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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长安
充肠皆美食，容膝即安居

年少时的白居易曾因战乱和父母在外为
官等因素，辗转于越中、洛阳、长安等地。唐
德宗贞元二年（787），白居易来到长安，直到
贞元十九年才进士及第，从此走上仕途。白
居易担任过校书郎，还担任过距离首都长安
不远的盩庢（zhōu zhì）县的（今陕西省周
至县）县尉。这时的白居易并没有把太多心
思花在美食上，而是更加关注人间疾苦。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白居易由盩庢县
尉调任进士考官，他来到长安，后来又进入翰
林院成为翰林学士。之后的好几年，他一直
在京城为官。这时的白居易，对于食物并没
有太多要求，反正能填饱肚子的，对他来说便
是美味，能容身的地方，就是好的居所：“充肠
皆美食，容膝即安居。”

虽然这一时期，他对于美食的要求不高，
但他特别喜欢长安坊间的胡饼。

江州江州
绿蚁杯香嫩，红丝脍缕肥

可惜，好景不长。元和十年，当朝宰相武
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疏主张严缉凶手。
当时白居易正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主要
负责辅佐太子。一些朝臣认为白居易多管闲
事：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于是，他们想方设法
排挤白居易，不久后，他便被贬为江州（今江
西省九江市）司马。

年过四十，仕途失意，白居易的心态发生
了很大变化，曾经踌躇满志的青年变得“恬然
自安”起来，他开始更加关注身边的人和事
儿，还有自己邂逅的那些美食。比如来到江
州，白居易发现江州的鱼肉极其鲜美。这不，
他在给朋友元稹的信中便提到：“湓鱼颇肥，
江酒极美。”

湓鱼即湓江出产的鱼儿。湓江又名湓
水、湓浦，也就是今天九江的龙开河。它发源
于瑞昌清湓山，汇庐山下流水，经湓浦口注入
长江。白居易告诉元稹：江州的鱼儿鲜肥，美
酒更是极美。

那么，白居易有多爱江州的鱼呢？可以
从他的诗歌中找到答案。有一年，在九江的
春末夏初时节，正在郊游的白居易特意来到
湓浦口观鱼：“观鱼傍湓浦，看竹入杨家。”

他还向大家解释道：“湓浦多鱼。浦西有
杨侍郎宅，多好竹。”杨宅的竹子和湓浦的鱼
儿，都给白居易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至于怎
么吃才能不辜负这鲜美的鱼肉，白居易也给
出了答案：“绿蚁杯香嫩，红丝脍缕肥。”

吃鱼当然得配上极美的“江酒”。“绿蚁”
是指新酿的米酒还没过滤时，上面漂浮的绿
色泡沫。唐朝人吃鱼，喜欢生切，将鲜嫩肥美
的鱼肉切丝，浇上蘸料，配上那新鲜出炉、沁

人心脾的美酒，那该多么令人称心如意呀。
所以，白居易才会心满意足地表示：“故园无
此味，何必苦思归？”

除了可口的鱼肉，江州的笋也令白居易
印象深刻。白居易曾经特意前往看竹，可见
江州的竹质量有多高，所以江州的笋也特别
有名。至于笋怎么吃，他颇有心得——将笋
放入蒸米的甑中与米饭一起蒸熟，让春笋的
清香与米饭融为一体：“置之炊甑中，与饭同
时熟。”

白居易之前在京城为官多年，难得吃上
一回鲜笋。如今在江州，每天吃着鲜竹笋，
感觉连肉也不如吃笋香了，一边吃笋，白居
易还一边劝朋友：“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
竹。”

忠州忠州
奇果标南土，嚼疑天上味

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
（今重庆市忠县）刺史，他在第二年到任。

白居易在京城为官时，曾有一位叫做杨
归厚的朋友，白居易前往忠州为官，杨归厚正
在与忠州相邻的万州担任刺史。白居易途经
万州，故友相见，甚为热忱。这位“杨万州”不
仅设宴款待，而且还请他品尝了万州产的“卢
橘”，也就是枇杷。

初到忠州，白居易还有些不太习惯，因为
忠州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不理想，下饭菜也
少，不过，白居易并没有被简陋的条件吓住，他
开始自学烹饪技艺，而且还学着制作了自己在
长安时爱吃的胡饼。隔壁的杨万州听说后馋
得不得了，白居易赶紧打包给杨大使寄去。

白居易在忠州可算有口福了，忠州的下
饭菜虽不太合他胃口，可忠州盛产水果，尤其
是荔枝。他同样分享了自己的快乐，给隔壁
的杨万州也寄了些过去，并忍不住夸道：“早
岁曾闻说，今朝始摘尝。嚼疑天上味，嗅异世
间香。”白居易还在自己居住的庭院中种起了
荔枝：“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
听说杨万州吃过荔枝后赞不绝口，也想种荔
枝，不由得打趣了他几句：“闻道万州方欲种，
愁君得吃是何年。”

白居易是饱了口福，可荔枝极其容易变
质，在当时，连见过荔枝的人恐怕也不多。元
和十五年夏天，白居易收到了调令。为了向
大家介绍荔枝，他让画工将荔枝的美好形象
绘制了下来，并亲自为其作序，序的开头便提
到“荔枝生巴峡间”。他还介绍说，荔枝的果
实像葡萄一样聚成簇，核像枇杷，壳像红色丝
绸，膜像紫色薄绸，瓤像冰雪般晶莹，浆液像
醴那样甜美，又像酪那样略略带酸。

随后，白居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忠州，回
到了阔别五年的长安。

杭州杭州
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白居易回到长安，先后担任主客郎中、知
制诰、中书舍人等职。但他并没有在长安待
多久。唐敬宗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上书评
论河北的军事，但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加上
当时朋党之争日益激烈，白居易对于朝政日
渐失望，于是主动要求到外地任职。当年七
月，他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从而开启了在江南
的为官生涯。

白居易在杭州时，吃饱饭后喜欢闲坐，浅
浅地饮上一杯酒，缓缓地弹奏几曲琴音。此
时的白居易，已经淡薄了名利之心，对于功名
利禄不再留恋，也厌倦了官场的钩心斗角，主
动远离尘世间的纷争。随着年纪渐长，白居
易的身体大不如前，在杭州时，白居易大病了
几场，加上公务繁忙，抑或是杭州令人欢喜的
事物实在太多，白居易没能来得及记下更多
与美食有关的文字。不过，他曾提到，杭州有
一种叫做“梨花春”的名酒：“红袖织绫夸柿
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白居易在杭州的时间并不长，长庆四年

（824）五月，白居易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分司
东都。虽然在杭州待了不到两年时间，但杭州
无疑是最令白居易魂牵梦绕的地方之一。

苏州苏州
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

长庆四年秋天，白居易来到洛阳，还在阳
城东南隅风光秀丽的“履道里”购买了一所宅
子，可事与愿违，第二年，他再次被派往苏州。

苏州的鱼，味道可不逊于江州鱼，甚至
“朝盘鲙红鲤”。苏州的鱼，可以从早吃到
晚。“鲙”，是鱼生的一种称呼。将新鲜红鲤鱼
切成细片，蘸着调料食用，好不快意。后来，
白居易在给元稹的诗中还回忆过苏杭的鱼：

“鱼鲙芥酱调，水葵盐豉絮。”
水葵即莼菜。用芥酱为新鲜鱼片调味，

用豆豉和盐烹煮莼菜，这些美味，都是白居易
关于江南记忆里的美好碎片。此外，唐朝的
苏州，每年夏至时都有摆设“夏至筵”的风俗，
筵席上会摆上各种好吃的：“粽香筒竹嫩，炙
脆子鹅鲜。”

夏至通常连着端午节，所以正是吃粽子
的季节。在当时的南方，流行一种“筒粽”，即
咱们今天所说的竹筒粽。做法大致为用新鲜
的嫩竹盛着米，再用宽大的竹叶或蕉叶、粽叶
封住竹口烹熟。筒粽清香软糯，并带有淡淡
的竹香味。还有那烤得香脆的嫩鹅，馋得人
直流口水。从字里行间，咱们仿佛已经闻到
了美食的香气。

那时的苏州“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这
些热闹景象无不映照着姑苏之繁华。除了好酒
好菜，江南的水果也十分不错，白居易最爱的是
江南的樱桃。他觉得江南的樱桃最好吃，其色
泽鲜艳，香气浓郁，味道也比别处的好。只是，
这时的白居易已经疾病缠身，唐敬宗宝历二年
（826），五十五岁的白居易离开了苏州。

洛阳洛阳
红粒陆浑稻，白鳞伊水鲂

唐文宗太和元年（827），白居易回到长
安，担任秘书监。第二年，白居易转任刑部侍
郎。太和三年，白居易因身体原因，领了一个

“太子宾客”的闲职，并回到了洛阳，居住在履
道里的宅子中。白居易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

生活在洛阳，并在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以
刑部尚书的身份致仕。太和九年，他还曾被
加封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正二品），但这只
是一个虚衔。

白居易的待遇本就优厚，俸禄也不断增
加，但职位却清闲安稳。可以说过得安闲自
在，当时，洛阳附近的陆浑县盛产红米。白居
易吃着香喷喷的红米饭，吃着切成薄片的鲜
鱼肉和莼菜。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在苏州的日
子，忍不住在宴席上问从苏州来的客人：“停
杯一问苏州客，何似吴松江上时。”

“伊水鲂”指流经洛阳的洛水中的鲤鱼，
因为味道鲜美，在当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珍
味。红米饭配上伊水鲂，每一口都合乎白居
易的口味，让他吃得舒适满足，称心如意。“红
粒陆浑稻，白鳞伊水鲂。”

至于常吃的蔬菜，白居易依然比较喜欢
吃笋，此外还有葵菜，“葵”是一种古老的蔬
菜，现代人常将其称为冬葵、冬苋菜，是古人
最常吃的蔬菜之一。

会昌元年（841）白居易年届古稀，可他依
然喜欢凑热闹。在唐朝，人们每到寒食节还
会摆设寒食宴。寒食宴上必不可少的是甜粥
和“鸡毬”。有人曾说，鸡毬兴许是鸡肉丸
子。但在古代，人们寒食期间禁止用火，吃的
也是冷食。鸡毬兴许不是真正的肉类食品，
但其具体形象，现在已难以考证。

白居易晚年体弱多病，腿脚不灵活了，听
觉和视觉也严重衰弱。加上他信奉佛教，吃
得总体比较清淡，他时不时还要来一段“斋
戒”。斋戒期间，既不能喝酒，也不能吃荤。

会昌二年，退休的白居易斋戒完毕后，妻
子杨氏为他张罗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吃的还
是红米饭，下饭的依然是鱼。鱼是清蒸的，加
上肉桂、生姜等香料调味。红米饭上浇上了
用动物乳汁调制的调味酱，再加上些其他的
小菜，并以花椒和薤菜添香。薤，即咱们今天
说的藠菜，或藠头。闻着饭菜香气，白居易迫
不及待地拿起了筷子吃着可口的饭菜，看着
眼前和自己一样满头白发的老伴，白居易心
生感激，不由得放下碗筷，握紧妻子的手：“偕
老不易得，白头何足伤。”

会昌六年（846），七十四岁的白居易在洛
阳去世，朝廷追赠其为尚书右仆射，即宰相之
职务。与那些美丽的地方“早晚复相逢”的愿
望，也成了一种遗憾。 本报综合消息

白居易的人生美食地图
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白居

易祖籍山西太原，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生于河南新郑。
《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年少时备战科举考试的习作，也是
他的成名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