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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还有梅花糕》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主要描绘江南风物，江南地方吃食及文化传承的书。文字清雅隽永，字句间娓娓道来，阿婆
茶，家乡米酒，梅花糕，腌笃鲜，垛田芋头，遍地的油菜花，诸多江南风物人情及文化传承，让人如
置身江南水乡中，温婉静谧。让漂泊在外的游子顿生思乡之情。

Page 2



《幸而还有梅花糕》

作者简介

华明玥，专栏作家，供职于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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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喜欢这种风格的散文，恬淡如水，充满了真善美，尤其是美食的部分，总让人感动，看的时候
就在想，如果所以餐饮业人士都是这样的，我就再也不会担心外食的安全问题了。
2、第一次知道青团这个称谓（未读完）
3、缓缓介绍江南的小食 做小食的人 很多传统工艺在不断的流失 曾经儿时的念想也慢慢绝迹 什么时候
能一一回味遍呢
4、前段时间刚刚看了苏枕书的新书：藤花抄，读时对于日本文化的传承感觉十分艳羡，却也感觉很
是陌生。毕竟不曾在那里生活过，更不曾真正的经历过，因而虽然喜欢却也十分遥远。同时又有着淡
淡的遗憾，总以为这种对古旧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中国是十分缺少的。然而当我开始读这本书，从心
底涌出了十分的喜悦。在我不知道的小小角落里，有那么一些人默默的传承着这些让我们感到温暖的
技艺。那股透着琐碎的生活味道的简单事情，最能让我们脑海中浮现儿时美好的回忆。
5、江南那边看起来没有北平好吃 但是这位还算是比较精细的
6、江南的旧食、小人物的旧时光，给这个阴冷的冬日带来缕缕阳光⋯
7、一星给腌笃鲜，一星梅花糕⋯
8、插图的小画也好看
9、等我老的时候，想在后院自己种一片葫芦地
10、难得的可以打动浮躁之心的文字
11、对这种描述食物的书，一向多些好感！
12、美 怎么柔软才能写出这么美 的文字 美的感受
13、江浙一带的菜最对我胃口，精致清淡衬着食物本身的味道。作者文笔了得，江南小吃娓娓道来令
人垂涎，让我想起梁实秋的雅舍谈吃。
14、食物是回忆的寄托
15、文字细腻不做作，像笔下的江南小吃一般清新。
16、故事
17、零星读过一点，中文的韵律破坏殆尽，文章结构也不好，梁实秋周作人大概会被气得活过来。怎
么好意思出书呢？！！！原谅我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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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与其说作者吃的是味道，不如说品的是人情。江南的静谧与情思在笔端下流淌，读来颇有种“魂
梦悠悠到西塘”的感觉，让人也想去看看小桥流水、听一听那样的吴侬软语了。她写的如此用心，她
的笔下那些人物做事用心，他们活得用心，或许这份用心让人的身体劳累，但是心却是很快活的⋯⋯
留一份温存与妥帖与人与事，收获的不过是“心安”二字。在这本书中，你能读到那种近乎于生命本
质的柔软与坚韧。
2、读书总是会饿，所以总是要伴着茶和几块点心的，尤其是这书还讲着饮食。提起江南风味，大抵
都脱不开精致和淡雅，细雨中小小的春小小的夏，细细眉眼的姑娘坐在细细的弄堂里绣着细细的花。
江南的点心，也大多是印着细细的图案，五颜六色的，入口也是细细化开的甜味，吃一口，就仿佛体
会到大厨一丝不苟地洗好了手，细细将材料打理成最终精致的模样。作者是个江南女子，老派的那种
。对，只存在于书中的老派的那种。总有些在浮躁的现世中还有着禅家的静心，和水乡的细心的人存
在。而她就是其中之一。说到老派就是【旧】。烟雨也好食物也好都是旧。旧食也好旧识也好旧习俗
也好都是旧。旧得朦朦胧胧若隐若现，旧得让回忆和思念将看不清的部分填上喜欢的颜色，旧得让人
只记得起旧的好。说旧的东西容易引起共鸣，我想也是如此。特别喜欢叶倾城对这本书的形容。华明
玥的文字能把酱油的酿造过程变成炼金术，而酱油端上来又极其平常，平常到筷子一动，便是禅意。
点心已经吃完了。我还是饿，想吃梅花糕。
3、生活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里，大多数人少了那份闲情逸致，和慢下脚步来细品生活的滋味。我见
过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忙不迭地往嘴里送食物，心思却在别处，还没咽完上一口饭，筷子已经送到了嘴
边。如此匆忙的吃饭，食物可口与否我想他们大抵是不知道的。洋快餐在街头的分店开了一家又一家
，人们早已习惯了麦当劳式的午餐。记忆里小时候的传统吃食现在只能在胡同口，巷子深处才能寻得
。幸好还有这么一本《幸而还有梅花糕》，能让人在里面找到儿时的记忆，缓一缓匆忙的脚步。能让
在外漂泊的游子的乡愁得到一些慰藉。那些传统的江南吃食，那些嫩白的糯米粉是怎么变成黄灰绿色
的青团的。梅花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四嫂的鱼丸子是怎么上劲的。对，还有凉面。还记得我10岁的
年纪，曾骑着自行车追着卖凉面的小贩的三轮车。夏天的太阳很毒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只
为吃那份一元钱的凉面。这本书说的大部分是江南吃食，作为四川人，很多我是没吃过的。在看到米
酒、煎饼、粽子这些传统小吃的时候，还是会心一笑。文字的妙处在于能让读者想象。笔者文风淡雅
，清新自然，就像她笔下的梅花糕一样，少了世俗之气。酿米酒这些看似简单的做法，在她那里却像
一曲春水，缓缓流淌。让我这个门外汉看了也有了自酿米酒的信心。一个人无论走多远，和故乡的联
系是剪断不了的。人们在外闯荡，在寒冷的冬夜窝在被窝里喝着热热的米酒，在赶着上班嘴里囫囵着
街角买来的煎饼时候，吃的是家乡的特产，也是浓浓的乡愁。正如一切景语皆情语，每一个吃食背后
都可能有一段故事，有一个人物。人们在那片土地出生，也在那里长大，和周遭一切的联系也许能随
着那些吃食保留下来。现在的我看着糖葫芦的时候，就能想起小时候和父母逛集市缠着要买的场景。
人们太忙了，忙得没有时间缓一缓脚步来看看这个世界的美丽。机械的生活让面目变得麻木，要寻得
生活的一丝感动都很难。窃以为，不一定非要驱车数百里外看壮美山河，也不一定要在天台侍弄蔬菜
棚，住宅后院挖养鱼池才能获得平静。有时候一壶好茶就能让人顿悟，一块浓香的煎饼也能让人满足
。要怎么领悟这世间流离之美，关键在人心。
4、看到书的名字，顿时想起了记忆中的片段，幼小的我，看着卖梅花糕的老人，数量的把面坯放进
模具，然后里面放一小勺的豆沙，然后再放一点坯子，一边说，小朋友不要急哦，等我全部放好，几
分钟就好哦，我们这些孩子，咽着口水，痴痴的望着还在模具里的美食，小手把裤子口袋里面的零钞
都捂得烫烫的，很多年再回到老家，也吃了价格不知翻了很多倍的梅花糕，但再也没有儿时记忆中的
味道了。P.S：无锡人把梅花糕视作无锡的特色，上海也有，叫做海棠糕，但是无锡的梅花糕红绿丝放
得多，味道更加地道。
5、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去年如此，何况近十年
呢？毕业后，我有回过校园，满园子遍开丁香，香馨味袭人，花那么盛，随落随开。我明白，再也不
认识一个，确实孑然独立，上万人的园子，似乎荒了。记忆就此翻涌，我翻涌只能微博、微信吐槽，
有人就能团出《幸而还有梅花糕》，旧食、旧识、旧时光，由己勾人。《幸而还有梅花糕》从名字就
能晓得，这书是关乎江南风物的，北地只能油炸糕。书分三章：旧食、旧识、旧时，指向也十分明确
，作者吃过的食物，结识的人，曾经的一段时光。于是有米酒、腌笃鲜、老徐煎饼、青团、豆瓣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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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糕⋯⋯这么一堆名目，看了流馋涎，又有食物说到人事，一大群热爱生活的人，在作者笔下栩
栩如生。作者在大多篇章里都是无我的，即便有我，说出的话，也是为所叙对象服务的，应该是作惯
记者之故。看到老蔡、李婶⋯⋯似有所指，又无所指，你我身边引车卖浆者，就这样子，所记对象都
好似假托的名字，但即便这样，却不减一点耳濡目染的细腻，用字用词妥帖细致处，颇妙，非仔细观
察、沉浸而又发酵是不能为的。小品文的写作看似短小，其实非常难，难就难在那一点老实态度，字
词使用的老实、描述的老到，少夸饰，富平白，然后有隽永，气韵悠悠然。你我在深入生活时，如何
能够仔细的描摹，就是需要调动各种感官力量，不妨讲一点“望闻问切”：看到、听到、问到，再切
身体会。这些都不是想象可以替代的，老实字眼击中生活，由此引起共鸣。这些不作引用，好处大家
都看的到。书中也不全都是“胜笔”，且试举一例：“老蔡准备了两段切去头尾的黄瓜，在小碟子里
倒入少许甘露一样的白酱油，让我蘸着尝尝。哦，我尝到的是饱满的大豆、鲜辣的太阳和夜间的露水
互相作用后，发出的咸鲜甘醇的气息，与我这十多年吃到的酱油都不一样。”这段话摘引自《酱园子
里的秘制白酱油》，我读了之前做酱的工序，颇引起些知音感，无他，我小时家里是制作过东北大酱
的，工序大抵相仿，无论是酱块子、酱耙子都勾起了陈旧记忆。八九岁时我会图好玩，去帮母亲打上
几耙，酱缸的发酵味道并不好闻，咸腥味，凑近去闻，时常会有熏倒感，生怕一头扎进缸去，那就真
开了水陆道场。棕黄色的酱，翻动着，泛出杂质，由此自然产生许多额外联想。可生活就是这样，酱
缸并不好闻，发酵好的酱，炸一碗辣酱，红油油的，麻酥酥你的生活，生活智慧就在于此，一缸黄酱
，可调剂，有滋有味。好了，这样你明白，作者所谓“甘露”“鲜咸甘醇”只是夸饰，笔下想象，这
都允许，只是一派生活图景突然杂上玫瑰色，是不够妥帖的，这只是我的求全，合适与否值得探讨。
人生一世，走过许多地方，看过许多云，品尝过许多别样吃食，接触过百样人，可有些味道、有些人
就是会在脑海中萦绕，吃上一口，每一个味蕾就都泛起满足，一席话，人就久久不能忘。即便我们再
也回不去了，故地故交，“幸而还有梅花糕”，无论我们吃的着还是吃不着，说得着还是说不着，记
忆深处总还寻摸得到。它可能只是故乡的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朴实，厚道，纯粹，管饱。
6、讲南方美食，美食里带着人情味，讲作者遇到过的人，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平实细腻
，淡淡的被不知不觉的牵动着心绪，美食必是用心才能做出来，平凡的人的生活态度，却一点都不平
凡，处处有哲学。幸而还有梅花糕不单是作者对美食的热爱，还有对人情的留恋，对那些尊重自己工
作热爱生活的人所流露出来的欣赏与敬佩.
7、像我这样出生在北方，生活在北方的女子看到这本江南的《幸而还有梅花糕》着实有些惊叹，为
里面那一篇篇看似平淡，实则精致，且带有地方特色的小吃风情所惊叹，为旧时的庭院、旧时的芦苇
叶所惊叹，为娓娓道来的那份暖意所惊叹。忍不住想要静下心，走进作者的世界，去感受陌生南方带
给我的那丝丝柔情暧意。梅花糕，一个陌生的词汇，只知道应该是一种点心，一种似梅花香气的小点
心，当时正是被吃梅花糕的那份心情所吸引，即使没有了其他，幸而还有梅花糕。当我读到它时，就
感觉自己也去过了南京，去过了那个祖传三代的蔡姓人家的作坊，也去品尝了蔡师傅亲手做的梅花糕
，填上馅，再浇满面浆，在糕面上撒满小元宵。我肯定也会像那些外地客一样傻呵呵地问，为啥要加
小元宵，“你有到梅花山上看到过梅花吗？这小元宵，是花蕊啊。”蔡师傅的回答让人心里忍不住荡
起层层涟漪。江南的美景，江南的特色美食，无一不透露出这个地方的精致，与北方的粗旷截然不同
。让人如置身江南水乡中，温婉静谧。作者分三个章节：旧食，旧识，旧时，有故乡的阿婆茶，有家
乡的米酒，有大片的油菜花海，有旧时妈妈织的毛衣，有辛苦的送奶工，有白洋淀里的芦苇叶，再配
上一副副的插图，文字清雅隽永，插图简单随意，让我也忍不住沉浸在儿时的记忆里。我的老家是在
北方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记得小时候爸爸在外地上班，妈妈要做家里的农活，农忙的时候，我和
弟弟是放任不管的，随便找个地方“扔”在那儿，或姥姥家，或奶奶家。记忆最深的要数姥姥家那满
园子的葡萄，等秋天葡萄熟透了，会小心翼翼的一串串的摘下来，放进竹筐里，自己都舍不得吃，而
这些还不算什么，还要每天用竹竿绑上红色的布条去撵麻雀，记得姥爷说过麻雀是个可恶的鸟儿，它
像强盗，专吃红透的葡萄，每天是撵了又来，来了再撵，到现在对麻雀都没什么好印象。等玩累了，
会爬上高高的看台，其实就是简单的小木屋，里面有姥姥晾的暖暖的被褥，在里面可以舒舒服服的睡
上一个下午都没人打扰。等夜幕降临的时候会被姥姥拖起来，起身喝她熬的甜甜的小米南瓜粥，到现
在它仍是我的最爱。而姥姥家养的那只小黑狗俯在身旁伸着舌头，时不时地摇摇尾巴。这样的场景，
曾经无数次的出现在我的梦里，醒来的时候，眼角总是湿湿的。姥姥、姥爷已离世太久，记忆中的葡
萄园也再不曾回去过。除了酸酸甜甜的葡萄，还有一大片的甘蔗林，在葡萄院的西南角，姥爷种了好
大一片甘蔗林，儿时的甘蔗不像现在街上叫卖的那种那么粗大，而是有些黑红，比现在的小一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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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姥爷抡起斧头一棵一棵的砍倒，再一棵棵剥皮，露出里面鲜亮的黑红，特别漂亮。常常是，姥姥和
姥爷要把一筐筐的葡萄放到车里，再把甘蔗放在车的角落，套上驴牲口，姥爷赶着驴车到附近的乡村
集市去叫卖，时常是早早的出去要到傍晚才回来。这时姥爷手里会多出一些爱吃的东西，有时是几块
糖，有时是几匹油条，为的是犒劳在家眼巴巴的等着的我，他的外甥女。记忆中的姥爷身体是那样的
强壮，嘴角边常常挂着微笑，从来不曾见他有烦恼的时候。生活的重担结实的压在他的身上，都没有
磨去他的棱角，他依然悠然自得的生活。说到这儿就忍不住要说记忆中的油条，小的时候看到集市的
小贩，把炸油条的油锅搬到大街上，手里一会切出一个个油条模，轻轻一拉一拧，再轻轻向油锅里一
放，吱吱啦啦的，一个个胖胖的小人就出现了，还有扑面而来的香气。小贩们一边炸着油条，一边在
那儿吆喝”卖果子来，好吃的果子，路过别错过了啊！”家乡叫油条为果子，现在还有这种叫法，还
会看到早晨的街头小巷，摆出来的油锅，旁边放着炸好的油条，只是没有了儿时的味道。或许从未改
变过，只是吃的那份心情不同罢了。咽下口水，儿时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还记得小时候放了暑假，
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草丛中逮蚂蚱，去树底下粘知了，然后找一些木棍，点上火，用小树枝插起来，
在上面烤，油吱吱的往外冒，吃起来那真叫一个香。留在嘴里的香味，久久不能散去，真叫人回味无
穷。还有偷偷去玉米地摘玉米，拿回来照旧是烤着吃，每个人的嘴上全是黑黑的，一个个像小鬼。到
地里偷偷摘毛豆，地瓜，每个人吃的肚子都是圆鼓鼓的。吃完，随便找个小伙伴的家就可以睡上半天
。根本不用担心家里爸妈会找不到你，在谁家吃都可以，反正玩累了会自己回家。最让我们开心的是
麦秋的时候。黄灿灿的小麦，被大人们早早的用镰刀抢割到场院里，这个时候会赶着牛，后面拉个很
重的石头，可能是轱辘，现在记不清名字了，在麦子上面来回的压，记得叫碾场。而且一般牛或骡子
的眼睛是用布蒙着的，我总以为是怕它们转的次数太多转晕了。碾场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的完的
，碾完场会把麦子收起来，把麦秸垛成一个好高好大的麦垛。这是孩子们撒欢的地方，我们在上面跑
啊，跳啊，躺在上面，藏起来，玩的忘了时间，玩的大人们忘了疲劳。等耍够了，大人们会在麦垛上
面摸上一层厚厚的泥，可能是怕雨淋湿了吧。就这样任由自己的思绪飘远，钟表的滴答声告诉我已近
凌晨，还是舍不得回来，还想回味那一幕幕，还有很多儿时的玩的，看的，吃的，还有旧时的露天电
影，还有儿时玩的跳房子，还有去小树林采野蘑菇，还有⋯⋯下次吧。记起那甜甜的梅花糕，带去我
童年的回忆，看着身边女儿甜美的进入梦乡，不知道她的梦里面会有什么。梅花糕，还了我一个儿时
的梦。希望长大以后的女儿记忆中也会有一块梅花糕的存在，会出现在她的梦里，会留在她甜甜的记
忆里。
8、这本书看封面就知道，是在写一些远去了而抓不住的时光。或许只有看了《舌尖上的中国》才知
道垛田芋头，但垛田和垛田的泥与水养育出来的不止是芋头，还有春天时节如画一般妆点了江南的油
菜花。油菜籽收完后，初夏开始种芋头，那形同莲叶芙蓉的巨大叶子，如同挣开的巨伞，芋头的植株
带给江南的清凉与油菜花不同，却同是为青春和夏天唱的赞歌。
9、“懂一个人要用头脑，有时也要用手腕，而爱一个人可以很笨——用心就可以。”这段话是出自
散文集《幸而还有梅花糕》中一位女子之口，之所以极为深刻，并非是因为对她关于胡兰成与张爱玲
之间爱情所阐述的这一观点，而是因为女子虽是位前台小姐，却因为多读书而显现出不俗的气质与涵
养。因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敏感度，才让她也成为人海中一粒闪烁的钻石般弥足珍贵。《幸而还有梅
花糕》，拿起这本散文集的第一时间，我便在记忆里搜寻有关梅花糕的所有印象。可惜的是，我所有
吃过的糕点里，没有一种叫做梅花糕的。那是什么样的味道，可以浸透出一整本书的厚度？全书分成
了三个版块：旧食、旧识、旧时。每一个版块里，作者华明玥用平叙又流淌着暖暖诗意的语言，用一
种近乎于清淡的味觉体验来完成着自己关于“旧”这个概念的诠释。旧食，乍一看以为尽是舌尖上的
美味罢了，起篇为《垛田芋头》，在芋头还未入口之前，就已经可以感知到作者的用心，最令人回味
无穷的，乃是这些吃食背后饱满的人情之味，这不可名状的，才是最温暖人心的。中秋时节，游子纷
纷回乡帮助家里去水田起芋头。这如同一场无声的呼唤一样，平实的语言，却勾勒出动人的景象。在
一番付出后，尝到入口这蘸了白糖的软滑香甜的芋头，就像喉咙里滑过的情诗。我们总是为身边各种
繁杂的事情包围，抽不开身，而许多精心萃选的地方吃食，却是缺不得一款闲适的心境去体味。作者
也因为自己的这一处境，才真切地知晓能剥离出一个完整的时光，细细品味一道春天的腌笃鲜，着实
如同一场漫长的恋爱时光一般奢侈。此时此刻，春华落地，野鸟啼枝确是品味美食的必备条件。于是
，仅仅揣着敏感的味蕾，想来也是远远不够的。跟着作者的笔尖游走，水田的农人，在拆迁热潮席卷
中国之后，街道角落里坚持摊着煎饼的老大爷，亲密的友人，一面之缘的路人，都能给她带来心灵上
的触动。这些真真切切的小角色，却能为这个社会注入最质朴的感动，从亲情到友情，再到邻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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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睦友善，只需要一点点的温暖，就拥有足够建立一个宇宙的能量。 如此，经历生命再多的裂变，
只要能抓紧手心一丝的温暖，我们就不会被生命的裂变击溃。时间摧毁了彼时的街道，带走了从前的
鸡汤香，但好歹，岁月将梅花糕留了下来。作者所经历过的人生，何不如这一场岁月的扫荡。正是如
此，她所有的旧梦和面对前路的勇气，亦都将同这一块幸存下来的梅花糕一般，因温暖而最终得到捍
卫。因为我坚信这个世界，历经岁月的扫荡而留存的，定是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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