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江南文化的人很多，但一本正经研究
江南饮食文化的人不多。生于1997年的上海
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邹赜韬在这方面就做了

有益的探索。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美食的那份执念，做一个有名的“吃货
博士”。只是和其他“吃货”不同的是，别人只是吃吃而已，而这位青年学
者吃出了名堂，吃出了学问。最近他就推出新作《江南烟火：有滋有味的
百年饮食》一书。邹赜韬告诉青年报记者，由“小食”而观“大势”，颇为饶有
兴味而波澜壮阔。 青年报记者 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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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邹赜韬这样的一批青年
历史学者之中，埋于故纸堆中，
寻找历史线索的人比比皆是，但
是独辟蹊径，从饮食来看江南的
人，邹赜韬是青年报记者遇到的
第一位。

当然，选择饮食这个角度来
研究江南，对于邹赜韬而言绝非
偶然，因为他承认自己的确是一
个“吃货”，这一点在圈子里也是
小有名气的。作为典型江南人
的邹赜韬“嗜咸”，雪里蕻咸菜是
他心中的人间至味，无论是煮肉
还是海鲜，只要放一点咸菜，那
就立刻画龙点睛起来。邹赜韬
还“嗜甜”，绍兴黄酒里他最喜欢

“香雪”，因为这是黄酒里最甜
的。“江南有山有海，有丘陵和平
原，多元的地貌，也造就了江南
多元的饮食特点，比如宁波人就
喜欢吃咸，而苏锡常地区和上海
的食物就偏甜。”邹赜韬说，他自
己的口味就是这种江南多元口
味的体现。

怎奈，邹赜韬自嘲是“易胖
体质”，这对一个研究饮食文化
的学者来说稍微有那么一点麻
烦。所以邹赜韬研究饮食，吃
也忍不住要吃一些，但还是比
较克制，差不多是浅尝辄止，主
要的研究则来自历史文献。这
也意味着，他的研究需要更多
的思考。和别的“吃货”不同，
邹赜韬告诉青年报记者，比如
对手擀面这一美食，别人看到
后自然先是拍照，然后上网搜
索 烹 制 的 办 法 ，以 求 可 以 复
刻。但是邹赜韬想得最多的还
是这手擀面背后代表的文化传
统究竟是什么，“北方人的面食
和南方人的大米有何不同？这
手 擀 面 是 预 制 的 ，还 是 现 制
的？而预制的背后又有何产业
链？”

诸如此类，思索连篇。以至
于还闹过一些笑话。邹赜韬说，
同学常看到他在学校食堂吃饭，
对某一食物陷入沉思，有时还喃
喃自语，像极了日剧《孤独的美
食家》中的那个男主角“井之头
五郎”。有的同学不禁关心邹赜
韬的“精神状态”。

“许多时候，食物是诱发我
好奇心，探寻外部世界的最重要
的观察对象与思考资源。”邹赜
韬说，“泡茶的间隙、点餐的当
口，又或是眼神扫过食品配料表
的几秒，这些碎片的、看似互不
关联的时间，都常常是我思绪纷
飞的起点。”而当邹赜韬拿出那
本《江南烟火：有滋有味的百年
饮食》一书的时候，同学们才猛
然理解，这个 95 后博士面对美
食神情恍惚的时候，他到底在想
些什么。

学术研究向来是以微观来看
宏观，也就是所谓的以小见大。
而这个“小”便是切入口，切入口
找得巧妙，往往引人入胜，还能事
半功倍。邹赜韬的江南饮食史，
显然便是这个巧妙的切入口。

“小食”是如何反映“大势”的
呢？邹赜韬给记者举了一个例
子。比如糕点这件事，在北方一
些地方，一种糕点往往要对应几
个节日。也就是说，几个节日都
会吃同一种糕点。但是到了江
南，局面就完全两样了。几乎每
一个节日都会有自己的糕点。清
明节要吃青团，端午节则有粽
子。甚至每一个节日都应对着很
多种糕点，就像端午节除了粽子，
还有乌饭等其他特色小吃。

“这其实反映了江南人对土
地，对时令节日的重视。”在邹赜
韬看来，江南的节令食物之所以
能够如此丰富多彩，一方面是自
然禀赋的存在，这里土地肥沃，气
候宜人，水资源丰富，有很多鱼米
之乡；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江南人
千年以来崇文重教的传统，因为
重视文教，也便重视礼仪秩序，对
于节令食物也会格外关注。

这便是由“小食”而看出的
“大势”。另一个很有说服力的
例子是，邹赜韬说，他曾看到过
一份资料，“上面显示在七八十
年前，上海的店铺里就推出了

‘祁门牛乳茶’。这是一种用祁
门红茶做的奶茶，而早期输入上
海的奶茶，大多用进口的锡兰红
茶。以更香的本土祁门红茶来
替代舶来的锡兰红茶，这当然就
是一种饮食上的文化创新，而这
种创新其实也反映了上海这座
城市的文化品格。”在邹赜韬看
来，上海是江南文化的枢纽站，
也是江南文化的“放大器”。

说到百年江南饮食史，邹赜
韬也是很感慨的。这几天正值

清明时节，邹赜韬的父亲在外采
了一些艾叶回来，一家人亲自做
了青团来吃。那浸染着艾叶汁
的青团，一出笼屉，便弥散出浓
烈的草香，入口则能感到滋味的
丰富多彩。这显然是现在改用
菠菜汁或麦青汁来染色的工业
化制作的青团所不能比拟的。

“我们正处于由传统迈向现代的
过程，在工业化之中，一些传统
消散了。工业化不应该成为美
食传承的最终目的。”

这些年为了研究江南饮食
史，邹赜韬几乎将江南走遍。作
为宁波人的他，走得最多的还是
浙江，那里几乎每一个县他都去
过。长三角的地级市他也基本上
走遍了。每到一处，必然走街串
巷，虽然是“易胖体质”，也还是要
吃一吃当地小吃，感受当地的风
土民情。有意思的是，虽然各地
饮食风格各异，但“吃货博士”基
本上没有什么不爱吃的，这也使
得他对口味更为谨慎。应该说，
由“小食”而观“大势”是邹赜韬学
术研究的一条主线。《江南烟火：

有滋有味的百年民间饮食》写了
将近3年，邹赜韬写写停停，边写
边思索，终成一部大书。

作为一位95后青年学者，邹
赜韬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

“不说远的，就15年前，几乎所有
的研究者都只能一页一页去翻
阅旧报，才能找到零散的个别信
息。学者显然难凭地毯式搜索，
建立起一套史料丰富、指向多元
的饮食史叙事。现在，我们有机
会借助强大的报刊索引系统，根
据思路直抵关键证据，研究的可
能性由此大大拓展了。”

生来带有的“互联网基因”，
让邹赜韬这些青年人做起学问来
可谓如虎添翼。“我们可以想象这
样一番焦灼场面：在没有互联网
的时代，身处A地的学者，在故纸
堆里看到一种100公里外B地盛
产的糕点，这是他从未见识过的
小吃。这时候，如果这位学者想
要弄清这糕点的大致形态，要么
发挥想象力，借着前人文字推断
复原。要么，只能走远路，或搭乘
隆隆作响的慢速火车，甚而转乘
多趟交通工具赶到 B 地一睹真
容。”邹赜韬告诉记者，反观今天，
同样的问题，我们多数时候只要
敲击键盘做番简单搜索便好。

当然，对于青年一代“底子
薄”的劣势，邹赜韬也是了然于
心的。他告诉记者：“现在的一
些青年学者缺乏农村生活经历，
多少有些‘五谷不分’。”另外就
是部分珍贵史料残缺与流散了，
相比于前辈学人，他们今天所能
调用的饮食史料，既是空前丰富
的，又不可回避地存在结构性缺
陷。这也让邹赜韬有了一种学
术研究的紧迫感，要快马加鞭，
奔走在江南，要为江南文化留存
一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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