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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记 忆

外国人看老长沙

谭延闿席前作对
谭延闿是前清翰林，曾任湖南省督军、南京政府

行政院长等要职。他写得一手好字，号称“民国四大书
法家之首”，也特别讲究吃喝，他的“组庵鱼翅”、“组庵
豆腐”（谭延闿字组庵）在湘菜中颇具有特色。民国时
期，谭延闿在湖南督军任内，有次在玉楼东酒家大宴
宾客，觥筹交错之余，一幕僚在斟酒时指着手中酒瓶
说：“‘三星白兰地’，愿诸公速对来。”席间沉默了几分
钟，无人开口。谭延闿突然站起来说：“‘四月黄梅天’，
未知妥否？”座上诸公无不点头叹服。接着又上了一碗
“鸡丝汤”，有人提议再续一对，谭信手指着旁边另一
瓶酒说：“虎骨酒。”大家拍手叫绝！

田汉“盛情款湘上酒徒”

李合盛是长沙市颇具盛名的一家回民餐馆，创业

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店主李国安亲手制作的发
丝百页，红煨牛蹄筋，烩牛脑髓，风味独特，远近闻名，
被赞为“牛中三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生于长沙的
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便是“李合盛”的“粉丝”。 1938
年2月，郭沫若来长沙，造访田汉，宾主见面十分高兴，
田汉对郭老说的头句话是：“啊，你来得恰好，今天中
午我们打算去吃‘李合盛’。”

当日同去的还有作家廖沫沙、音乐家张曙、电影
明星胡苹等。 郭沫若边吃边对田汉说：“果然名不虚
传。”后来，郭老在其名著《洪波曲》中，栩栩如生地描
述了自己在“李合盛”吃“牛中三杰”的动人情景。 还有
一次，田汉与湘乡名士邓修园在“李合盛”共饮，酒过
三巡，邓似有醉意，脱口而出一联：“穆斯林合资开牛
肉餐馆”， 思维敏捷的诗人田汉马上应声对曰：“李老
板盛情款湘上酒徒”。上下联正好镶入“李合盛”。李老
板大喜， 立即拿出笔砚请田汉挥毫留念。“李合盛”从
此名声大震。

雅礼外教高德华等回忆长沙饮食生活：

菜辣得人“毛孔贲张”
筷子长得可以“喂餐桌对面的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生活在长沙的雅礼外教
高德华，常常会被长沙朋友们请去下馆子。在
他的书中， 他详细记录了他眼中的长沙美食
与饮食习惯。除了发现长沙的饮食火辣之外，
他还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他最喜欢吃的又是
哪两道菜？

1937年年底，美国人高德华来到长沙后，逐渐适
应了这里的生活。他的长沙朋友有时候会请他下馆子
吃饭。他发现长沙本地人很少请他到家中做客。他在
回忆录中写道：“（长沙人）自己居住的地方，常常比较
狭小， 几代人共居， 因此不适合像模像样的款待。此
外，长沙饭馆味道又好，价格又实惠，氛围也轻松”。

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的长沙，“下馆子” 是件
非常实惠的事情。美籍学者易社强就在《战争与革命
中的西南联大·从北平到长沙》 中写道：“至少有一段
时间，食物是充足便宜的。一星期几块钱，一个学生可
以和六七个同伴在附近的餐馆撮上两顿”。

高德华在长沙下馆子的经历也颇为愉快。他发现
长沙人一般餐前两小时都用来聊天。他回忆说：“吃饭
前2个小时内，客人们在不同时间赶到指定的饭馆。这
段时间是用来聊天的，不是在饭后。那些有空闲并想
久呆会的人就会早到。这不确定的开始时间，给那些
在不同事务中穿梭的人， 或者需要步行、 骑单车、乘
船、乘黄包车从远处赶来的人充分的灵活度。席间没
有鸡尾酒或开胃酒。客人们一边聊天，一边喝茶、吃烘
焙而成的西瓜子”。同时，他还发现吃饭前通常有四碟
凉菜，但是因为怕不干净，高德华和他的美国朋友一
般不吃这些凉菜。

长沙人在饭桌上讲客气，讲礼数也给高德华留下
了深刻印象。 他对饭桌形状与主人坐的位置等进行了
描写：“饭桌是圆形的， 每人面前都有一个瓷勺子和一
副筷子。每位与圆桌中心的主菜距离都相等。主人的位
置是背对着门的， 他会亲切地夹一小点他挑选的菜放
到客人的盘子里，而客人则不断地拒绝受菜，以表示担
当不起如此大礼。米饭要到宴会快结束时才上，这时酒
杯已经被拿走。 我想对于拿走酒杯的解释并不是说酒
与米饭不宜混搭，而是意味着宴会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对于主人的位置，高德华似乎有所误会。因
为按照一般的礼节， 主人应该面对门而非背对着坐，
也许是请他吃饭的主人实在是太客气了。

不过， 长沙人的周到也让高德华产生了误解。因
为每次点菜，他们都会选择没有那么辣的粤菜，因此
高德华写道：“我们的中国朋友似乎都视粤菜为理所
当然的顶级佳肴，但是我个人在长沙的体验却觉得湘
菜、川菜和清真菜馆同样可口，它们各有当地极佳的
特色菜”。

这位高鼻子的洋人最喜欢吃什么菜呢？ 他在回忆
录中首先描述了自己喜欢的第一道菜：“我最喜欢的一
道菜是带着一层厚厚肥肉的猪肉。 其经过充分地风吹
处理而变白、变轻，再放在汤料中炖”。这道菜被这位文
化隔阂甚深的外国人描述得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但仔细看他的描述便大概知道，高德华吃到的应该
是扣肉。

高德华喜爱吃的另外一道菜，应该是清蒸鱼。他描
述道：“蒸鱼上放了一道不太浓稠的酱汁酱油”。他还解
释道：“这两道菜都足够嫩，因此用筷子就可扒开食用。
在湖南，鱼肉、鸡肉和猪肉都相对丰富。这些菜动辄就
会放上辣椒，辣到让你全身毛孔贲张”。看来对于长沙
菜的辣椒，高德华还是有所领教的。

由于战争原因，当时还有大量的外地人来到长沙。
作为中国人，外地人比高德华的观察更细致。1937年7
月抵达长沙的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方显廷就回忆道：
“在湖南的餐馆中和宴会上，人们不会不注意到：端上
来盛有菜肴的盘子要比一般的尺寸大得多， 而进食用
的筷子其长度也是外省少见的”（《方显廷回忆录》。商
务印书馆。2006年9月）。 看来从天津来到长沙的方显
廷，对于长沙菜盘子的大小与筷子的长度印象深刻，而
对于辣椒反倒不置一词。 现在普遍的感觉是北方菜大

盘，南方菜精致，但没想到从北方到长沙的方显廷却夸
赞长沙菜的盘子大。

美籍学者易社强也写道：“对于想家心切的北方
人，长沙并不是个舒适的地方。湖南的碗和汤匙都是特
大号的，筷子特别长，人们都说这是用来喂餐桌对面的
人， 而不是夹给自己吃的。 更具挑战的是火辣辣的辣
椒，辣得人上腭发麻”。

但这些差别， 对于没有在北方生活经历的高德华
来说当然无法观察和体会得到。

“这些菜动辄就会放上辣椒，辣到让你全身毛孔贲张。”

“在湖南的餐馆中，进食用的筷子其长度是外省少见的”

长沙人在饭桌上讲客气，讲礼数

餐前两小时聊天，“吃烘焙而成的西瓜子”

长沙美食轶事

部分长沙市民从文夕大火中脱身，正在路边拿着长筷子用餐。▲

雅礼中学的体育老师何家声在树下休息吃凉薯。

▲

长沙的街边小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