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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内容概要

《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内容简介：人生在世，无非“吃喝”二字。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
活色生香，往往靠的不只是嘴巴，还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是一部美食
文化随笔集，作者以日常生活中、旅途中接触的美食见闻与由此产生的内心感触下笔，每篇一个主题
、一个故事、一个感悟。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是介于美食评论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小品文，以美食为素
材和话题的因由，从一日三餐说到人生态度，语言活泼，文风犀利，勾画出了一抹生动的人间烟火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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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作者简介

陈大咖
一个爱吃的瘦子。
喜欢有趣的路人甲。
迷恋美好的各种小细节。
做过杂志，现为一些报刊码字。
就是太诚实，所以想说的一切都在书里。
新浪微博：weibo.com/duckduckb
电子邮箱：duckduckb@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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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辑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从豌豆尖开始的川菜 因为先生老家在成都，有些白目的朋友会问
我“去他们家一定吃很多辣椒吧”，刚开始我还辩论几句，川菜的家常菜其实辣的也不是很多。后来
我都懒得解释，在他们同情的眼光中不置可否地笑了。 川菜应是中国被复制得最广泛的菜系之一，但
我在广州很少去川菜馆，个中原因，并非我恐麻惧辣或者畏油，相反我根本是个无辣不欢的狠角色。
不去川菜馆，是不想让自己生气——广州几乎所有川菜馆的出品，而我又吃得起的，都是不合格的，
它和我在家里吃到的成都妈妈的手艺未免差得太多。 街边低廉小馆味道或许略微接近，无奈食材质量
实在太差，缺了蜀地“苍蝇馆子”出品的小聪明和大智慧，卫生情况更容易让人屙肚；高级川菜酒楼
用料固然好，却又因无可避免地迎合广式饮食习惯而失了韵味和灵性；小吃总是错得离谱，担担面被
彻底搞成宽汤面的行为令人发指；火锅连最基本的卤料底都熬不好，味道差了十万八千里⋯⋯每次尝
试都是失望而归，干脆断了念想。 更让人伤感的是，这些粗制滥造的东西竟然成了本地人对川菜的主
体认知，觉得又油又咸又麻又辣就是川菜了，并且直接等于不健康。这种认知在广深一带你无法辩驳
，但只要去巴山蜀地走上一圈，大抵就会自动放弃了。 用不着上到开水白菜的高度，仅仅是一盘鱼香
茄子，就能让你感觉到川菜之美。在酸甜辣三味平衡的酱汁包裹之下，炸过的茄子紫黄相间，吃起来
不仅口感丰富、香软甜滑，真味还一分不失，开胃下饭。鱼香茄子的重点是鱼香味酱汁的调制，需要
用到泡红辣椒、郫县豆瓣、黄砂糖、陈醋、料酒以及姜、葱、蒜等多种配料，组合出异常丰腴的味觉
体验。 鱼香味仅仅是川菜诸味中的一种，干烧、怪味、椒麻、红油、酸辣、陈皮、糖醋、荔枝、蒜泥
等复合味型调味方式和佐料，给了川菜无穷的变化。当然，麻辣依旧是川菜的招牌，但做得好的川菜
绝不会不讲道理地蛮干，你能明显感觉到麻和辣在互动，麻抑制辣，辣又能突出花椒特殊的香味，两
者带有韵律感地在舌头上沉浮，却又能让食材的本味犹存，非常奇妙。想体验麻辣之韵，建议在成都
试试麻婆豆腐，保证你吃得舒坦，全身每个毛孔还会打开来透气。 我所爱的川菜，是从头到脚都透着
一股子精致的秀气。豌豆尖——豌豆发芽大约30天后摘下来的嫩苗——是个极妙的秀气代表。与粤菜
常用的细幼豆苗相比，豌豆尖茎叶都粗大一些，但大约是水土不同的缘故，蜀地的豌豆尖生得极嫩，
而且非常鲜美。豌豆尖可以清炒，也宜煮汤，但我最钟情的还是凉拌。豌豆尖稍稍过下滚水，捞起滤
干放凉后，加蒜泥、麻油拌匀，滴两滴陈醋，再均匀地撒上盐就行了。这道川式沙拉有着强烈的春天
情愫，入口即化，清甜无敌，非常雅致。 下次去吃川菜，不要急着点水煮牛肉、辣子鸡这些大盆大盆
的大菜，多留心一下平时被忽略的小气菜，说不定会让你更加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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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份幸运的冒险    用语言营造画面感，甚至穿越过去和将来，是我一直最欣赏的美。在广州逛菜市场
，有几个街坊制造的词语总让我回味隽永——郊外青菜、牧场鲜奶、游水鲜虾。只是口里念一念，都
觉得新鲜得不像话！好的文案高手总是来自民间，橘子摊上的小牌子写着“甜过初恋”，寥寥四个字
就把甜中微酸、还有一股青涩在心头的感觉全盘托出。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它不需要华丽，也没
有引经据典，只需要细腻的观察力。但是，写一本完全没有配图的美食书，在这个时代却是一种幸运
的冒险。读图时代，人人爱看美图，虽然可能停留三秒就随手翻过页。然而，真的是“无图无真相”
吗？我却傻傻坚信，没有什么比文字更能传达观感，它可以从纸张上袅袅升起，给看字的人带来慷慨
的气息和画面。    我是陈大咖，定居在广州，童年在潮州，做过杂志人，总想在路上，正在试图做孤
独星球的一个记录者，带着忐忑而荒谬的喜悦和恐惧。    虽靠写与美食相关的字养家糊口，但事实上
，我觉得人生并没什么是不吃会死的美味，我也从不试图说服别人“这样吃才是正确的”。但你怎么
对待吃这件事，自然关联着你以怎样的面貌对待生活。    你看似挑选蔬菜瓜果和肉类海鲜，你寻找香
料干杂和服装五金，正是这些不重要的鸡毛蒜皮，让你成为你的样子，塑造了一座城、一群人的生活
方式，亦展现了迥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和生活哲学。    于是，那些曾在嘴里回味过的美食、曾在路上遇
见过的风景，我把它们融成这一碗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气，用文字试图和你分甘同味。在这本书里，你
会发现只围绕于食物本身的详尽描绘并不很多，更多时候是希冀借美食之口与你探讨共鸣的话题，用
不以为然的一瞥重现趣味之美，或是用假装刻薄的言语和你分享爱的力量。    感谢上天，是他守护我
的心，胜过守护一切。我很感激与世界打交道这么久以来，仍能柔软地面对一切，并且越来越觉得活
着和爱人是很美好的事情，即使人生有时候真的蛮多麻烦事在碍手碍脚。    还要感谢许多人：从博客
时代就给我留言质问“你为什么还不出书”的粉丝们；一直以来鼓励和关怀我的亲朋好友们；每天晚
上坐在我旁边打游戏陪我写稿到深夜的我家先生；尤其是我的母亲张雪吟女士，是她纵容我从小看许
多貌似与学业无甚关系的闲书，终于有一天，我也写出了一本“不务正业”的闲书。    总而言之，如
果这一碗人间烟火能给你带来哪怕一点点的幸福和开心，那会是我最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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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编辑推荐

《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编辑推荐：一粥一饭中，读众生百态；一汤一菜间，阅世情冷暖。从舌尖流入
心扉的滋味，智趣文字写就妙趣人生。关于美食，关于心情，关于生活，妙笔绘出人间的平凡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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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上班族茶余饭后、解暑消渴之秘方。”——网友 曾玩玩“看她的文字仿佛可以闻到一股香气，有感
官效应。”——网友 Shank不是我的英文名“她很有魅力，表面上好笑，看似刻薄，但骨子里很善良
正直，聪明能干也勤奋，我喜欢这样的人。”——网友 Summer“大咖的娓娓道来，深深地说出了天
蝎座的内心戏。坚定、执着，无论这个世道怎么讨厌，它都是个冒傻气却难能可贵的品质。”——网
友 老河水妖“生出各种回应。这种自在，好生羡慕，娇俏如你。”——网友 伟文大义“吼！最喜欢
掏心掏肺美艳洋气说话准狠快的美少女嘞！”——网友 杨小鲸“一向都觉得，陈大咖把我们很难抓到
的感情给描写出来的功力太强了。总会有‘就是这样’的感叹。”——网友 用鸡眼看天下“洋气又心
软，这个泪点超低的家伙，爱从她的角度听故事。”——网友 咸蛋菜心粥“大咖是珍珠一般的存在，
温润可爱，灵气闪闪，以不灭的光芒指引着一众岭南吃货。”——网友 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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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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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精彩书评

1、近三十的人，看过一些关于美食的文字和video，可惜这些文字图像给人的“体验感”总是会那么
差一点点。不仅在于美食载体的嘴巴上，更在于品尝美食时的心境。俗语说人如其名，封面初见陈大
咖，映入脑海的第一印象应是一位具有“戏谑”色彩的男作家了吧。深入文字，戏谑不假，假的是她
竟是一位与我生活在同一地方（广州），现已嫁给四川曾姓（本家）男人的潮汕吃货！看吧， 这必然
应是体验感的加分项吧！写美食，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在写见识。没有过多的阅历和见识，自然体验感
差了些。看的出来，大咖也在极力的想给大家呈现多一些的异国风情。 可大咖可知，书里真正打动我
的，不是泰国苏梅岛的苏打水，不是新加坡的“食阁“，更不是巴黎大家的乳酪店，而是你男人家的
川味香肠、广州街头的鸡粥以及那张属于的士大哥的凳。正如在乎的不是一副碗筷，而是碗里面的人
间烟火。“戏谑”一词似乎贬义意味多一点，似有不妥。换个词吧！用“洋气”二字大咖必然不会反
对。洋气的人儿，洋气的文字，洋气的食物，犹如一个爱美小姑娘装饰房间时恨不得想把地板都刷成
粉红。虽然此“洋气”，并非彼洋气。 文字虽偶有跳跃，但也算不失逻辑。全书完全没有配图，但你
能感受到大咖用心。用书中的一句话即是——用”不以为然“的一瞥重现趣味之美，或是用”假装刻
薄“的言语和你分享爱的力量。不得不说，这文字很合我的心境——我亦是一个洋气之人呀！给大咖
提出的唯一不算意见的意见——在“后记 这份幸运的冒险”中过多释疑了这样为何有如此一篇无图的
美食文字。大咖可知对错与否，懂的人自然了解。正所谓缘分将至，接驳亦不远矣？何况，洋气的人
儿何以惧怕冒险呢？
2、自出来工作后，我很久再没过上那种捧一本散文随笔，窝在沙发就能挥霍一个下午的懒散日子了
。因为总觉得散文这东西太碎片化，只适合在等人大便临睡前等一切缝隙时间里消消遣打打发，不能
像小说那般一旦看了开头就无法停止追逐下去。但有两个人改变了我让我再次回到过去。一个是彭浩
翔，另一个就是陈大咖。我总结了一下这两个人的共同点：龟毛、对生活小细节观察入微甚至偏执不
已、毒舌却苦口婆心、凡事喜欢追求完美极致却总在追求的路上不经意流露出一点无伤大雅的恶趣味
⋯⋯以上种种看是贬义的描述，却恰恰组成了我内心所向往的人格。所以读他俩的散文随笔，总让陷
入又心急读下去又恋恋不舍的矛盾之中。急，是觉得这凌厉的家伙居然能把我曾经构想过或经历过的
画面描述得如此惟妙惟肖，然后很想再翻下一篇，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又跟我“撞”点子了；然而又不
舍得读得太快，害怕翻云覆雨的畅快之后带来的空虚寂寞冷。认识陈大咖时，她还在那本号称“城中
至潮”的杂志里当编辑，虽然杂志的内容有诸多限制和审核，但我已透过每期短短的文字，看到她背
后的俏皮与辛辣。继而开始关注她的微博和博客。我也像其他粉丝一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将她的
博客从头读到尾，由爱上她的文字到爱上她的人。然后有过几次的线上互动和线下接触，发现现实的
她根本不是她文字里所营造的刻薄毒舌，相反十分谦逊平和。一个看到出租车司机蹲在路边吃快餐会
心疼会默默流泪的人，我相信，雷厉风行只是她跟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而已。
3、这是一本适合在闲闲的时光里，躺在舒适的沙发上看的书。对美食并没有太多的描写，却让人看
的心生柔软，同时垂涎欲滴。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我真喜欢这个题目。再精致，再难得的食物，尝进
嘴里，不过是烟火的幸福味道。可是在忙忙碌碌，急匆匆的生活中，这确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味道。反
正食物可以填饱肚子就可以，反正工作拿到工资就可以，反正旅行只要到此一游就可以，有时候想想
，自己真是太容易将就。每天的日子都是重复昨天，每一个明天都是今天的重复，心中积攒的小感动
慢慢的被遗忘，渐渐的也就忘了感动。其实每个人喜欢的他人，都不过是自己缺失的部分。因为陈大
咖对美丽时刻感动的记录，对自己小资情调的宠爱，我喜欢这本书。每一个记在心里的食物都有一个
故事，小心呵护自己的胃口，小心呵护自己柔软的内心。我希望我也可以，有能终其一生喜欢的爱好
，有自得其乐的肆意。再说回这本书，女孩子有点小聪明，自得于这它，又不过分偏重它，这样很好
。陈大咖在每一篇的文章中，都会絮絮的讲述一个食物的故事，却又不止于此，常常在美滋滋的香气
之外，点金一笔与之相关的妙手偶得，却又不过分阐述，我想这是属于她的小聪明。记：1 喝稀饭，
嚼还是不嚼不应该成为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交给你的本能来处理就行。2 只有你全心感受饭碗时
，才能彻底感受它一直散发的潺潺魅力，这过程没有深明大义，不用高谈阔论，不必和他人分享，正
如夜空里长袍的自我对话，两个人太多。3 这是一个寡淡的故事吧。你应该也有不少故事，想起来值
得回味，但是说出口又觉得无趣。很多笑话，也是要旁征博引多少的往事才能笑出来，如果这世界还
有一个人懂，就觉得不寂寞。我想细叔也不会知道，多年后，有一个人还在难以忘怀他那一碗郁郁不
得志煮出来的猪杂胡椒酸菜汤。4 世间大凡令人艳羡的特长，不是天分，便是努力。把搞砸的菜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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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锅子上去，让锅子无辜中枪，是必须的，就让我悄悄而隆重地把它写在“一百个人生借口”的小本
子之中。5 吃是种动物行为，因为感情充沛才让它有滋有味。剧中充满爱意的声音记录方式非常催泪
，比如筷子插入米饭时撑开米粒的胶着声响，咬开鱼子时空气进入薄膜的“嗞”的一声，你是否留意
过这些微小的像不曾存在的细节，就像不曾认真考虑过为什么天底下妈妈煮的粥最好吃。吃的虔诚是
很微妙的，如同和面前的饭碗谈恋爱，爱是永恒，方式各异。6 带着将信将疑的心理吃上一口，整个
人顿时迎风流泪，感觉整个呼吸都带有栗子的香气——一种源于阳光的富庶、大方的香气！7 土豆太
仁慈又太残忍，老老实实喂饱大家，忽然釜底抽薪就引起战争。好男人也像是土豆，你以为这辈子把
这个土老怪吃得死死的，有时候还真不一定。不要忽略每一个人看似朴实的后盾，那是对自己最危险
的事情。
4、在出版界图文并茂、铜板彩印的书籍盛行之时，作者陈大咖竟然冒险写下一本纯文字，甚至封面
也低调得随时淹没在书架里的散文随笔。没有色彩夺目的封面设计，也没有印满名家推荐的书封，假
如有期望陈大咖会像千篇一律的美食旅游书一样，详细列明店家名字、推荐美食、地址电话的快餐读
物爱好者，大可出门左转不要回头。大咖的这碗人间烟火共145千字，共计78篇文章，不似小说般情节
连贯，不读完整就要心猿意马，但是却又是让人一开读就要停不下来，签售会上大咖自称此书当厕所
书适合不过。要我说，不仅蹲厕，此书是睡前、旅途、等人等车、饭前皆宜，乃居家良品生活必备。
以上大概说的夸张了些，但是内容的好却是不可置否的。她在描写食物的时候，绘声绘色，仿佛倾尽
全力的把味道注入一笔一划当中去了。让我一度幻觉眼前就有满桌佳肴，香味扑鼻触手可及。好的文
字不是把思想强加于人，而是作者可以把自己的喜好化为文字感染了读者。例如大咖在写她所钟爱的
大蒜时，作为一个对其深痛恶觉，闻之皱眉食则反胃的人，竟然在深夜里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有几
个瞬间也爱上了这样一种大咖所言“吸血鬼都害怕”的小东西。大咖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读到情绪，喜
欢的就赞美之词不绝于耳，看的读者恨不得现在就吃到她笔下的食物，而不喜欢的多少尖酸刻薄之语
也如机关枪般扫射，骂的看客也要直呼大快。然而这样的她在写温情的时候，却也可以催人泪下。我
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读到《我的四个爷爷》时也模糊了双眼，流着泪看完整篇；读到妈妈菜时
也会黯然失落，想起操劳多年的双亲。假如是潮汕孩子读到此书，我想他会跟大咖一拍即合。牛肉丸
、滚汤、肠粉、陈伯母的菜、砂锅粥等，就好像有人把积压在心里那么多年的话都说了出来：为什么
一说潮汕就只有牛肉丸，明明美味那么多；肠粉并不是广州的专利，我们都爱家里的味道；妈妈菜永
远排第一，没有老火汤可是我们的滚汤不逊色；并非煮得稀烂的粥，我们的砂锅粥是颗粒状的糜等等
。写到这里，似乎也把书篇剧透了一大半，但是我的语句毕竟过于拙劣，无法将精彩更好地体现在字
里行间。那些还在电商跟实体书店犹豫的人儿，赶快拿起手中的钱包下订吧（电视广告语气）！写美
食的作家有很多，书架上美食类别也要爆棚，但是能入目的毕竟屈指可数，相信大咖的这碗烟火会是
很多人的心间滋味，让人念念不忘。
5、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还记得小时候被老师要求写日记，每天都搜肠刮肚，觉
得实在是无事可记。到最后，心一横，顶着被骂的风险写下四个字——“今日无事。”小时候每天奔
忙在学校和家之间，长大了奔忙在公司和出租屋之间。年纪长了，但日子还是上演着一样的两点一线
。每天无非就是学习、工作、吃饭、睡觉，“今日无事”。如果有人把自己的生活这样形容给陈大咖
听，恐怕她很难同意今日无事的说法。因为单是吃饭这件事就够她好好说道说道的。每天工作餐吃外
卖，她能跟你说说外卖和公主病的关系；下班回家用方便面充饥，她能跟你聊聊方便面的前世今生；
就算你是妈妈做啥就吃啥，还没有对吃掌握主动权的学生党，她也能拿过课本，跟你讲讲“落花生”
的几种吃法，列宁在监狱发明的面包墨水盒该是怎样的美味，顺便畅想一下数学应用题里小明买的那
五斤红苹果的甜蜜和清香。喜欢美食文学的文艺范儿吃货大概都读过堪称经典的梁实秋的《雅舍谈吃
》。梁老从自家厨子做的家常小菜说起，接着走出家门聊北平街头的酸梅汤、糖葫芦、豆汁儿和油条
，然后走出北平说西湖醋溜鱼、扬州狮子头，甚至还走出国门，畅谈美国人的汉堡和感恩节火鸡大餐
。但梁老的学识和阅历不是普通人能够企及的。特别是受时代变迁、地理位置和人生阅历的限制，雅
舍谈吃中的不少吃食让人读得满口生津，但最终只能望而兴叹，因为它们已经“永远的成为回忆！”
。相比之下，生活在美食之都广州，吃着方便面撸着串长大的陈大咖就要接地气的多，吃的聊的都是
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那“一碗人间烟火”。读《雅舍谈吃》，一路读下来有跟着梁实秋走街串巷，偶尔
站住脚，听他博古通今，引经据典，大聊“吃学”的酣畅淋漓。读《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则能收获
让人眼前一亮的小惊喜。就像范伟感叹：“我就纳闷儿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捏？！”陈大咖的美食文字也让我不禁思索，同样过着相似的日子，吃着差不多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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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人就能从平淡中发现那么多惊喜，把粗茶淡饭品出别样的滋味儿呢？好像我从来都没学
会如何吃饭似的。陈大咖在字里行间揭开了谜底：全靠细腻的观察力和一颗真正体味生活的心。“你
看似挑选蔬菜瓜果和肉类海鲜，你寻找香料干杂和服装五金，正是这些不重要的鸡毛蒜皮，让你成为
你的样子，塑造一座城、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亦展现了迥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和生活哲学。”好吧。看
来不论是吃饭还是生活，我都还得好好琢磨。
6、王小波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对李银河说，“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
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这世上美妙的事物很多，那些偶然
得来的，带着不经意的气息，更像是一种上天的馈赠，有着令人无法言说的欢喜。此刻，我记下这些
现在不会被太多人看到、日后不会被几个人想起的文字，谨为纪念一个偶然来的人，和一本偶然来的
书。公元2012年9月的一天，我在网上闲逛。窗外有光，手边有茶，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电脑屏幕上跳
跃的图片和文字，心情不好不坏。这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个媒体的到来满足了人们被抑制已久的倾
诉欲与表演欲。面对这个秒速变化的世界，不说两句，心痒。所以，这个时代不缺文字。自打入了编
辑这行，我就超级自觉地培养起一个习惯：看字不是字，是刊，是书，且无论是出现在哪里的，甚至
厕所涂鸦。我已经不记得是从哪个地方链接到了陈大咖的博客，当时我并不认识她，也没有看过她的
文字，职业的敏感让我一眼就扫定在页面的最后几行。她在上面写，她有部书稿正在计划出版。于是
，我又职业性地顺藤摸瓜找到她的微博，私信了她，说对她的书稿有兴趣，之后，才认真看起了那些
能被用作书稿的文字。如果事情只是这样，大概只能算是偶然得来的“人”。可这“书”，却也真是
偶然来的。陈大咖是广东人，她计划出版的书是关于广东美食的书。这让我有些为难：地域性图书，
做不好，会死得很难看，尤其是非本地出版社推出的。我心里打鼓，事情开始得是不是有些草率。我
在北京为难了两分钟，她在广东说道：我还有一些给杂志写的专栏文章，也是美食方面的，你看看。
闻之转喜，收稿，翻阅，讨论，商定——北京和广东都觉得这条路子可行。有人说，书是作者和编辑
共同孕育的孩子。我认为此话不假，出版的过程真的像生孩子一样艰辛——尽管我和她都还未真正孕
育过一个生命——这种莫名其妙的感概，是我学她。因为是偶然敲定的书稿路子，成稿字数是远远不
够的，这就意味着，作者要写，编辑要追。之前的追稿经历记得不深了，只记得最后，她半夜发来两
三稿，我半夜审阅两三稿，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全稿整理完毕，她似乎有些意犹未尽。她说
：要是不够就和我讲，我觉得我还能写，越写越顺手了，我现在是“一夜五千郎”！所以说，人的潜
力真的是被激出来的吗？千万不要认为这些急稿水平欠奉，恰恰相反，这部分深夜赶时间写就的文字
，比起之前那些散散写出的，甚至更为美妙。看了此书的朋友，不防试着猜测一下，书中文字的诞生
年代。透过纸背，想象它们哪些曾被日光照耀，哪些曾受灯光笼罩，倒也是件颇有意思的事情。一百
多个日子，从立项到做稿，从定版到印刷，紧张，兴奋，忐忑，激动。现在，终于要迎接这本用心之
物的正式到来，反倒有些小小的不安。不是怀疑之前的工作，而是一丝难以名状的——越期待的，越
不敢触碰——生怕亏欠了它，哪怕一点点。但我相信，它会是好的。不止因为它是偶然来的，更因为
，它是前日种种的努力换来的今日的必然美好。很多人，为了它，付出了很多。这其中的人，有的名
字出现在了封面上，还有更多没有出现的幕后英雄。一并深深感谢。但我个人最要感谢的，还是这部
书的作者——美艳无双倾城倾国人见人爱车见车载洋气少妇陈大咖同学！亲爱的陈大咖，之前的每次
，都是我在逼债催稿，你来上交干货，这次就换我来用文字送给你一读，愿你也能体会到我曾有的乐
趣——那些由你和你的文字给予我的欢乐。最后，我想学你交稿时的样子——“大王，请笑纳”，深
情地说上一句——“美人，请笑纳”。此文，但博美人一笑。此书，但博诸君一笑。感谢！祈愿一切
安好。2012.12.25  于北京
7、这本书其实就是个引子，这篇东西也谈不上是对它的书评，写到最后我都觉得是写给严歌苓的了
。⋯⋯⋯⋯⋯⋯⋯⋯⋯⋯⋯⋯分割线⋯⋯⋯⋯⋯⋯⋯⋯⋯⋯⋯⋯⋯⋯⋯初读陈大咖的《不过一碗人间
烟火》，还以为像张佳玮的《无非求碗热汤喝》或者蔡澜的《暖食》那般，平平淡淡的讲述一个又一
个吃食，让挑灯夜读的人饱受饥肠辘辘的咬牙切齿之感。没有，一点没有这种感觉。读了半截，却挑
不起半点食欲，于是就大大咧咧的断言，此书断不如上两者。一本合格的美食集，最起码的一点就是
能挑起读者的两样东西，第一是肚子，第二是脑子。肚子用来怀念食物，脑子用来咒骂作者。后来趁
着上班无聊的空儿，慢慢的翻看，一来二去，读的差不多了，突然惊觉，这哪是一本美食集，这根本
就是一本人生感悟集嘛。——啊，别千万又变成心灵鸡汤那种。好在没有，我读书向来遵循一个简单
的标准，好看——好看就是能让你读下去，完了还能有点感悟便是最好了。不管是旁门左道的闲书，
还是大部头的晦涩文集，只要好看，容我耐心地读下去，便是一本好书。说到这儿，我是在翻书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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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的时候才突然领悟，陈大咖压根就不想老老实实地写一本美食集，这一碗人间烟火，压根也不仅
仅是吃喝二字，万千话语里，融在里面的是传说的中人生百味。人生百味，换个词儿，也叫爱恨情仇
。也许陈大咖写的时候也没我想的这么复杂，毕竟书里多的是俏皮，少的是苦涩。俏皮话儿，俏皮吃
食儿，还有俏皮的人儿，这女子把生活过成了一个俏皮的游戏。也许就没那么复杂，人家也没心把啰
嗦的人生感悟说给你听，图的也许就是没心没肺的吃喝，把生活美美的过下去，多简单的一事儿，多
简单的一生活。但说着说着就容易变味儿，这也是我一臭毛病，遇到事儿了，想到人了，就不免搞得
矫情兮兮的。所以这篇东西搁到这儿来，也不是那么合适。先凑合着吧。我得说句反话。纵然这书里
的俏皮劲儿让你忍俊不禁，感慨出生活是多么美好的那股子劲头，但想想，大多时候大多数人，生活
还是苦的，辛苦的苦。哎，这忒不像我的风格了。向来不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么，到这儿来怎么变
得这么腻歪和矫情了？以前读严敏的《九种忧伤》，故事里有一个大妈习惯性的唉声叹气，终于到了
末尾，一破道破这其中的缘由，她们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苦的。看到这句话，这本书基本上就可以撂下
了。凡是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人似乎都有这个想法，都被饿怕了，所以这辈子求的无非就是一碗能让
自个儿吃饱的饭，为了这碗饭，辛苦地生活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也是宿命。然而，他们也天真的
以为，之所以现在生活不够好，只是因为还不够苦。苦惯了，改不过来了。到了他们这儿，人间百味
就剩一味了，苦啊。“欲以小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的严敏，纵然不管写了多少所谓的忧伤，说
穿了，虚妄生活之下的本质，还是苦。前几天在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和《陆犯焉识》，读的心
里那叫一个疼。生硬的疼，往往是读着读着，看到某句话某段字，心里咯噔一下，接着一阵生疼，像
是心里被剜掉了一块肉，想来那一声咯噔，原来是下刀的声音。下笔入刀，原来是下到读者的心里。
在外人看来，王葡萄天生就是一副劳碌的命，碰到好时候了，绝对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
。尽管没碰到好时候，她还是把生活过的风生了一点，水也涨了一些。而陆焉识天生一副公子哥的命
，本该花天酒地的了此一生。该就该在这俩人生不逢时——我不得不说，这个词儿的宿命感实在是太
强了，任何人在它面前都能被压的抬不起头来，但也能理直气壮地直起腰来。凡是跟宿命沾上点边儿
，都可以大手一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那个虚幻的命运，因此面对自己固然抬不起头，但面对他人
却可以腰杆挺直。二大最后平静的走了，在地窖里躲了将近二十年，从黑发躲成白发，从耳聪目明躲
成耳聋眼瞎，最后终于摸到了已长大成人的孙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葡萄倒也谈不上伤心欲绝，“
绝”这么狠的词儿她是不会用在亲人身上的。都用在了抢粮食和抢命上去了，让她和她在乎的人活下
去才是最强大的理由。而陆焉识苦苦等了二十年，回到家等到的是儿子数不尽的指责，唯一一个疼他
爱他的婉瑜却又因老年痴呆，再也不认识这个她也苦苦等了二十年的焉识。临死了还附在他耳旁悄悄
问他，他来了没啊？——来了，在路上了。——哦，路挺远的。你看，到死她都觉得即便他到不了，
也不是他的错，是路太远啊。最后呢，连刚搬过来的女婿带过来的14岁的孩子都在算计他们老陆家的
房产，这家还有什么呆头呢？带着婉瑜的骨灰走吧。这人还没走呢，茶就已经凉了。严歌苓终于把辛
苦的苦变声了苦涩的苦，这回嚼在嘴里是真真的苦味了。这跟辛苦的苦有什么区别呢？老陆那帮子犯
人在青海服役的时候，他们饿的经常抓起一把青稞搁嘴里就嚼。辛苦的苦是这种苦，耐点心，嚼的久
了，嘴里的青稞也会有一股子淡淡的甜味；而苦涩的苦，是永远嚼不出甜味的，因为搁到嘴里的压根
就不是青稞，而是一把黄连。即便这样，我还是感谢严歌苓的。笔下的王葡萄和老陆，到死身上的东
西都没变。一双看这个世间的眼，和一身待人待物的风骨，就凭这两样东西，王葡萄和陆焉识人间这
一遭就绝对没白走。人间百味搁到他们这儿，苦固然是苦的，但他们觉得甜头已经不少了。到这儿我
觉得那种宿命感又来了。 算了，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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