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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本同宗，世界是一家，四海

皆兄弟。”玉村丰男心想。假如能发现烹

饪的一般原理，是不是就可以足不出户，

吃遍天下美食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玉村丰男开始烹

饪研究。玉村丰男1945年生于东京，毕业

于东京大学法语文学系，曾经留学巴黎，

后经翻译走上文学之路，热爱旅行、饮

食，经营香草、蔬菜、葡萄和生态酒庄，这

些经历让他的作品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

与平易流畅的文风。

玉村丰男有部作品，叫《全球蔬菜

纪行》。这部《料理的四面体》同样具有

“全球性”。全书列举阿尔及利亚式炖羊

肉、佛罗伦萨风情烤羊排、约克夏布丁、

罗马尼亚猪肉天妇罗、叙利亚风味烤茄

子……这些美食大致归于烤牛肉、天妇

罗、刺身、汤等大类，分别包含十几道美

食及其烹饪方法，单看菜名，就扑面而来

的异国情调。

作者并非热衷报菜名，是为了方便

比较异同。写作的目的是为日本普通百

姓做参考。很多类似菜肴，他都会与本土

菜做对比。比如，东欧的油炸食品、英国

的炸鱼薯条与日本的天妇罗在原则上很

接近。“油炸凤尾虾”这道流行的日本菜

就源于对异域烹饪的吸收和创新。玉村

丰男还很重视日本菜里的“中华”元素。

他认为中国人运用油脂烹调的经验丰

富，中国菜的准备、加工程序让料理过程

更加明快有趣，中式铁锅与强火加热相

结合的中餐风格等同于“火与油的魔术

师”。

法国是美食国度，大家可能都有个

印象，觉得法国菜过于复杂。但在玉村丰

男看来，经过仔细整理一番并按照工序

一步步追寻，蓬巴杜风情羔羊背肉与阿

尔及利亚野炊如出一辙。“法国菜的生命

在于调味酱汁”，只要把肉煎嫩，淋上调

味酱汁，口味就大同小异。关键是酱汁

啊，于是玉村丰男就用各种口蘑、海鲜等

调制酱汁，试验了“烤牛肉”类别下的十

几道名菜。玉村丰男认为法国烹饪大师

保罗·博古斯介绍的勃艮第红酒炖牛肉

太繁琐，他将之简化为“庶民版红酒炖牛

肉”，只包括三个步骤：事先用酒等液体

腌制肉；将肉的表面煎焦；在煎好的肉里

添入腌料和肉汤，文火慢煮。

为什么叫《料理的四面体》呢？因

为，玉村丰男认为料理的一般原理涉及

的基本要素可总结为：火、空气、水、油。

他建立四面体的直观模型，用最普通的

豆腐为例，形象地做了一番总结陈词。

以“空气”“水”“油”构成的三角形为底

面，并用“火”来掌控时间与程度的变

化，那么，乍看之下个性鲜明、各自为政

的世界各国饮食，就能够统领在同一方

程式下。

我认为，“四面体”理论是作者制造

的一个概念，算不上高明。道理就这么

简单，不用解释也都知道，但若真要做

好，识得食材、能辨别新鲜度、懂调配以

及多下厨，过程才是最要紧的。自诩真

传的行家通常很难接受这般简化，玉村

丰男收到很多抗议和批评。另一方面，

《料理的四面体》在1980年10月出版以

来屡次重版，其受欢迎的程度也证明了

对作者的肯定。玉村丰男简化了美食的

烹饪程序，做法也许不“正宗”，革新的

意识值得提倡。 赵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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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灿如星河的文化印记
收录1400余年名家古籍1025部的《黄岩经籍志》最近出版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编者：王恒正

一本 358内页，汇集自

隋末至1920年共1400余年

黄岩名家经籍著作《黄岩经

籍志》最近由文汇出版社出

版。

记者从本书中了解到，

该书分四卷，卷一经部 130
篇，卷二史部 180篇，卷三

子部 161篇，卷四集部 610
篇。总收录古籍 1081部，现

存已刊的 339部，抄本 155
部，已佚 587部。入载本书

之最的是清代王棻三十一

部，其中两部载《续修四库

全书》。明代陶宗仪二十三

部，有八部载入《四库全

书》。全书载入《四库全书》

和《续修四库全书》的有三

十五部。还有明王启十三

部，入《四库全书》一部。清

代李诚、王舟瑶均有十几部

著作，此外还有黄超然、谢

伋、车若水、戴复古、杜范、

符验、吴执御、曾铣、喻长

霖、王咏霓等均有较多亮丽

佳作呈现。

□台州市图书馆一周荐书

《失落的卫星：
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九年间，作家刘子超数次深入亚

洲腹地，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

曼斯坦。在这片处于世界边缘和大国

夹缝间的土地，展开一场过去和未来

之间的寻觅之旅。沿着国境线飞驰，绕

过散落的飞地，驰骋于帕米尔无人区，

在原苏联的核爆试验场抛锚，他以探

险者的精神见证隔绝之地；踏上撒马

尔罕的金色之路，徜徉于血腥战场和

帝国宫殿，

凝视沾血的

圣书，抚摸

玄奘笔下的佛塔，他试图寻回古人的

目光；结识将未来寄托于汉语的塔吉

克青年，遇见困守咸海七年的中国人。

一切如同离轨的卫星，暧昧而失落，充

满活力、孤独和挣扎，我们就在隔壁，

却浑然不觉——直到旅行开始，直到

翻开这本书。 王晓剑

历史上的黄岩，是台州之巨

邑，汉以前为东瓯国，晋为永宁县，唐

武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定名为黄

岩，以后均称为黄岩，历史悠久，文化

昌盛，人才辈出，千百年来，在古老的

黄岩大地上，诞生了很多举世闻名的

历史人物，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唐代委羽山人有空著的《委羽山

大有空明天真人司马君传》是记第二

洞天道教祖庭。至宋淳熙年间，著名

理学家朱熹驻节台州，讲学黄岩樊川

书院，使黄岩文教鼎盛，被称为“小邹

鲁”。历代的儒学著作蔚为大观。黄

岩有多人出仕宦游，留下名篇，文章

更是车载斗量。政治和经济之学的

奏疏，有宋代杜范的《清献集》，明代

符验的《革除遗事》，曾铣的《复套

议》及史部有明代陶宗仪的《说郛》

《革莽私乘》《古刻丛钞》及《国风尊

经》，还有车若水的《脚气集》，亦有

清代王棻的《台学统》，记叙台州学

者337人，分为气节、躬行、经济、性

理、训诂、词章等六门类，是一部较

完整的台州名人丛书史。此外还有

王启的《赤城会通记》，符验的《留台

什记》，王舟瑶、喻长霖的《台州府

志》，王棻的《永嘉县志》《太平续志》

《黄岩县志》等。在辞章之学的诗文，

更是繁花怒放、光辉灿烂，有宋代左

纬《委羽居士集》，戴复古的《石屏

词》，明代陶宗仪的《南村诗集》，南

宋谢

伋的《四六谈塵》，明

代黄承忠的《三台文献录》，

王惟楫的《黄说仲诗草》，王叔英

的《静学文集》等等。

本书由王恒正编，他是名家王棻

的四世孙，王恒正为了研究和查阅黄

岩历代的古籍，经过数年的辛勤劳动。

将黄岩从隋代至清末民国初年志书

上所载的古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编

成《黄岩经籍志》一书。为使读者了

解过去之经籍全貌，并可吸取其优

良的精神，将现存的古籍序跋进行

分段、点注，对已佚的能收集且有

价值的序跋进行梳理点注，并对

作者略作介绍，可供研究参考。

书后还附录了近代优秀著作，可

供读者系统了解黄岩的文化。

本书系统性强，便于查找，

还可提供广大读者了解古老黄

岩，千年永宁的历史文化，汲取

其精神力量，坚定黄岩文化认同

和文化自信。亦可唤起黄岩人民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更可激

发在外黄岩人热爱家乡的自豪。

为未来文献的发掘、研究、整理

和利用，奠定良好的基础。愿

优秀的历史文化，更好地传

承和弘扬，服务当代，惠泽

未来。 陈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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