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书介绍《舌尖》美食顾问二毛来烟“搜鲜”

难难忘忘烟烟台台罐罐头头，，不不舍舍菜菜谱谱情情怀怀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
作者：王巍 主编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定价：338 . 00元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历时7年编纂而成的大型专科
工具书，以其权威性、科学性、丰富
性和实用性，满足多层次读者的学
术或兴趣需要。

全书收词5000余条，分为概
论、史前、夏商周、秦汉至元明清、
遗址与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六大
编，内容涉及考古学基本概念、理
论与方法，考古遗迹，考古遗物，考
古遗址与遗物保护，考古学史，文
物法规法律，考古学文化，古城址，
宫殿遗址，村落遗址，窖藏，墓葬，
石窟寺，古建筑，青铜器，简牍，石
刻等类别，总计约170万字，插图
600余幅。

书中重要条目配设黑白线描
图或彩色图版，包括著名器物的图
片、遗址的复原图、器物的平剖面
图、拓片等。

本报记者 刘高

美食，永远是一个谈不完
说不尽的热门话题。仅在今
年，烟台先是被评为“鲁菜之
乡”，又举办了中国厨师节，还
成立了“鲁菜研究所”，而“美
食山东——— 家常菜大赛”烟威
赛区复赛又在烟台的山东省
城市服务技术学院举行。

也正是在8月初，搜狐新
闻客户端吃货自媒体联盟“搜
鲜记”活动在京启动。随后“搜
鲜记”工作人员与《舌尖上的
中国》美食顾问二毛、烟台美
食自媒体人周毅在烟台各地
探访美食，开始了“搜鲜记”

“沿海线”的首站。
在烟台的约两天时间里，

二毛一行进丹桂尝了焖子、粉
肠、咸鱼片片、蓬莱小面等小
吃，又在某餐厅品尝了刀把蛏
子、全家福、葱烧海参、葱油加
吉鱼等鲁菜海鲜味道。在市区
吃美食尚不过瘾，一行人又前
往崆峒岛渔家拾贝捞参，大快
朵颐，大呼过瘾。

烟台罐头给少年二毛留下深刻印象

生于四川酉阳的二毛此
前并未来过烟台，但烟台“水
果之乡”的身份却早就在少年
二毛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至今难以忘怀。

二毛小时候体弱多病，为
了让他多吃饭，二毛母亲煞费
苦心。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用
罐头给二毛开胃。在20世纪60

年代末70年代初，罐头还是非
常珍贵的美食，“母亲买回罐
头，别家看到了，都会很惊讶
地 说 ：‘ 呀 ，你 们 家 买 罐 头
啦！’”二毛对他上小学时第一
次吃水果罐头的经历印象深
刻。

那是初冬时节，二毛看到

母亲拿回来一瓶苹果罐头，既
惊讶又期待，早早趴到餐桌前
等待。二毛母亲开盖将一瓣瓣
苹果挨个分给餐桌上的家人，
最后剩下小半瓶罐头汤，就全
部给了二毛。二毛如获至宝，
捧着不撒手。“贪婪”地吃完自
己的那瓣罐头苹果，二毛拿上
小勺子，捧着那小半瓶罐头
汤，一溜烟跑到外边找自己的
小伙伴。

“他们看到我捧着罐头瓶，
都围了过来，特别羡慕。我拿着
小勺子，一勺一勺地跟伙伴们
分享，吃了好久才见底。甜，非
常甜，这是让我至今都很难忘
的味道。”二毛说，“我小的时

候，四川吃不到苹果、李子这样
的北方时令水果，所以能吃到
苹果罐头、李子罐头就很珍贵
了。”

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多年，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罐头瓶子
的样子，矮矮的，肚子很大，前
边贴着标签，标签上写着烟台
某某罐头厂。有时候我们在商
店里还会把罐头瓶子标签转过
去，看看里边水果的样子，晶莹
剔透，非常漂亮。”二毛笑着说，

“后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
还吃过烟台的鱼罐头，也是母
亲买来给我开胃的。所以我虽
然没来过烟台，但对烟台感觉
很亲切。”

吃喝绝不是生活中的小事

成年后，二毛亦师亦诗亦
食，当过老师，同时也是上世
纪80年代莽汉派诗歌代表人
物之一，上世纪90年代弃文从
商后与好友开餐厅，并自称

“右手写诗，左手掌勺”。
二毛有收集旧菜谱的爱

好，至今已收集历代菜谱3000

多册，其中最引以为豪的是袁
枚的《随园食单》和王世雄的

《随息居饮食谱》。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菜谱收集得多了，二
毛就想着将其中的精华出书
与大家分享。

整理时，二毛选中了民国
段的诸多食谱，“但如果光把
食谱贴出来出书，就太单调
了，”二毛说，他搜集资料的时
候发现，美食很大程度上是靠
名人来推动的，这在民国时代
尤其是如此，“吃喝绝不是生
活中的小事，民国时期的吃
喝、美食，直接影响到了现在
的‘美食地图’。”

于是，在阅读了大量民国
名士的日记、著作后，以“民国
吃家”为线索，二毛将吃家们
中意的美食一一推出，这才成

就了《民国持家——— 一个时代
的吃相》一书。

二毛说，现在的主要菜
系都是从历史上脱胎而来，
民国时期是奠定中国八大菜
系基础的关键，所以饮食更
具有文化内容。但很多民国
时期的美食已经失传，不仅
是制作技术的失传，更是新
的生产方式污染、改变了食
材原有的风味，“通过民国名
人谈吃，就是为了找一个载
体，来承载我对民国菜的热
爱，来找回失落的味道。”

民国吃家
作者：二毛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吃家》是一部关于美食的故国风情录，它从美食写到食事，从食事写到
人生，名人的饮食情趣，食物的典故内涵，人与食的缱绻深情，久远的历史风貌，
亘古未变的生活气息。

在民国，慈禧的清炖鸭子脱下鸭皮游上了袁世凯的餐桌，胡适用东兴楼的酱
爆鸭丁嫩滑酱香了鲁迅一生的才华，谭延闿的祖庵鱼翅在南京的上空鲜亮腴滑
地飞翔，张大千用恋爱的火候软炸着扳指儿香酥脆嫩了十八岁的仕女……

清蒸偏口鱼上桌，二毛忍
不住用手机拍照。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戴敦邦画谱全集》

(线装珍藏本)
作者：戴敦邦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8月

定价：6980元

这是著名国画家戴敦邦艺术
生涯集大成之作，收录其艺术生
涯的精品力作1000余幅，分为《中
国仕女画》、《中国高士图》、《中国
甲胄图》、《辛亥革命人物》、《中国
风俗画》、《中国故事图》、《中国戏
曲画》七种。

戴敦邦擅长古典题材的人物
画、故事图，其作品根植祖国文化
恪守民族传统，善于从中国古典
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素材，代表
作《红楼梦》、《水浒传》人物故事
以及各种诗意图等，蜚声海内外。
其艺术风格继承中有创新，通中
求变转益多师，笔下的艺术形象，
个性鲜明场面饱满，文化含量丰
富，为当代读者与书画爱好者喜
闻乐见。

《全集》囊括了戴敦邦不同时
期、不同题材的国画精品，文化含
量丰富，民族传统深厚，艺术个性
鲜明，人物形象精气神俱备。其中
的大场面画作，如人物故事戏曲
折子长卷，犹见艺术功力，充分展
现了戴敦邦炉火纯青的艺术造
诣。

《全集》附有作者亲笔签名钤
印的编号收藏证，并附赠用宣纸
仿真限量印制的戴敦邦代表作

《红楼缘》长卷壹幅。

未未了了词词典典情情，，难难舍舍母母女女爱爱
读书趣闻

我虽然有大小五六套词
典，但常翻用的还是那本不知
用牛皮纸包了几遍，泛黄了的，
1963年8月17日买的《四角号码
新词典》。

它比32开纸还短一寸，硬
壳布包装，米黄色，很精致。由

“商务印书馆”编辑，1962年出
版。五十多年来，它带着妈妈欣
慰的笑容，忠诚地做我的老师，
帮我识字学词，问难答疑；它，
默默无闻，诲人不倦；我外出，
别的东西可以不带，“四角号
码”是要带的。

六十个鸡蛋

换来新词典

从我懂事以来，家里就很
清贫，炕对面的账桌上就有砚
台、墨、毛笔和账本，父亲和大
哥常在那里记账，还有一本没
有上下封皮的小字典和一把旧
算盘，它们是我最早的玩具。我
跟哥哥、姐姐们学打小九九，学

用数笔画查字，称小字典是“不
吃饭的先生”。

我们兄妹多，解放前后，连
年的战争、灾荒，过的是有上顿
没下顿的日子。但父母都让我
们上学，我没记得买过课本和
书，课本用账本的反面抄人家
的，兄妹相传。先生讲的，记在
石板上，回家用树枝在地上画，
兄妹互相讨论争执，当时我们
兄妹在北马完小的学习成绩都
是前几名。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上
高中，我前面位子的同学，有一
本四角号码词典。有一天物理
老师看见了，他专门给我们推
荐四角号码查字法，引起了同
学们极大的兴趣。从此，我们学
四角号码查字歌，课间搞查字
比赛，很快就掌握了。我每月享
受的6元二等助学金，全交了生
活费，所以常借同学的字典用，
连做梦都想有一本自己的四角
号码词典。

1963年，我高考的唯一志
愿是烟台师专俄语科，其一，两
年毕业就能挣钱养家糊口；其
二，师范上学不用花钱。妈妈问
我上学要点什么，我望望刚从
挨饿中走出来的妈妈，摇摇头，
我什么也不敢要，妈妈要凑够
我上烟台的3元2角钱路费已经
很难了。

妈妈知道我做梦都想要
词典，于是卖一把鸡蛋把钱

攒起来，卖一把鸡蛋把钱攒
起来，一把鸡蛋十个，当时卖
2 角 多 钱 ，这 本 词 典是 1 元 2

角，需要卖将近60个鸡蛋。家
里 的 鸡 不是每 天 都 能 下 蛋
的，天太冷或太热都不行，喂
的粮食少了也不行。

家乡流行着一句话：砸锅
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我们背
负着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从
贫穷的农村挣脱着出来。终于，
我拿着1元2角钱，趁到黄县县
城办上学手续之机，去新华书
店买了这本词典。

未了词典情

难舍母女爱

回来后，妈妈抚摸着这本
新词典，什么也没说，脸上露出
欣慰的笑容，她尽其所能，满足
了女儿的心愿，送女儿上学。

1963年，中苏关系紧张，烟
师的俄语科改成了中文科，又
由2年制改成了3年制。同学中
多数用的是新华词典，用拼音、
偏旁部首查字法，再难的字，就
用笔画查字法。我用四角号码
查字总比同学快，我就教同学
也学这种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我是学习委员，推广起来很方
便。

毕业后，我当中学语文教
师，按教学大纲要求，是不需要
教四角号码査字法的，但我还

是抽出时间教。大的新华词典
上也有这种查字法，我想让学
生们多一种学习技能。

现在，在我的案头，有一
本大的《现代汉语词典》和小
的《四角号码新词典》。有事，
我第一个捞起来的是“四角
号码”，有难字，在《现代汉语
词典》中，我也爱用四角号码
査字法，便捷。再难的字，就
得动用《辞海》和《大中华词
典》了。只要有机会，我就向
年轻人推荐这种查字方法，
多一艺比少一艺强。

每当翻摸这本泛黄的词
典，妈妈欣慰的笑容就浮现在
眼前。她在2002年去世了，她随
女儿过上了好日子，享受了改
革开放的红利，她在另一个世
界看到女儿的今天，也会欣慰。
但我总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
很不够。

吕富苓

《四角号码新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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