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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荐读 |

本报记者吴世渊/文

作家王寒又出新书了，名曰《江南小吃
记》。这是继《无鲜勿落饭》之后，她的第二本
美食随笔集，也是她个人出版的第十六本著
作。

寻味江南美食，书写故乡小吃，舌尖上
有江南的丰饶与鲜美，笔尖下有故乡的风物
与人情。70多种小吃，65幅插画，勾人馋虫！
虽名“江南小吃”，但翻开书本目录，我们会
发现，王寒所写的食饼筒、梅花糕、夹糕、姜
汤面等，分明就是台州的特色小吃。的确，
王寒笔下的江南小吃，立足点正是她的故
乡——台州。

乡愁总和故乡的美食，有着天然的联
系。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莼鲈之思”的典
故。台州山海相衔，从南到北，都有极具特色
的美食。这些美食，除了给人以舌尖上的滋
味，更有过往的记忆，难忘的亲情。

“比起高堂庙宇，我更爱热腾腾的人间
烟火。”这是王寒在《江南小吃记》序言里的
话。这本新书，写的是小吃的滋味，更有小吃
背后的人情冷暖。

以小吃道尽台州

《江南小吃记》20万字，写了 70多种小
吃。

《江南小吃记》第一部分的“草木引”，写
的是与植物相关的小吃，如青团、番薯粉圆、
桐子叶包、番薯庆糕、姜汁核桃调蛋、豇豆酒
等；第二部分“岁时帖”，是在传统节日、节气
里的特色小吃，如立夏的乌米饭、八月十六
的糕囡、九月九的重阳糕、冬至的糯米圆等；

“稻香村”，则是用江南的稻米做出来的美味
小吃，从绿豆糕、桂花糕、海苔饼、松花饼，到
梅花糕、酒盏糕、硬糕等；“烟火气”，寻味的
是街头巷尾的小吃，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味，如蛋清羊尾、鸡子麦饼、白塔桥的火烧
饼、锅盔、牛血羹、霉干菜饼等，除了这些，还
有临海街头的喜蛋“十四日”，也有即将消失
的“蜊灰蛋”；最后一个章节“盘中餐”，写的
是可以当正餐的小吃，如夹糕、猪肉饭、咸肉
芋头面、麦虾、萝卜丝垂面等。

王寒的文字生动、鲜活，写美食，仿佛将
刚出炉，还冒着热气的食物，摆到读者面前。
比方说，她写米漾糕，“米漾糕外表雪白，表
面光滑平整，而内里蓬松如海绵，用手一按，
很有弹性，软软的，如同按在小孩白胖的脸
颊上，手按上去的地方，略微低一些，手一
放，马上恢复原状”。

王寒的语言有趣、幽默，这是她的一贯
风格，读之令人会心一笑。如写到大肠面，娃
他妈和娃他爸分成两个阵营，前者“两眼放
光，连面里的最后一滴汤都喝得一干二净”，
后者“如老僧入定，双眼微闭不动一筷子，在
心中默念‘阿米豆腐’，甚至连盛过大肠的碗
都不想再碰”。

王寒的散文，字里行间充满家乡味。台
州的方言、俗语，台州的风物与人情，在这本
书中随处可见，例如她写蜊灰蛋，引申出一
句台州话——“头前蜊灰壁，后头漆重漆”，
表示一个女人喜欢打扮，常常顾头不顾尾。

食物只是引子，重要的是食物背后的人
间冷暖，读王寒的散文，除了能读到热气腾
腾的人间烟火，也能了解到一个地方特有的
人文与民俗。比如七月半，为什么要吃豇豆
莳？因为在传统习俗里，黑色或红色的食物，
似乎有种神力，吃了能与老祖宗的灵魂进行
交流。这些“冷知识”，读起来又惊奇，又新鲜。

王寒笔下的小吃，落笔在美食，又不止
于美食，更能反映出城市性格与人文性格，
比如台州人的豪迈与大气，热情与奔放。在

《食饼筒》一文中，王寒写道：“与小桥流水的
春卷不同，食饼筒有‘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的霸气，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
豪气，当然，还带着几分与吾乡剽悍民风相
匹配的莽汉气质，蓬勃而健旺。”从小吃里，
窥得台州的城市性格和人文性格，作家之
笔，着实巧妙。

王寒多年来致力地方文化的传播，深度
挖掘一座城市的人文地理、民俗风物，落笔
时，她没有用宏大的叙事，也不从复杂的历史
中切入，而是用一朵花、一个节气、一道美食、
一个人、一个生动的段子，来解读一座城。

用文字为故乡代言

8月1日下午，朵云书院黄岩店，举办了
《江南小吃记》的首发仪式，以及作者的分享
会。王寒与读者们漫谈了这些年，她工作之
余的读书、写作与生活的经历。

王寒是资深的媒体人，在台州日报社工
作了 17年，从副刊编辑一直干到台州晚报
的常务副总编辑。她很有“作家意识”，在媒
体工作期间，就在多家报纸上开专栏，出版
了多部作品，像随笔集《花事》《城市的良知》

《行走新疆》等，都是她“革命早期”的作品。
她从新闻界进入金融界后，工作变得更

加繁忙。即便如此，在工作之余，她仍然利用
双休日和节假日，读书与写作，依旧是个持
续高产的作家。王寒说，工作之余，一年有
115天的双休日和节假日，你怎么度过你的
闲暇时光，决定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有
人喜欢喝茶闲聊，有人喜欢扑克麻将，我的
爱好就是看书与写作。

近年来，王寒立足故乡的系列地域文
化作品深受好评，从《无鲜勿落饭》到“台州
人文三部曲”，再到《江南草木记》《大地的
耳语——江南二十四节气》，无一不带着鲜
明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她的散文集《无鲜勿
落饭》，成为 2015年度的中国好书，加印过
六次，并在台湾地区出版了繁体字版本，成
为中国国家图书集团向北美亚马逊“中国书
店”推荐的优秀图书，百余家主流媒体给予
报道和推荐。

王寒的“台州人文三部曲”——《大话台
州人》《山海之间的台州女人》《台州有意
思》，为读者构建了立体多面的台州人形象，
这三本书生动鲜活而又幽默可读，被评为浙
版年度好书。

王寒从《台州有意思》一直写到《浙江有
意思》，《浙江有意思》获得第二十六届浙江
树人出版奖提名奖。她策划了《浙江有意思》
系列丛书，邀请省内的十位作家一起，共同
解读浙江十一城。

故乡大地，水土丰沃，草木葳蕤，看花里
春秋，感受人生美好，王寒的《江南草木记》，
书写了故乡大地的植物，从云锦杜鹃到文
旦、高橙，风物之美让人难忘，《江南草木记》
被评为2018年度浙版好书。

而故乡的民俗与节气，被她写进《大地
的耳语——江南二十四节气》一书中。作为当
代优秀文学作品，《大地的耳语——江南二十
四节气》被国家教育部列入向全国中小学图
书馆（室）推荐书单，进入全国各大中小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工作之余，读书、
行走与写作，王寒不断地开阔着自己的眼
界，丰富着自己的阅历。十多年来，她持续地
关注故乡并落笔故乡。当一个作家不断地回
望故乡并以深情书写故乡时，她就具备了重
新为故乡赋义的能力。

王寒用文字为故乡代言。如果把王寒书
写故乡的系列作品串联起来，这些记录故乡
风土人情、市井脉相、人文地理的作品，构成
了一部多彩的画卷，从中你能感受到台州的
丰富与美好，豪迈与大气，温度与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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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艺/文
人的一生有许多次出游的机会。

把沿途那些美好的风景和看风景时的
心情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不是每一
个人都能做到的。它既需要旅途中有
独特的发现，还要有妙笔生花的文采。
我的眼前就有这样一本游记集书稿，
李正才先生选编的《旅足留痕》。这本
散文集，与他先前付印的论文集《岁月
留香》构成了姊妹篇。

李正才先生是我读大学时的现当
代文学老师。他在课堂上曾经为我们
洋洋洒洒地解读瞿秋白、郁达夫、朱自
清等人的游记，让我们接受了“五四”
新文学的洗礼；也教会了我们欣赏秦
牧、杨朔、刘白羽等人的散文，让我们
懂得如何提炼主题、安排结构、巧妙地
运用艺术语言。现在有幸拜读李先生
的游记，又给了我别样的美学享受。

领略多彩的文化。在李正才先生
的笔下，虽然也涉及自然风光的描写，
但往往着墨不多，只寥寥数语就能生
动地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情形，他将更
多笔墨用于对人文景观、名胜古迹、文
化现象的介绍。读他的游记，能使人深
入品读民风习俗、文化瑰宝和传统精
神，体味敦厚纯正的地方文化。比如，

《台湾印象》分别从“台湾文化之根”
“贵在故宫珍宝”和“美在山水之间”三
个层面展开叙述，介绍了传统的台湾、
人文资源丰富的台湾和自然景观壮美
的台湾。他把文化考察放在前面，把风
景欣赏置于后头。在《西藏趣事》中，围
绕着“虔诚的朝圣者”“欢乐的雪顿节”
和“煮不熟的大米饭”三个片段介绍，
为读者展示了神秘的西藏、奇特的西
藏。《旅足留痕》是一个绝佳的“文化观
景平台”，也是一份很好的文化旅游

“导览图”，可以让你手捧书卷走遍东
西南北，了解祖国各地的文化特色。

体味异域的风情。李正才先生到
过世界许多地方，澳大利亚、越南、新
马泰、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
洲一些国家，这使他的目光不断地投
向世界各地。在他的眼中，欧洲因为
有了威尼斯水城、巴黎圣母院和万宝
之宫卢浮宫，变得令人向往；澳洲因
为有了艺术殿堂悉尼歌剧院、休闲胜
地黄金海岸以及“摩登”华纳电影世
界主题公园，变得让人陶醉。越南的
下龙湾、泰国的芭提雅、马来西亚的
马六甲……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在俄罗斯，他既游览了冬宫、夏宫、
克里姆林宫等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
也走进美丽的红场、幽静的莫斯科郊
外小镇，聆听年过七旬的老妇人用小
提琴演奏《喀秋莎》名曲，还品尝了有
意思的俄式大餐。到了日本，他不是为
了看名山大川，观名胜古迹，而是特别
关注日本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他从
城市到乡村，从酒店到农舍，细细地体
味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因此，读李先生
的游记，不但能呼吸到世界文明的清
新空气，还可以品读出那份广博而悠
远的人文情怀。

尝试多角度比较。每到一处，李先
生总是充分调动他的感官，有选择地
介绍所见所闻。因为走的地方多了，看
的东西应接不暇，他便喜欢把类似的
景物集中起来写到一篇文章里，从而
使得他的游记更具有比较的意义。他
曾经为自己到过八座名山、游过三个
石窟、登过四大名楼而自豪，为此写下
一组文章。在《游了三个石窟》中，他以
无比欣喜的心情逐一介绍了甘肃敦煌
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以及河南
洛阳龙门石窟，为祖国拥有如此特色
分明、艺术辉煌的佛教雕塑而发出惊
叹！在《四大名楼及其诗文》中，他发挥
了一个文化学者的想象力，通过诗文
梳理的角度，对中国四大名楼之黄鹤
楼、岳阳楼、滕王阁、蓬莱阁作了生动
而全面的描叙。

在《天池游览记》中，有一段精彩
的描写：“来到湖畔，举目远眺，天池四
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似锦。远
山含在白云间，山峰逶迤，白雪皑皑，
洁白的雪峰和苍翠的湖景相映成趣；
近看天池，清澈幽深，晶莹如玉，犹如
深山密林中的一颗蓝宝石，闪烁在雪
峰绿荫中。碧波浩渺的湖面上泛舟横
渡，重重叠叠的奇峰，葱茏挺拔的云杉
倒映在明镜似的湖面上，美得那么清
丽，那么幽静，美得让人凝住了呼吸。”
这是李先生对人间仙境天山天池之美
的盛赞。我想，用它来评价李先生的这
本游记集也是十分恰当的。远眺，这是
一本个人寄情于山水之间的人生感悟
之作；细品，则是蕴藏在浩瀚书林中的
一颗晶莹的蓝宝石。

细细地品读这本《旅足留痕》，静
静地聆听李先生讲他的旅行故事，跟
随他的脚步游走世界——你会因此看
见许多美好的事物，了解到许多不知
道的远方精彩！

——读《旅足留痕》

感受你所不知道的
远方精彩

每个人的舌尖上都有一个故乡。

一个人对一座城市念念不忘，除了有童年的印记、青春的回忆，

还有舌尖上的滋味……

新书首发式后新书首发式后，，作家王寒被读者围住签名作家王寒被读者围住签名。。

黄保才/文
我数了数，作家王寒近著《江南小吃记》，65篇散文

介绍了七八十种小吃。书名冠“江南”二字，但这些小吃
均出自作者家乡台州，这本书叫《台州小吃记》，或许更
贴切些。不过我又想，台州已五度荣膺“最具幸福感城
市”，家乡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缘于林林总总、风味独
特的小吃。这些小吃，有的是台州独有，像临海的蛋清
羊尾、天台的糊拉汰；有的是江南共有，像凉菜膏、火烧
饼。它们都足以代表“舌尖上的江南”。吃过这本书中提
到的小吃，其他江南的食物，都“不在话下”。

《江南小吃记》，名至实归。
生活在家乡的台州人，读这本书，会感同身受，勾起

儿时的记忆；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台州人，读这本书，
会倍觉亲切，唤起无尽的乡愁；台州外人士，读这本书，会
垂涎欲滴，对琳琅满目的美味小吃心向往之，一尝为快。

人类对于吃，永葆着无止境的兴趣，活命要吃，享
受要吃。当吃不仅为了充饥，上升到享受层面时，就成
为一种文化——食文化。王寒这部新作的意义，即在于
用精美的文字、轻松的笔调，赋予食品以文化的意蕴。

人们常说，吃的是一种文化。每一种小吃的背后，
都蕴含着深沉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冷暖。王寒以女性作
家特有的敏感和细腻，锐意穷搜，追根溯源，将家乡满
足口腹之欲的物质元素，所深藏的精神因子，一一挖掘
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吃其然，而吃其所以
然”。就像她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说的，“小吃是山川大地、
江河溪流，是花草果蔬、鱼肉虾蟹，是人文历史、地理性
格，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舌尖上的体现”。

像我这样对食物不拣不挑，但缘于身体不适应，颇
多忌口，仅停留在果腹层面的人，读了《江南小吃记》，
终于明白曾经吃过的东西，还有那么多的“穷讲究”，这
也算大大的“涨姿势”、开眼界了。我总算搞清了，糊拉
汰与糊拉沸，原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食物；中华名小吃
食饼筒和麦虾，有那么坎坷而又不同凡响的前世今生；
还有扁食与饺子的细微区别。

在我看来，所有食物，咽到三寸舌头之下，都是一
样的，人们对美食的追寻，无非是满足味蕾上的需求罢
了。而王寒把笔触伸到貌似稀松平常的家乡小吃，当作
一项文化工程来研究、抒写，这让我对日常吃食有一种

“不堪其负”之感，也陡生敬畏之心。尝一碗咸羹，会想
到浙江抗倭的戚继光；啃一个火烧饼，会想到华夏始祖
轩辕氏黄帝；吃一口川豆芽，会怪讶何以叫芽，芽这么
短，肉眼都看不见，吃的还是川豆，无非是发芽的川豆，
应该叫“芽川豆”才好，唯绿豆芽才名副其实，吃的是长
长的芽，而绿豆已不可见。

王寒“好读书、好码字、好旅游、好音乐、好园艺、好
美食”，对生活的热爱，使得她涉猎甚广，知识渊博；长
期坚持读书写作习惯，使得她驾驭文字的功力，已臻炉
火纯青的境界。身为作家，她保持着对万事万物的好奇
心。她写身边人和事，独擅胜场，拿捏得当，真实可信。
她的书，总是那么易读、悦读。

已写出十几本书的她，近年来把台州文化琢磨得
透透的，让家乡人对自己有了不少新的认知。她说自己
最喜欢的是《台州有意思》《浙江有意思》这两本书。看
书名就知道，这是写台州乃至浙江人生活方式、文化性
格的，一定是作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精心结撰而成。
事实上，这两本书体现了其一以贯之诙谐幽默、俏趣活
泼的语言风格。

写人如此，尚物亦然。给美食配美文，是王寒写作
的拿手好戏。关于家乡美食的书，她已出了两本，另外
一本是《无鲜勿落饭》，加上这本《江南小吃记》，她几乎
将能接触到的美食，都用独出机杼的“王氏笔触”描叙了
一遍。这种描叙，不是直拔笼统、淡乎寡味，而是曲里拐
弯、平中见奇。每每行文所及，穿插些物理人情的介绍、
历史故事的讲述、经典诗文的引用，以及风物掌故的佐
证。一篇千字文，就是一道烹调得有滋有味的家乡小吃。

她的每一篇美食散文，围绕一个或相关几个小吃，
天马行空，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收放自如，以凝练的笔
法，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思想性融于一炉，真正
体现“形散神不散”的文本特质。读这样的文章，不只是

“尝”到美食的美味，更品到美文的魅力，享受到一顿关
于小吃的文化大餐，让人手不释卷，欲罢不能，非一口
气读完而后快。

每写一道小吃，她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或直接表
达“爱吃”或“最爱吃”的价值取向，这是“己所欲，施于
人”，“我手写我心”，折射出作者坦诚、率真的性情，“文
如其人”，这不失为粉丝读者酷爱她文字的一个理由。

此外，作者写着写着，常常冷不丁冒出一句妥帖之
极的比喻，令人拍案叫绝。譬如写豇豆莳，“豇豆像个情
种，性子缠绵悱恻，总喜欢攀附在什么上，所以豇豆吐
藤时，要插架引蔓，要整枝打杈”；写姜汁肉糜，“猪肉怎
么可以那么甜呢？猪肉加了那么多红糖，有壮汉变‘娘
炮’的感觉”。豇豆和猪肉为大多数读者所熟悉，但一般
怎么会想到如此形象和深邃的佳喻？想想还真是那么
回事儿。作家就是作家，视角独到，发人之所未发，容易
引起与读者的共鸣。

我以前读过当代作家陆文夫的《美食家》，是小说。
我并非吃货，书中关于苏州的美食，早忘得一干二净。
反映美食的书，像新闻作品那样，在地域上有一定的就
近性，或许会吸引更多的“吃货”和读者关注，那些有专
业探索精神的美食家除外。王寒写家乡美食的两本书，
填补了我们对日常食物熟视无睹的空白。一个优秀作
家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能将一个赖以果腹的馒头，也
写得活色生香、引人入胜，“也许，人生中的有些东西，
的确是你抗拒不了的。譬如夏天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
雨，譬如一个刚出笼的糖心馒头”。

从这个角度看，王寒写家乡台州美食的作品，是将
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结合得最好的精品力作。她无疑
已成为当今文坛代表性的地域文化作家。

——读王寒新著《江南小吃记》

一道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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