉的食物〉，載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談食錄——五味（修訂版）》（北京：京華出版社，

2007），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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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的中和之美，完美地融合了各種滋味的「淡」。這裏並沒有過多的炫技華麗之感，而是

以簡淡的詞語形容，體現了汪曾祺先生簡單的「淡」中充滿了絢爛之感，將美食描寫得淋漓

盡致。

比如〈故鄉的食物〉中的「鹹菜茨菇湯」裏有一段形容詞，節制、準確卻細膩，令人回

味：「腌了四五天的新鹹菜很好吃，不鹹，細、嫩、脆、甜，難可比擬。」26這幾個字的形容

將鹹菜的色、香、味、質地、形狀都包含進去了，但是言簡意賅，沒有拖沓，簡練準確卻令

人回味無窮。再如「硨螯殼稍呈三角形，質堅，白如細瓷，而有各種顏色的弧形花斑，有淺

紫的，有暗紅的，有赭石，墨藍的，很好看。」27食物的顏色像一幅拼圖，無論是從色彩的

明暗交接還是冷暖相宜，都讓人覺得舒服自然，真實準確。好像自己說不出的顏色在汪曾祺

先生這裏就被輕易地描摹了出來，語言令人欣慰自在。

3. 修修辭辭手手法法的的自自然然真真實實

  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中，修辭手法用得自然真實，渾然一體，很難讓人注意到這裏其

實是運用了修辭手法的，絲毫沒有造作之感，體現了「淡」的本意；比喻擬人隨意地嵌套，

用爐火純青的技巧對食物進行對比和襯托。這就體現了「淡」的兩方面：一方面是風格上的

簡樸，另一方面則是「淡」背後的絢麗奪目，簡單自然的書寫反而帶來繽紛多彩的內蘊。

比如〈蘿蔔〉：

蘿蔔所惠於中國人者亦大矣。美國有小紅蘿蔔，大如元宵，皮色鮮紅可愛，吃起來則

淡而無味。異域得此，聊勝於無。愛倫堡小說寫幾個藝術家吃奶油蘸蘿蔔，喝伏特加，

不知是不是這種紅蘿蔔。我在愛荷華南朝鮮人開的菜鋪的倉庫裏看到一堆心裏美，大

喜。28

只有這短短一段話，卻包含了多種寫作手法。「大如元宵」運用了比喻的修辭手法，「鮮紅可

愛」用詞準確，使紅蘿蔔的形象躍然紙上，「異域得此，聊勝於無」頗有幾分古文的意味，

博古通今，而加入美國蘿蔔的書寫增添了幾分趣味性，而「心裏美」一詞則沿用了之前蘿蔔

的叫法，形象地展現了蘿蔔的特色。短短一段話多種不同的寫作手法互相輝映。沒有一絲一

毫刻意的痕跡，倒是拿出來分析破壞了原有的美感，使人不得不驚嘆於語言大師精湛的語言

魅力。

（（二二））語語言言風風格格之之「「淡淡」」

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給人的第一感覺絕不是濃妝艷抹的，而是一種恰到好處的「淡」。

語言風格非常的平實自然，沒有過多的語言技巧，也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的痕跡，是一種打動

                                              
26 汪曾祺：〈故鄉的食物〉，頁 124。
27 汪曾祺：〈故鄉的食物〉，頁 126。
28 汪曾祺：〈蘿蔔〉，載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談食錄——五味（修訂版）》，頁 143。

人心、引人入勝的書寫。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之所以獲得大家共同的讚賞，是因為汪曾祺

先生將美食散文寫活了，讀者在汪曾祺先生淡淡的描述之下，有想要一探究竟的慾望。汪曾

祺先生所寫的美食離生活很近，都是生活中最簡單樸實的美味，除此之外，他的語言也十分

平易近人，多用生活化的語言，淺顯易懂卻又獨具特色的方言，日常說話隨便樸實的口頭

語，半文半白言簡意賅的文言與白話的交織。這些看似最平淡的語言給讀者「淡」的感受，

蘊含着很多層次的質感。

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與陸文夫先生、梁實秋先生共同的特徵是使用大量的引用，通

讀下來銜接得非常自然，沒有複雜難懂的內容，都是十分平易近人的「淡」，是不經意間提

出來絲絲縷縷的聯繫。這種敘述將汪曾祺先生語言風格上的「淡」最大化，整篇文章渾然一

體，讓人察覺不到是引用，從而形成一種典故的主角就是汪曾祺先生的感覺。

〈故鄉的食物〉提到：

小時候《板橋家書》：「天寒冰凍時暮，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

以醬薑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覺得很親切。鄭板橋是興化人，我的家鄉是高

郵，風氣相似。這樣的感情，是外地人們不易領會的。29

文中引用的古文後再穿插作者獨特的感情經歷，不禁令人動容，但是沒有過多的煽情，只是

平實簡單的敘述，體現了「淡」的特徵，如同一個老人向故人娓娓道來一件稀鬆小事，表達

克制，但其中包含的情感絕對是飽滿的。此外，還有：

讀蘇東坡〈惠崇春江晚景〉詩：「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蔞蒿生於水邊，與蘆芽為伴，分明是我的家鄉人所吃的蔞

蒿，非白蒿。30

提到的詩都有幾分熟悉，讀起來也是趣味盎然；文韻悠長，倒像是幾分「淡」中帶着鄰家的

味道。在別的文章中說到「醬」還提到了《說文解字》、《周禮》、《論衡》和《齊民要術》，

說到葫蘆還有《辭海》……但如果只有這樣的陽春白雪豈不是過於單調？文中還有各種方

言，蘇州話「乖面乖面（這邊這邊）」，還有幾句四川話、揚州話。小孩子的順口溜也有：「人

之初，鼻涕拖，油炒飯，拌蘿菠」，真是詼諧幽默又平易近人。

（（三三））「「淡淡」」之之下下的的「「至至味味」」

「淡」之下的「至味」是內涵上豐富到極致，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就是這樣文化底蘊

深厚的文章。汪曾祺將口語、民間話語、歐式現代話語等相結合，形成一種新的話語模式。

                                              
29 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談食錄——五味（修訂版）》，頁 119。
30 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談食錄——五味（修訂版）》，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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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的中和之美，完美地融合了各種滋味的「淡」。這裏並沒有過多的炫技華麗之感，而是

以簡淡的詞語形容，體現了汪曾祺先生簡單的「淡」中充滿了絢爛之感，將美食描寫得淋漓

盡致。

比如〈故鄉的食物〉中的「鹹菜茨菇湯」裏有一段形容詞，節制、準確卻細膩，令人回

味：「腌了四五天的新鹹菜很好吃，不鹹，細、嫩、脆、甜，難可比擬。」26這幾個字的形容

將鹹菜的色、香、味、質地、形狀都包含進去了，但是言簡意賅，沒有拖沓，簡練準確卻令

人回味無窮。再如「硨螯殼稍呈三角形，質堅，白如細瓷，而有各種顏色的弧形花斑，有淺

紫的，有暗紅的，有赭石，墨藍的，很好看。」27食物的顏色像一幅拼圖，無論是從色彩的

明暗交接還是冷暖相宜，都讓人覺得舒服自然，真實準確。好像自己說不出的顏色在汪曾祺

先生這裏就被輕易地描摹了出來，語言令人欣慰自在。

3. 修修辭辭手手法法的的自自然然真真實實

  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中，修辭手法用得自然真實，渾然一體，很難讓人注意到這裏其

實是運用了修辭手法的，絲毫沒有造作之感，體現了「淡」的本意；比喻擬人隨意地嵌套，

用爐火純青的技巧對食物進行對比和襯托。這就體現了「淡」的兩方面：一方面是風格上的

簡樸，另一方面則是「淡」背後的絢麗奪目，簡單自然的書寫反而帶來繽紛多彩的內蘊。

比如〈蘿蔔〉：

蘿蔔所惠於中國人者亦大矣。美國有小紅蘿蔔，大如元宵，皮色鮮紅可愛，吃起來則

淡而無味。異域得此，聊勝於無。愛倫堡小說寫幾個藝術家吃奶油蘸蘿蔔，喝伏特加，

不知是不是這種紅蘿蔔。我在愛荷華南朝鮮人開的菜鋪的倉庫裏看到一堆心裏美，大

喜。28

只有這短短一段話，卻包含了多種寫作手法。「大如元宵」運用了比喻的修辭手法，「鮮紅可

愛」用詞準確，使紅蘿蔔的形象躍然紙上，「異域得此，聊勝於無」頗有幾分古文的意味，

博古通今，而加入美國蘿蔔的書寫增添了幾分趣味性，而「心裏美」一詞則沿用了之前蘿蔔

的叫法，形象地展現了蘿蔔的特色。短短一段話多種不同的寫作手法互相輝映。沒有一絲一

毫刻意的痕跡，倒是拿出來分析破壞了原有的美感，使人不得不驚嘆於語言大師精湛的語言

魅力。

（（二二））語語言言風風格格之之「「淡淡」」

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給人的第一感覺絕不是濃妝艷抹的，而是一種恰到好處的「淡」。

語言風格非常的平實自然，沒有過多的語言技巧，也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的痕跡，是一種打動

                                              
26 汪曾祺：〈故鄉的食物〉，頁 124。
27 汪曾祺：〈故鄉的食物〉，頁 126。
28 汪曾祺：〈蘿蔔〉，載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談食錄——五味（修訂版）》，頁 143。

人心、引人入勝的書寫。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之所以獲得大家共同的讚賞，是因為汪曾祺

先生將美食散文寫活了，讀者在汪曾祺先生淡淡的描述之下，有想要一探究竟的慾望。汪曾

祺先生所寫的美食離生活很近，都是生活中最簡單樸實的美味，除此之外，他的語言也十分

平易近人，多用生活化的語言，淺顯易懂卻又獨具特色的方言，日常說話隨便樸實的口頭

語，半文半白言簡意賅的文言與白話的交織。這些看似最平淡的語言給讀者「淡」的感受，

蘊含着很多層次的質感。

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與陸文夫先生、梁實秋先生共同的特徵是使用大量的引用，通

讀下來銜接得非常自然，沒有複雜難懂的內容，都是十分平易近人的「淡」，是不經意間提

出來絲絲縷縷的聯繫。這種敘述將汪曾祺先生語言風格上的「淡」最大化，整篇文章渾然一

體，讓人察覺不到是引用，從而形成一種典故的主角就是汪曾祺先生的感覺。

〈故鄉的食物〉提到：

小時候《板橋家書》：「天寒冰凍時暮，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

以醬薑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覺得很親切。鄭板橋是興化人，我的家鄉是高

郵，風氣相似。這樣的感情，是外地人們不易領會的。29

文中引用的古文後再穿插作者獨特的感情經歷，不禁令人動容，但是沒有過多的煽情，只是

平實簡單的敘述，體現了「淡」的特徵，如同一個老人向故人娓娓道來一件稀鬆小事，表達

克制，但其中包含的情感絕對是飽滿的。此外，還有：

讀蘇東坡〈惠崇春江晚景〉詩：「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蔞蒿生於水邊，與蘆芽為伴，分明是我的家鄉人所吃的蔞

蒿，非白蒿。30

提到的詩都有幾分熟悉，讀起來也是趣味盎然；文韻悠長，倒像是幾分「淡」中帶着鄰家的

味道。在別的文章中說到「醬」還提到了《說文解字》、《周禮》、《論衡》和《齊民要術》，

說到葫蘆還有《辭海》……但如果只有這樣的陽春白雪豈不是過於單調？文中還有各種方

言，蘇州話「乖面乖面（這邊這邊）」，還有幾句四川話、揚州話。小孩子的順口溜也有：「人

之初，鼻涕拖，油炒飯，拌蘿菠」，真是詼諧幽默又平易近人。

（（三三））「「淡淡」」之之下下的的「「至至味味」」

「淡」之下的「至味」是內涵上豐富到極致，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就是這樣文化底蘊

深厚的文章。汪曾祺將口語、民間話語、歐式現代話語等相結合，形成一種新的話語模式。

                                              
29 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談食錄——五味（修訂版）》，頁 119。
30 楊耀文選編：《文化名家談食錄——五味（修訂版）》，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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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這種藝術性的風格非常好地彰顯了先生寫美食散文的文化底蘊。除此之外，其散文中還具

有人文關懷，從人的角度出發，描寫人間百態之事，關懷人們給予人們愛與希望。汪曾祺先

生有對美食得描繪有着非常認真的考據。這不是汪曾祺先生「掉書袋」刻意為之，而是他嚴

謹治學態度和廣博學識的自然流露。32如在〈切膾〉這篇文章中，汪先生就逐本溯源，從這

一美食文化的興起講到發展：

《論語‧鄉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中國的切膾不知始於何時。孔子以「食」、

「膾」對舉，可見當時是相當普遍的。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提到切膾。唐人特

重切膾，杜甫詩累見。宋代切膾之風亦盛。《東京夢華錄‧三月一日開金魚池瓊林苑》：

「多垂釣之士，必於池苑所買牌子，方許捕魚。遊人得魚，倍其價買之。臨水斫膾，

以薦芳樽，乃一時佳味也。」元代，關漢卿曾寫過「望江樓中秋切膾」。明代切膾，

也還是有的，但《金瓶梅》中未提及，很奇怪。《紅樓夢》也沒有提到。33

文章後面還有許多考據與探究，汪曾祺先生對每一個過程都展示了大量的證據，以支撐自己

的觀點。不僅如此，汪先生的美食散文還反映出了大量的風土人情、民俗文化。除此之外，

我們還從他的美食散文中看到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文人情懷。

汪曾祺先生美食散文中有許多關於風土人情的描述，比如許多他自己故鄉高郵的美

食。鹹鴨蛋、炒米和焦屑、虎頭鯊、螺螄、野鴨、鵪鶉、斑鳩、馬齒莧……在寫故鄉的食物

鹹菜茨菇湯時，他在文中輕輕點下這樣一句話：「我很想喝一碗鹹菜茨菇湯。我想家鄉的雪。」
34汪曾祺先生對於家鄉真切的思念都化在了這一句話裏，那是真實的愛與思念，是最動人的

真情。汪曾祺先生在西南聯大求學的過程中，對雲南這個第二故鄉，所表現出的懷念也是顯

而易見的。他描寫一個地方的美食就有那個地方的特色，例如描寫雲南的汽鍋雞：

原來在正義路近金碧路的路西有一家專賣汽鍋雞。這家不知有沒有店號，進門處掛

了一塊匾，上書四個大字：「培養正氣。」因此大家就徑稱這家飯館為「培養正氣」。

過去崑明人一說：「今天我們培養一下正氣」，聽話的人就明白是去吃汽鍋雞。「培養

正氣」的雞特別鮮嫩，而且屢試不爽。35

汽鍋雞是雲南家喻戶曉的名菜，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在滇南民間流傳；汽鍋則是在雲南建水出

產的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別致土陶蒸鍋。作者在汽鍋雞的鮮香中融入了西南少數民族的特

色，那一筆筆描寫彷彿一幅鮮明活潑的民俗風情畫，為這汽鍋雞賦予了一身正氣，這就是汪

                                              
31 劉旭：〈從文人意識形態到打通文學史——汪曾祺小說的語言模式分析〉，《中國文學批評》2015 年第

3期，頁 45。
32 楊國憲：〈淺論汪曾祺的美食散文〉，《北方文學》2012年第 9期，頁 10。
33 汪曾祺：《汪曾祺談吃》（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6），〈切膾〉，頁 48。
34 汪曾祺：《汪曾祺談吃》，〈鹹菜茨菇湯〉，頁 165。
35 汪曾祺：《汪曾祺談吃》，〈汽鍋雞〉，頁 57。

曾祺先生的文人氣魄了。汪曾祺先生對於一身正氣是有所追求的。

汪曾祺先生在美食散文中還展現出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文人情懷，36如前文所引，作者在

《板橋家書》中所說的「暖老溫貧」。這是汪曾祺先生對於世人的關注，是一種憂心家國天

下的文人情懷，對窮親戚的尊重，是對人格尊嚴的尊重。在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中，許多

與美食相關的故事都是由真實的記憶串聯而成，是人文主義的本質。他關心、體貼人民的生

活，對家國天下有着充分認識。汪曾祺先生在平淡如水的敘述中，流露出了悲天憫人的文人

情懷，在「淡」敘述的背後，是對世態人情的關注。汪曾祺先生看過了世間百態，展現出了

超脫世俗的淡然，了解到了生活的不易，但卻鼓勵人們懷揣希望。這種廣博的胸懷所書寫出

的美食散文也在向我們傳達審美情趣與對生活的熱愛。這正是「至味」的體現，對世界對萬

物的愛以及尊重。

五、「以淡為美」——梁實秋美食散文的語言魅力 

（（一一））幽幽雋雋淡淡遠遠的的語語言言形形式式與與風風格格

梁實秋先生是在北京長大的，他的父親梁咸熙先生曾經在北京開辦了一家豫菜館——

「厚德福飯莊」，這為梁實秋先生日後寫美食品美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父親的影響下，

梁實秋先生不但懂得欣賞美味，還懂得分享美食，將美食展現在大家的眼前。他所作的美食

散文是閒淡舒心的，其語言形式與語言風格是「淡」的體現，文字樸實平淡。梁實秋先生所

寫的美食散文有一種反差感，他本是學富五車的大文豪，有的文章寫得文人氣息十足，舉手

投足間都可見文人對於文學的真誠與熱烈，以赤子之心貫穿始終，簡單清楚，平淡樸實，明

確地告訴讀者自己的真實想法，敘述看似平淡，但是香氣撲鼻，淺「淡」的文字卻寫出了濃

烈的味道。如《雅舍談吃》中寫烤羊肉：

我在青島住了四年，想起北平烤羊肉饞涎欲滴。可巧厚德福飯莊從北平運來大批冷

凍羊肉片，我靈機一動，託人在北平為我定製了一具烤肉支子。支子有一定的規格

尺度，不是外行人可以隨便製造的。我的支子運來之後，大宴賓客，命兒輩到寓所

後山拾松塔盈筐，敷在炭上，松香濃郁。烤肉佐以濰縣特產大蔥，真如錦上添花，

蔥白粗如甘蔗，斜切成片，細嫩而甜。吃得皆大歡喜。37

梁實秋先生在描寫這段烤羊肉的時候，多了一種西北漢子的豪爽之氣，這並不是刻意為之，

而是簡單地書寫，突出了一個「淡」。梁實秋先生寫美食散文沒有廢話，每一個字都用得恰

到好處，敘述平淡而自然，如文中所說「咬上去，軟」沒有過多的渲染與藻飾，在形容蔥的

滋味時，筆鋒一揮，幾個字便將蔥的形狀、做法、層疊豐富的味道勾勒出來了。通篇讀下來

                                              
36 李新雨：〈舌尖上的文學——淺談汪曾祺的飲食散文〉，《安徽文學》2012年第 8期，頁 9。
37 梁實秋：《雅舍談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烤羊肉〉，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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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這種藝術性的風格非常好地彰顯了先生寫美食散文的文化底蘊。除此之外，其散文中還具

有人文關懷，從人的角度出發，描寫人間百態之事，關懷人們給予人們愛與希望。汪曾祺先

生有對美食得描繪有着非常認真的考據。這不是汪曾祺先生「掉書袋」刻意為之，而是他嚴

謹治學態度和廣博學識的自然流露。32如在〈切膾〉這篇文章中，汪先生就逐本溯源，從這

一美食文化的興起講到發展：

《論語‧鄉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中國的切膾不知始於何時。孔子以「食」、

「膾」對舉，可見當時是相當普遍的。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提到切膾。唐人特

重切膾，杜甫詩累見。宋代切膾之風亦盛。《東京夢華錄‧三月一日開金魚池瓊林苑》：

「多垂釣之士，必於池苑所買牌子，方許捕魚。遊人得魚，倍其價買之。臨水斫膾，

以薦芳樽，乃一時佳味也。」元代，關漢卿曾寫過「望江樓中秋切膾」。明代切膾，

也還是有的，但《金瓶梅》中未提及，很奇怪。《紅樓夢》也沒有提到。33

文章後面還有許多考據與探究，汪曾祺先生對每一個過程都展示了大量的證據，以支撐自己

的觀點。不僅如此，汪先生的美食散文還反映出了大量的風土人情、民俗文化。除此之外，

我們還從他的美食散文中看到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文人情懷。

汪曾祺先生美食散文中有許多關於風土人情的描述，比如許多他自己故鄉高郵的美

食。鹹鴨蛋、炒米和焦屑、虎頭鯊、螺螄、野鴨、鵪鶉、斑鳩、馬齒莧……在寫故鄉的食物

鹹菜茨菇湯時，他在文中輕輕點下這樣一句話：「我很想喝一碗鹹菜茨菇湯。我想家鄉的雪。」
34汪曾祺先生對於家鄉真切的思念都化在了這一句話裏，那是真實的愛與思念，是最動人的

真情。汪曾祺先生在西南聯大求學的過程中，對雲南這個第二故鄉，所表現出的懷念也是顯

而易見的。他描寫一個地方的美食就有那個地方的特色，例如描寫雲南的汽鍋雞：

原來在正義路近金碧路的路西有一家專賣汽鍋雞。這家不知有沒有店號，進門處掛

了一塊匾，上書四個大字：「培養正氣。」因此大家就徑稱這家飯館為「培養正氣」。

過去崑明人一說：「今天我們培養一下正氣」，聽話的人就明白是去吃汽鍋雞。「培養

正氣」的雞特別鮮嫩，而且屢試不爽。35

汽鍋雞是雲南家喻戶曉的名菜，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在滇南民間流傳；汽鍋則是在雲南建水出

產的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別致土陶蒸鍋。作者在汽鍋雞的鮮香中融入了西南少數民族的特

色，那一筆筆描寫彷彿一幅鮮明活潑的民俗風情畫，為這汽鍋雞賦予了一身正氣，這就是汪

                                              
31 劉旭：〈從文人意識形態到打通文學史——汪曾祺小說的語言模式分析〉，《中國文學批評》2015 年第

3期，頁 45。
32 楊國憲：〈淺論汪曾祺的美食散文〉，《北方文學》2012年第 9期，頁 10。
33 汪曾祺：《汪曾祺談吃》（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6），〈切膾〉，頁 48。
34 汪曾祺：《汪曾祺談吃》，〈鹹菜茨菇湯〉，頁 165。
35 汪曾祺：《汪曾祺談吃》，〈汽鍋雞〉，頁 57。

曾祺先生的文人氣魄了。汪曾祺先生對於一身正氣是有所追求的。

汪曾祺先生在美食散文中還展現出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文人情懷，36如前文所引，作者在

《板橋家書》中所說的「暖老溫貧」。這是汪曾祺先生對於世人的關注，是一種憂心家國天

下的文人情懷，對窮親戚的尊重，是對人格尊嚴的尊重。在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中，許多

與美食相關的故事都是由真實的記憶串聯而成，是人文主義的本質。他關心、體貼人民的生

活，對家國天下有着充分認識。汪曾祺先生在平淡如水的敘述中，流露出了悲天憫人的文人

情懷，在「淡」敘述的背後，是對世態人情的關注。汪曾祺先生看過了世間百態，展現出了

超脫世俗的淡然，了解到了生活的不易，但卻鼓勵人們懷揣希望。這種廣博的胸懷所書寫出

的美食散文也在向我們傳達審美情趣與對生活的熱愛。這正是「至味」的體現，對世界對萬

物的愛以及尊重。

五、「以淡為美」——梁實秋美食散文的語言魅力 

（（一一））幽幽雋雋淡淡遠遠的的語語言言形形式式與與風風格格

梁實秋先生是在北京長大的，他的父親梁咸熙先生曾經在北京開辦了一家豫菜館——

「厚德福飯莊」，這為梁實秋先生日後寫美食品美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父親的影響下，

梁實秋先生不但懂得欣賞美味，還懂得分享美食，將美食展現在大家的眼前。他所作的美食

散文是閒淡舒心的，其語言形式與語言風格是「淡」的體現，文字樸實平淡。梁實秋先生所

寫的美食散文有一種反差感，他本是學富五車的大文豪，有的文章寫得文人氣息十足，舉手

投足間都可見文人對於文學的真誠與熱烈，以赤子之心貫穿始終，簡單清楚，平淡樸實，明

確地告訴讀者自己的真實想法，敘述看似平淡，但是香氣撲鼻，淺「淡」的文字卻寫出了濃

烈的味道。如《雅舍談吃》中寫烤羊肉：

我在青島住了四年，想起北平烤羊肉饞涎欲滴。可巧厚德福飯莊從北平運來大批冷

凍羊肉片，我靈機一動，託人在北平為我定製了一具烤肉支子。支子有一定的規格

尺度，不是外行人可以隨便製造的。我的支子運來之後，大宴賓客，命兒輩到寓所

後山拾松塔盈筐，敷在炭上，松香濃郁。烤肉佐以濰縣特產大蔥，真如錦上添花，

蔥白粗如甘蔗，斜切成片，細嫩而甜。吃得皆大歡喜。37

梁實秋先生在描寫這段烤羊肉的時候，多了一種西北漢子的豪爽之氣，這並不是刻意為之，

而是簡單地書寫，突出了一個「淡」。梁實秋先生寫美食散文沒有廢話，每一個字都用得恰

到好處，敘述平淡而自然，如文中所說「咬上去，軟」沒有過多的渲染與藻飾，在形容蔥的

滋味時，筆鋒一揮，幾個字便將蔥的形狀、做法、層疊豐富的味道勾勒出來了。通篇讀下來

                                              
36 李新雨：〈舌尖上的文學——淺談汪曾祺的飲食散文〉，《安徽文學》2012年第 8期，頁 9。
37 梁實秋：《雅舍談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烤羊肉〉，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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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以神清氣爽之感，這就是「淡」的一種表現，沒有炫耀技巧地運用大量華麗的詞句，反

而用最簡單、通俗易懂的話語將意思表達清楚。這對文學家來說是更難的，因為沒有外在的

技巧，更注重文學的本質。在《雅舍談吃》中有許多這樣鮮明的例子。如在描寫湯包的時候：

玉華臺的湯包才是真正的含着一汪子湯。一籠屜裏放七八個包子，連籠屜上桌，熱

氣騰騰，包子底下墊着一塊蒸籠布，包子扁扁的塌在蒸籠布上。取食的時候要眼明

手快，抓住包子的皺褶處猛然提起，包子皮驟然下墜，像是被嬰兒吮癟了的乳房一

樣，趁包子沒有破裂趕快放進自已的碟中，輕輕咬破包子皮，把其中的湯汁吸飲下

肚，然後再吃包子的空皮。沒有經驗的人，看着籠裏的包子，又怕燙手，又怕弄破

包子皮，猶猶豫豫，結果大概是皮破湯流，一塌糊塗。38

這段對湯包的描寫實在是讓人忍俊不禁，先是具體地描述了湯包上桌時的情形，將吃包子的

過程展現得行雲流水，好不自然，接着又將包子被吮吸時的型態與嬰兒吮吸母乳做類比，這

種描述並不是出於幻想，而是有着對生活豐富的觀察及熱情才能將包子的狀態描寫得如此

自然。這種自然也是一種樸實平淡的體現，雖然表面上語言形式閒淡舒緩，沒有過多的詮

釋，但却不着痕跡如蜻蜓點水一般，將包子的型態、吃不上包子的人的型態描繪得十分生

動。正是這一種淡然處之的態度，才能夠完滿地體現「淡」的形式之美。

（（二二））「「至至味味」」的的豐豐富富內內涵涵

梁實秋先生所作的美食散文雖然語言形式與風格樸素自然，但內涵卻是十分深厚的，

這種內涵的豐富一方面體現在豐富的文化底蘊上，另一方面則體現在「淡」的文風下，其對

人生的哲理有許多意義深遠的獨到見解，給人以無限的啟發，值得我們去深思、去體味。梁

實秋先生描寫美食，很喜歡引經據典，在講解美食的同時為讀者補充了歷史、文學等文化知

識，但一切的引用都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水到渠成，正如蘇軾所說「寄至味於淡泊」，39梁實

秋先生有了豐富的文化底蘊後，才將這種留存於骨血的文化，融為一體，如斟酒一般緩緩地

倒給讀者。

在描寫水晶蝦餅的時候，梁實秋先生就引用了《爾雅翼》中的一段描述：

蝦，種類繁多。《爾雅翼》所記：「閩中五色蝦，長尺余，具五色。梅蝦，梅雨時有

之。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變。泥蝦，稻花變成，多在泥田中。又蝦姑，狀如蜈

蚣，一名管蝦。」蘆葦稻花會變蝦，當然是神話。40

梁實秋先生的引用多用於文章的一開頭，而且都是一些具有趣味又與文章內容緊密相關的

                                              
38 梁實秋：《雅舍談吃》，〈湯包〉，頁 12。
39    （宋）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載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中冊，頁 76。 
40 梁實秋：《雅舍談吃》，〈水晶蝦餅〉，頁 9。

典籍故事。正如古代文學家對於「淡」的理解是「至味」，除了表面的形式之外，最重要的

是其文化底蘊與思想內涵。古人認為有了豐富的知識與閱歷才能將「淡」表達出來，那麼梁

實秋先生顯然符合這一標準，梁實秋先生本身就有豐富的文化底蘊，因此在引用這些典故的

時候都是自然的，體現的更多是對於「至味」的理解，即除了文章本身之外，所表達的深刻

內涵。這裏引用典籍對各種不同蝦的介紹，既是文章開頭引人入勝的趣味故事，也是概括散

文的一段總括，各種各樣的蝦各有各的用處與做法，有的蝦適合做蝦球，有的蝦適合油爆，

有的蝦適合做蝦仁，不一樣的蝦各有各的歸宿，各有各適合的做法，正如那些在書中出現的

蝦，正是不同時機所出，讓讀者在看了美食散文之後，不僅了解了古書中對於蝦的記載，還

知道許多蝦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引發了許多對美食、對生活的思考。除此之外梁實秋先生還

有大量的引用，如〈火腿〉中：

火腿的歷史且不去談他。也許是宋朝大破金兵的宗澤於無意中所發明。宗澤是義烏

人，在金華之東。所以直到如今，凡火腿必曰金華火腿。東陽縣亦在金華附近，《東

陽縣誌〉云：「熏蹄，俗謂火腿，其實煙熏，非火也。腌曬熏將如法者，果勝常品，

以所腌之鹽必臺鹽，所熏之煙必松煙，氣香烈而善入，制之及時如法，故久而彌旨。」
41

簡單的幾句就將金華火腿的歷史娓娓道來。梁實秋先生是文學大家，這裏用輕鬆散淡的語言

說不去談火腿的歷史，並不是不認真，而是知道取捨，突顯了「淡」，而背後的深刻文化內

涵體現出梁實秋先生深厚的文學功力。為了寫火腿而去查閱縣志，這種認真嚴謹的文人態度

正是「淡」背後的東西，是表面平淡無奇，當深思之時才了解背後探究文化的赤誠與熱烈。

梁實秋先生緣何要在這裏引用火腿的做法，是承上啟下，過渡至火腿的做法與後文自己與火

腿的故事，形散而神不散，表面風格「淡」而實際文化內涵是「至味」。除此之外，梁實秋

先生在作品中還大量引用詩詞，如〈醋熘魚〉引用了（清）梁晉竹（梁紹壬，1792-？）《兩

般秋雨翕隨筆》：

西湖醋熘魚，相傳是宋五嫂遺制，近則工料簡濇［澀］，直不見其佳處。然名留刀匕，

四遠皆知。番禺方像枰孝廉恒泰〈西湖詞〉云：

小泊湖邊五柳居，

當筵舉網得鮮魚。

味酸最愛銀刀鱠，

河鯉河魴總不如。42

他對於美食是認真的，在〈醋熘魚〉的最後，他說到「現時一般餐廳，多標榜西湖醋熘魚，

                                              
41 梁實秋：《雅舍談吃》，頁 71。
42 梁實秋：《雅舍談吃》，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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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以神清氣爽之感，這就是「淡」的一種表現，沒有炫耀技巧地運用大量華麗的詞句，反

而用最簡單、通俗易懂的話語將意思表達清楚。這對文學家來說是更難的，因為沒有外在的

技巧，更注重文學的本質。在《雅舍談吃》中有許多這樣鮮明的例子。如在描寫湯包的時候：

玉華臺的湯包才是真正的含着一汪子湯。一籠屜裏放七八個包子，連籠屜上桌，熱

氣騰騰，包子底下墊着一塊蒸籠布，包子扁扁的塌在蒸籠布上。取食的時候要眼明

手快，抓住包子的皺褶處猛然提起，包子皮驟然下墜，像是被嬰兒吮癟了的乳房一

樣，趁包子沒有破裂趕快放進自已的碟中，輕輕咬破包子皮，把其中的湯汁吸飲下

肚，然後再吃包子的空皮。沒有經驗的人，看着籠裏的包子，又怕燙手，又怕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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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對湯包的描寫實在是讓人忍俊不禁，先是具體地描述了湯包上桌時的情形，將吃包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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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先生的引用多用於文章的一開頭，而且都是一些具有趣味又與文章內容緊密相關的

                                              
38 梁實秋：《雅舍談吃》，〈湯包〉，頁 12。
39    （宋）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載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中冊，頁 76。 
40 梁實秋：《雅舍談吃》，〈水晶蝦餅〉，頁 9。

典籍故事。正如古代文學家對於「淡」的理解是「至味」，除了表面的形式之外，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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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一段總括，各種各樣的蝦各有各的用處與做法，有的蝦適合做蝦球，有的蝦適合油爆，

有的蝦適合做蝦仁，不一樣的蝦各有各的歸宿，各有各適合的做法，正如那些在書中出現的

蝦，正是不同時機所出，讓讀者在看了美食散文之後，不僅了解了古書中對於蝦的記載，還

知道許多蝦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引發了許多對美食、對生活的思考。除此之外梁實秋先生還

有大量的引用，如〈火腿〉中：

火腿的歷史且不去談他。也許是宋朝大破金兵的宗澤於無意中所發明。宗澤是義烏

人，在金華之東。所以直到如今，凡火腿必曰金華火腿。東陽縣亦在金華附近，《東

陽縣誌〉云：「熏蹄，俗謂火腿，其實煙熏，非火也。腌曬熏將如法者，果勝常品，

以所腌之鹽必臺鹽，所熏之煙必松煙，氣香烈而善入，制之及時如法，故久而彌旨。」
41

簡單的幾句就將金華火腿的歷史娓娓道來。梁實秋先生是文學大家，這裏用輕鬆散淡的語言

說不去談火腿的歷史，並不是不認真，而是知道取捨，突顯了「淡」，而背後的深刻文化內

涵體現出梁實秋先生深厚的文學功力。為了寫火腿而去查閱縣志，這種認真嚴謹的文人態度

正是「淡」背後的東西，是表面平淡無奇，當深思之時才了解背後探究文化的赤誠與熱烈。

梁實秋先生緣何要在這裏引用火腿的做法，是承上啟下，過渡至火腿的做法與後文自己與火

腿的故事，形散而神不散，表面風格「淡」而實際文化內涵是「至味」。除此之外，梁實秋

先生在作品中還大量引用詩詞，如〈醋熘魚〉引用了（清）梁晉竹（梁紹壬，1792-？）《兩

般秋雨翕隨筆》：

西湖醋熘魚，相傳是宋五嫂遺制，近則工料簡濇［澀］，直不見其佳處。然名留刀匕，

四遠皆知。番禺方像枰孝廉恒泰〈西湖詞〉云：

小泊湖邊五柳居，

當筵舉網得鮮魚。

味酸最愛銀刀鱠，

河鯉河魴總不如。42

他對於美食是認真的，在〈醋熘魚〉的最後，他說到「現時一般餐廳，多標榜西湖醋熘魚，

                                              
41 梁實秋：《雅舍談吃》，頁 71。
42 梁實秋：《雅舍談吃》，頁 74。



賈赫136

與原來風味相去甚遠。往往是濃汁滿溢，大量加糖，無復清淡之致」，43可見梁實秋先生重

視的是美食的本質，梁實秋先生有豐富的文化修養、敏銳的審美感受，並且對高尚崇高的精

神世界有所追求，他是「知味」的人，可以體會美食的本質，可以挖掘飲食的品味，這些正

是他美食散文「淡」之下的深層內涵。清朝文人梁晉竹已經感嘆西湖醋魚盛名不再，看來說

出了他的心聲。後者對詩詞的引用主要都是為了烘托古人對於美味的認可，因此「淡」在他

的美食散文中不僅體現在樸實平淡的語言風格中，更體現在文章背後深刻的文化內涵與修

養，邏輯思考與能力。這是第一層「至味」。

第二層「至味」就是梁實秋先生對於人生哲理的痛快領悟，在〈吃相〉中他這樣說道：

人生貴適意，在環境許可的時候是不妨稍為放肆一點。吃飯而能充分享受，沒有什

麼太多禮法的約束，細嚼爛咽，或風卷殘雲，均無不可。吃的時候怡然自得，吃完

之後抹抹嘴鼓腹而遊，像這樣的樂事並不常見，我看見過兩次真正痛快淋漓的吃，

印象至今猶新。44

「人生貴適意」，這句話真是「寄至味於淡泊」在現代最好的體現了，梁實秋將這種對於人

生的思考展現在世人眼前，不必刻意地去約束什麼，而是尊重自己的內心，這是一種跨越文

化的表述，無論什麼樣的人，都有享受人生的權利，無論怎樣的吃法，在不打擾別人的情況

下都可以吃得怡然自得。這種對於生命個體的尊重是直到今天仍應該被提倡、被尊重的。

在〈吃醋〉的最後，梁實秋先生又告誡大家不要爭風吃醋，多去做有意義的事：

醋的力量之大，既如上述，我們決不能忽視他。不過假如我們真有這樣大的醋勁非發

泄不可的話，我們何妨轉移目標，把這一股潑辣的力量用在一種偉大的事業上去呢？
45

梁實秋先生在這裏勸誡人們遇事不要妒忌，不要浪費自己的精力，如若真是有這麼大的醋勁

非要發洩不可，也要做一些偉大的事，這便是「淡」中的「味外味」，也就是言外之音了。

他所希望的是不要為了一些小事勾心鬥角，保持雅緻淡然的心態去面對世界，如果實在很生

氣的時候也儘量用這種力量去做有意義的事情。這是非常有人生智慧的話語，在文本的「淡」

下，對生氣的淡然處之，將醋勁用在偉大的地方，這種崇高的精神境界正是對「淡」的最高

體現。

六、結語 

                                              
43 梁實秋：《雅舍談吃》，頁 75。
44 梁實秋：《梁實秋談吃》（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6），頁 9。
45 梁實秋：《梁實秋談吃》，頁 17。

中國現當代美食散文是異彩紛呈的，本文選取了以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中的「淡」

為切入點，又以汪曾祺、梁實秋、陸文夫三者的美食散文為例，對中國現當代美食散文的語

言魅力做出評價。一些淺見，望各位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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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梁實秋：《雅舍談吃》，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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