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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过了冬至便“数九”。江南也进入
了最寒冷的时节。88 年前，37 岁的丰
子恺在故乡桐乡石门湾的冬日阳光下，

记录了浴日所感，让人重新认识了古人
所说“夏日可畏，冬日可爱”。

有人说，冬季适合读丰子恺。今年
是丰子恺诞辰 125 周年。前不久，黄山
书社出版了访谈集《清凉明月》。全书
收录了 23 篇“谈子恺”的文章，以与丰
子恺及其故交的后人一问一答的访谈
形式，展示了丰子恺在绘画、文学、教育
等多领域的经历与成就。如同丰子恺
热闹的朋友圈，书中，恩师李叔同、故友
陈从周、张乐平等书画艺术大师的后
人，重拾起祖辈与丰子恺之间遗落于岁
月中的情缘。

著名画家姜丹书儿子姜书凯对父
亲与丰子恺交往情况熟记于心。丰子
恺的谦虚为人也让他印象深刻。他记
得，为给父亲的恩师李瑞清画纪念像，
姜丹书曾亲自去丰子恺家中探讨画
作。画作完成后，姜丹书在原画上做了
些修改，并寄给丰子恺。丰子恺收信后

复函：“画像线条改细，很好很好，而且
很像。不过直书‘丰子恺敬绘’，恐不符
实。鄙见请加‘姜△△改作’字样，较为
符实。您画的比我画的更像，所以我不
敢掠美也。”

书法家沈定庵记得，自己第一次见
到丰子恺是1952年在上海的一间里弄
房子里，“具体时间已经记不得了，但丰
先生的热情接待和平易近人，让我终生
难忘。”他至今保存着两人交往的书
信。在这位书法名家眼中，丰子恺写的
信札每一篇都是书法佳作，更代表了两
人的师生情谊。

这些丰子恺故交及后人的回忆，也对
研究丰子恺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

丰子恺一直笃信要做好艺术，先要
做一个好人。在外孙宋雪君眼里，外公
留下的最大财富便是做人的准则。

书中宋雪君回忆儿时大人们所讲：
“抗战时期，外公带着一家老小逃难。

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外公自己教的。外
公从来没有捆绑教育、棍棒教育，他教
育小孩，第一是做人，第二是培养兴趣
学知识，第三是淡泊名利。”一家人始终
记得丰子恺教给他们“人来到这个世
果，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这句箴言。

人生不过“五味”，每一种都能让我
们回味无穷。

同为桐乡人，作者张雪南说，正是
丰老的这种人生态度、品格和精神，深
深打动和影响了他。

而至于创作《清凉明月》，却似乎是
冥冥之中的巧合。

张雪南也是桐乡人，老家东田村离
石门镇不足 20 里路。很多年前，他都
是骑着自行车从老家到缘缘堂参观
的。这条故乡的乡村小道也牵起了他
与丰子恺之间，冥冥之中的缘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刚大学毕业的
张雪南读过丰子恺的一些文章。办公

室的同事中，有杭大中文专业毕业的
“专家”，对丰子恺颇有研究。耳濡目
染中，他对丰子恺的关注和学习从未
间断，也越发被丰子恺的人格精神所
吸引。

2018 年，丰子恺先生诞辰 120 周
年，他终于决定将多年以来的“寻缘”念
想付诸行动，从此开启了长长的“寻缘”
访谈，找寻一位位与丰子恺有缘有情的
人，倾听他们的故事、评说，感悟他们的
追忆和怀念。

巴金曾评价丰子恺：“一个与世无争、
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
心。”正是艺术与儿童，让丰子恺的绘画作
品充满了童真与爱。《清凉明月》是历史的
记录，也是丰子恺一生的一种总结。

张雪楠希望，读者能在这本小书
中，拾起平凡而闪光的片羽，从而窥见
一个时代的文艺大家永恒于时空的艺
术价值和人性光芒。

丰子恺诞辰125周年之际，访谈集《清凉明月》出版——

“寻缘”丰子恺
本报记者 朱 平

本报记者 李娇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瑰宝数不
胜数。但是你可知道，从古至今，那些构
成我们文明中耀眼一角的绘画作品，都
是在怎样的机制下诞生的？

“画院”作为中国官方实施的一种文
化体制，自五代时期已具雏形。两宋以
降，由于帝王的抬爱和重视，“画院”的体
制和体量进一步完善充实，达到全盛。

《千里江山图》《万壑松风图》《踏歌图》等
大量彪炳千秋的绘画巨作继而产生。而
今，“画院”这一颇具文化特色的体制在
当代得以传续。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新中国成
立后的首家画院——北京中国画院于
1957年成立。随后，江苏省国画院和上
海中国画院等也相继成立，将各地的业
界翘楚悉数纳入其中。

1984年诞生的浙江画院，是站在巨
人肩膀上成长的幸运儿。我国潘天寿和
陆俨少两位近代中国画大师都曾对它悉
心培养。孙永是浙江画院前任院长。作
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画院人，他从学校毕
业就分配到浙江画院，一直到退休，都在
画院里度过。

“我一直有个梦想，有可能的话，要
为颇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画院树碑立
传，尤其是在新中国诞生以后各地成立
的画院。”孙永的另一个身份，是近期出
版的《中国画院志》主编。

中国画院通过上千年之沿革，对整
个中国美术事业贡献占比过半。而据初
考，近一个世纪间，有约 80%的名家高
手与画院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如齐白石、
傅抱石、丰子恺、李可染等等，数不胜
数。他们或为创院鼻祖，或为画院终其
毕生。作用巨大的画院机构和其中的专
职画家，迄今为止却没有一部属于自己
的专门典志。孙永想填补这片空白。

契机很快来了。2010年，浙江画院
以刊物《中国画画刊》为平台，与全国各
大国办画院联络沟通，每期开辟“中国画
院志·当代卷”专栏，介绍各地画院的情
况。到 2015 年，该专栏共介绍了全国
30家画院的发展情况。

这个专栏，就成为了《中国画院志》
的起点。2015 年，浙江画院经过酝酿、
研究后决定于当年年底启动项目，联合
相关主要机构编辑出版大型系列著作

《中国画院志》，想要通过梳理中国古代
宫廷画院、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主办
的画院的发展脉络，用方志的体裁呈现
中国画院历史。同时，这项工作也被列
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陈青洋是浙江画院专职画师、《中国
画画刊》主编。作为《中国画院志》编委
会办公室主任，她参与了项目的全过
程。《中国画院志》分古代画院卷和当代
画院卷。古代画院卷由专家顾平撰写。
当代画院卷由各画院提供稿件和图片等
资料，编撰人员负责整理与编撰，再由各
大画院补充完善。“最开始，我们认为只
要把全国各家画院的资料收集到位后进
行系统编排，很快就可以完工。但实际
上这项工作比预设中要困难得多。”陈青
洋说。

原因在于，《中国画院志》并不是一
部“一般的地方志”。从中国国家画院到
各省市乃至县一级的国办画院，彼此均
没有隶属关系。如若把这部《中国画院
志》比作一幢承载一两百家独立业主的
高楼大厦，将如何有条不紊地管理、运
行、长期发展，还要经得起历史和学术的
考验？这无疑是一门大学问。然而，因
为时间久远、史料丢失等原因，从各家画
院征集内容需要“绞尽脑汁”。

陈青洋告诉记者，有一家北方的画
院，名家辈出，收录进《中国画院志》再适
合不过。但这家画院居然基本没有文字
记录资料。陈青洋只好在网上爬梳有关
资料。过程中，她发现曾在这家画院工
作的一名画师，记录过自己多年的画院
经历。这些资料刚好被披露到网络上。
于是，她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把这个画
院的框架素材整理出来。

“我从海量资料中梳理出基本的历
史架构。有了这个基础再去请他们完善
填充，就容易多了。”陈青洋回忆，她和编
撰组的老师们，常常一收到远方寄来的
资料，就立刻按志书的体例进行编撰与
核对，然后返回对方画院补充，等相对完
善的稿件到位后，再立马发给专家审查，
之后再送到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到深夜
零点也是常态。后期，尤其是2019年至
2021 年间，项目遭遇资金、人手短缺困
境，但《中国画院志》的编撰人员与各画
院的联络人员从未退缩，迎难而上。

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画院志》终于
通过浙江省社科联审稿程序，由浙江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它翔实、准确、全面地
记载了一个新时代画院的历史、状态、作
品和画家。同时，作为浙江省文化艺术界
首次组织全国专业力量编撰全国性的专
志，《中国画院志》也彰显出浙江作为中国
画重镇的综合实力和学术高度，以及勇做
文化发展弄潮儿的魄力和担当。

《中国画院志》弥补学术空白

为大小画院
真实“画像”

美食，是一种简单却真诚的世界语
言。它能超越文化的差异，让人们心灵
契合。

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邀请对方到家
里来吃饭，都是对友谊的进一步表达与
认可。这种情感表达对恋家的中国人
来说，更为深刻。欧阳修、苏轼最爱在
自家的小花园里请客；孟浩然被老友盛
情款待后，挥笔写下《过故人庄》；梁实
秋到北京后，胡适每逢周末都会在家为
他备上文火慢炖的徽菜“一品锅”⋯⋯

“请你回家吃饭”，一直是中国人对朋友
的最高礼遇。

一道道美食里，传递着的是情感、
记忆与文化。

不久前，以美食为核心的随笔集《家
宴》出版。作者王珩聚焦于民国时期活
跃在军、政、商、学、艺各界名士的日常生
活，把饮食文化与历史掌故融为一体，不
仅带来了遥远又亲切的民国味道，也让
读者了解了张大千、王世襄、谭延闿、胡
适、鲁迅等近现代名人的趣闻轶事。

翻开书本仔细品读，穿梭在那一段
段时光里，仿佛身临其境与那些深沉可
爱、高贵和逊的有趣灵魂展开对话，开
启了一场探味寻根的饮食文化之旅。

一

把切成薄片的牛里脊用筛子在水
龙头下冲洗二十分钟，打少许水芡，与
泡发的木耳同时下锅，用急火热油快
炒，红色的牛肉片就变得晶亮洁白。生
炒牛肉片由此诞生。

用绍酒泡海米，酒多倒一些，使海米

泡开后碗中仍有余酒，加盐、糖、酱油少
许调成汁。取十颗肥硕的大葱，去掉根
须，多剥几层外皮，仅留葱白，切段，每段
长两寸，每根只挑下端最粗的两三段。
用温火将葱逐段炸透，捞出控油，再将炸
好的葱整盘推入空锅，与海米调味汁同
烧至收汤入味，一道“焖葱”就做好了。

⋯⋯
书中，这些菜肴在那一帧帧鲜活的

民国生活场景里出现，让人垂涎三尺。
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了生动有
趣的味觉盛宴。

对美食，王珩一直颇有研究。她的
上一本书《国宴》就从琳琅满目的国菜入
手，呈现了中国古代宫廷饮食文化风貌
及皇家美食背后的哲学意蕴。作为它的
姊妹篇，《家宴》把视角转向了近现代文
化精英阶层的私房菜，更加贴近生活。

“从2022年5月初开始动笔到9月
底脱稿，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王珩告诉
记者，她虽然写得快，但前期做了充分
的准备工作。2021 年 10 月开始，她就
在查阅文献、搜集资料，从元明清时期
关于饮食文化的古籍，到近现代的人物
传记等，都做了研读。

“一方面，我希望通过读不同版本
的名人传记，做到对每一章的主人公的
生平及思想有个全方位的把握和公允
的评价，这样在选材上就能避开大家都
熟悉的陈年往事，挖掘一些不为大众所
熟知的名士日常，可以让读者读出新
意。另一方面，这样对某些具体事件的
发生时地、参与任务等细节进行考证，
也能做到客观严谨。”王珩说。

她透露，《国宴》《家宴》是自己“饮
食文化四部曲”的前两部，接下来的《喜
宴》和《素宴》将聚焦民俗文化等，继续
记录更多生动鲜活的人间烟火。

二

王珩选的书中人是有讲究的。
张大千、王世襄、谭延闿、鲁迅、胡

适等等，都是活跃在民国时期各个界
别，且大众较为熟悉的人。不仅如此，
人物籍贯和菜系分布也有对应关系，比
如张大千是四川人、谭延闿是湖南人、
王世襄是福建人，那么在写这些人物章
节时就会自然而然重点介绍川菜、湘
菜、闽菜。我们可以看到，川、鲁、粤、
苏、闽、浙、湘、徽八大菜系，以及豫菜、
晋菜、港台和少数民族菜品等都在书中
有所涉及。

更让人惊喜的是，从这些与美食相关
的故事中，我们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人文

内核，看到这些名士不一样的多味人生。
比如书本开篇，就写了张大千在晚

年居所“摩耶精舍”宴请各界名人时，食
单上的细节周到体贴；那一张就地取材
的敦煌食单，则折射着这位丹青巨匠在
艺术之外，对风味美食的执着追求。

又比如，笔不离手，烟不离口，横眉
冷对，是鲁迅在世人心中的经典形象。
但在王珩笔下的鲁迅篇章，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放下“匕首”和“投枪”的温情脉
脉的恋人，一个管不住嘴巴的嗜甜如命
的馋人，一个竭尽努力但阖家团圆梦最
终破碎的伤心人，一个为买房还贷焦虑
的普通人，一个刚健质朴又深沉可爱的
周树人。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真
实地平凡着。”王珩说，以往已经有太多
关于这些人的宏大叙事，而她希望通过
这本名为讲美食的书来为他们“祛魅”，
并透过其日常生活中与饮宴相关的喜
怒哀乐片段，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有
趣灵魂，把那些被大家冠以严肃历史面
貌的文人墨客们生动活泼的一面展现
在读者面前，也为重温民国情怀提供一
个跳脱刻板印象的观察视角。

三

食物能承载记忆。随时间流逝，那
些或浓或淡、或酸或辣的美食，带来的不
仅是值得回味的味道，还有味道中寄托
的情感。它们经过岁月的蕴藏与发酵，
将成为美好生活最好的辅料与调味剂。

正如书中记录的胡适夫人江东秀
的当家菜徽州“一品锅”和挞粿、鲁迅夫
人许广平的招牌菜绍兴田园蛋炒饭等
菜品，它们不但美味，也是做菜人味蕾
深处的记忆，象征着他们与故乡间的默
契。读完后，总能让人心底腾起一股暖
融融的感动。

袅袅炊烟，满是人间烟火气。那些
美食在细水长流的生活里，饱含着润物
无声的贴心关怀。

还记得，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
中国》里有一集专门讲了“宴”。其中有
句旁白如此说道：写吃而不止于吃，由
美食而及人事，贯通古今。

的确，从古至今，对于中国人来说，
吃饭是一件简单却又有深意的事。

被称为“中华饮食文化之圣”的袁枚

在辞官回到南京后，常常大摆家宴，宴请
名流士绅来做客。为了保证品质上乘，
他每逢在别人家吃到可口的食物，都会
派家厨前去学习，并记下方法。多年后，
他把菜单整理成《随园食单》，从中可以
看到他的周到用心；李安的电影《饮食男
女》里，擅长做菜的父亲也把对子女的爱
放进菜里，通过宴席联络情感、宣布人生
决定。一件又一件的生活故事，都在厨
房里酝酿、在饭桌上表达。

再看《家宴》中，王珩根据鲁迅的日
记做过统计，从 1913 年 11 月到 1918
年 1 月，他共接受挚友“投喂”成品熟食
二十八次、鸭馔十次。这还不包括三天
两头被邀至同餐，以及隔三差五收到火
腿、鱼干、笋干、笋煮豆、辣椒酱等小
食。在这年年岁岁的重复动作中，是一
份老友之间的关怀和深情厚谊。

“饮食是一门艺术，它是味觉的艺
术、美学的艺术、生活的艺术，不仅能满
足味蕾，更能触动心灵深处。”王珩希望
借助这本书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本就
是同构互补的，敞开心胸也敞开嘴，你
的世界和外部世界就联通了。如此，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的艺术家。

跟着《家宴》，开启探味饮食文化之旅——

吃饭，也是一门艺术
本报记者 沈听雨

书籍：《饮食与中国文化》
出版时间：2022年
作者：王仁湘
出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于吃，我们总是保有好奇心的。
古人怎么吃，吃什么？古代有哪些名
厨、名菜？一些古装电视剧里的美食情
节有历史依据吗？这些都可以在书中
找到答案。该书以“吃”为切入点，通过
一线考古现场的经验，引援大量古画典
籍，将饮食融入古代时令风物、诸方佳
馔、烹饪技法、节庆礼仪、茶酒雅事，从
中可窥见中国人的饮食百态、生活风
貌、风雅逸趣，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人文
情感、处世之道也蕴含其间。

该书曾多次再版，畅销不衰，该版
本在此前的基础上又新增了 300 多张
图片。与其他叙述饮食文化的书籍不
同，作者是通过考古研究饮食——由进
食具筷子、勺子和叉子的考古开始，由
器具到物产研究文化、研究礼俗与观
念。他以考古学家的身份介入饮食的
发展流变之中，记录食物达千种，考其
流变，述其雅事，生动还原历史细节。

纪录片：《风味人间》
出品时间：2018年—2022年
总导演：陈晓卿、陈磊

该片从全球视野里审视中国美食
的独特性，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探究中国
美食的流变，深度讨论中国人与食物的
关系，从美食中折射出中国人民族个性
的侧面。

纪录片已拍摄四季，每季聚焦不
同主题。第一季从多种角度探索和解
读食物背后的历史文化；第二季带领
观众理解不同文明饮食文化的差异；
第三季聚焦本土海鲜，展示了中国绵
长海岸线鲜活辽阔的人间百态；第四
季以“谷物”为视角，探寻谷物与人类
的共生故事。

该片从首播开始，就被称为“最下
饭的纪录片”。

过去几年，陈晓卿团队已打造出一
个多元的“美食纪录片”体系，他们镜头
下的美食汁鲜味美，让观众垂涎欲滴，
还有着热气腾腾的灵魂，包含着人情、
乡愁和记忆。

（本报记者 沈听雨 整理）

“解密”美食的奥秘

《风味人间》官方海报。

《家宴》书封。 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清凉明月》书封。 受访者供图

书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