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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的哲学家
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人民吃什么样的

饭。
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知道你是什

么样的人。
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比，发现一款新菜

肴对于人类的幸福更有好处。
人类是所有动物中唯一能够在不感到

饥渴的情况下享受吃喝的快乐的物种。
牲畜吃饲料，人吃饭，可是只有聪明人

才懂进餐的艺术。
饭菜可能对语言的产生也有影响，至

少它对语言的精密化起到了作用。这不仅
因为它永远是人们聚会的理由，而且因为
吃饭时与吃饭后的轻松气氛有利于培养人
们的自信与口才。

美食学的使命注定是使我们过得更舒
适，它使爱情更甜蜜，使友谊更牢固，它化
解仇恨，使事情办得更好。在我们有生之
年，它为我们提供了唯一不会引起厌倦的
享乐方式。

意大利进口意大利面
马可·波罗无法想象，意大利将不

得不进口意大利面。因为气候变化，意
大利或将无法种植做这种面食所必需
的基础原料：硬质小麦。

最近，英国气象局发布一份报告：
意大利的硬质小麦产量将从2020年起
开始减少，到本世纪晚些时候，这种
作物基本上会在意大利消失。英国科
学家警告称，未来一段时间，地中海
地区气温上升，雨量减少，将导致该
地区的农作物，特别是硬质小麦加速
减产。

阿根廷，为蜜蜂哭泣
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到法国里昂，全

球各地的蜜蜂种群数量正在剧减。
作为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

蜂蜜出口国，阿根廷占有全球22%的市
场份额。但由于地处南美洲低洼地区，
从2006年开始，阿根廷就不断遭受着
水灾侵袭。潮湿的冬季和多雨的夏季给
蜜蜂觅食和采集花蜜造成威胁，大量蜜
蜂面临着饥饿和营养不良，甚至有爆发

传染病的危险。不止蜂蜜将绝迹——蜜
蜂数量锐减，花类无法授粉，当蜜蜂消
失，很多农作物也会随之灭绝。

总统喝不到葡萄酒
“请立即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保

护法国的文化，至少，让我们的葡萄存
活下去吧。”就在年前，多位法国著名的
酿酒师给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写了
一封联名公开信。

葡萄酒无疑是法国文化的象征。那
里，有着令许多国家羡慕的适宜葡萄种
植的气候。然而很快，这一得天独厚的条
件将不复存在。气候变化正在打破法国
葡萄糖度和酸度的平衡：气温过低葡萄
会加深酒的酸味，太热又会增加含糖量。
显然，全球变暖正在给浪漫的法国葡萄
酒添上一种新的味道。

伏特加终于“名副其实”
伏特加，本意“生命之水”，很快你

会发现，它的价格将如同它的名字那样
遥不可及。

作为俄罗斯和波兰的国酒，伏特加
一直是北欧寒冷地区十分流行的烈性

饮料。作为知名品牌，伏特加每年的市
场份额高达120亿美元。可根据英国气
象办公室发表的报告，在波兰等地区气
温上升的威胁下，马铃薯和小麦等农作
物的价格将出现上涨。当然，这意味着
每瓶伏特加的价格很快就将飙升。

西班牙，只剩斗牛了
因斗牛闻名全球的西班牙，还是世

界最重要的果蔬出口国之一，不过，你
现在可以忽略这一点了。

根据欧盟日前最新公布的统计结
果，西班牙年产水果、蔬菜2.5万吨，其
中40%用于出口，市场价值每年高达近
500亿欧元，大大超过欧盟其他国家。
西班牙的烹饪传统也依赖着丰富的蔬
菜和水果资源。然而，西班牙大部分科
学家最近在一项由欧洲委员会资助的
研究项目中表示，气温上升，将把该国
大部分土地变成沙漠。

德国的啤酒
提到德国，我们的后代首先想起

的，将不再会是美味的啤酒和狂欢节。
眼下，由于气温上升、缺水严重，德国东

部地区很多著名啤酒制造商的产量已直
线下降。换了别人，可能会开始考虑用其
他谷物代替以特殊水源灌溉的大麦来酿
造啤酒，可这在德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这里的啤酒制作有着历史悠久的严格规
定，绝不可能鱼目混珠。于是，欧盟最近
出资近1000万美元，帮助德国改建灌溉
系统，一切为了大麦。

越南不再爱大米
越南大米正鼓足了劲儿涨价，可出

口额也呈直线下降。就靠出口大米每年
进账29亿美元的好事到头了。

“这项贸易越来越危险。”根据亚洲
发展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说，越南的大
米产量将大幅下降：海平面上升无疑会
淹没数万顷农田，不巧的是，越南的大
米业正好依赖于地势低洼的湄公河和
红河三角洲，即使是微小的海平面上
升，都可能给越南带来灾难性后果。那
些严重依赖大米的亚洲国家不得不另
寻出路。越南食品协会表示，明年大米
价格上涨50%几成定局，“因为非洲也
开始进口大米了”。

原料:
菜花一个（最好是有机菜花）、五花肉适量、葱
适量、红辣椒适量、生抽两勺、盐适量、鸡精适
量。
做法：
1.五花肉去皮切片。
2.葱切段，红辣椒切段。

盐，平民的上味

早在西周时代，中国人就懂得把味觉
分为“甘、酸、苦、辛、咸”。然而五味之中，
谁最美味为上，却一时难以定夺。

西藏人最为推崇甜(即古人所说的
甘)。解放初，有西藏翻身农奴代表来到北
京，第一次吃到糖果，他祖宗几代人从未
有甜的概念，惊讶之余他认为这是世上最
好的美味。

山西人吃饭顿顿离不开醋，甚至把醋

当饮料，没有醋的饮食，一切
都谈不上美味。浙菜烹调也
离不开陈醋，以至留有浙醋
的美名。看来他们最喜欢酸
味。

苦是最令人称奇的味
道。“苦不堪言”、“苦尽甘
来”、“艰苦奋斗”，没有多少
词语会赞美“苦”，但却有不
少人喜欢苦瓜、苦丁茶。辣
（即辛）就更神奇了。四川人
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
人怕不辣。有半个中国的人
喜欢辣。

可能最为平凡的就是咸
了。咸萝卜、咸豆角、腐乳、榄
豉，过去一切咸菜几乎都与
贫穷有关。

但很奇怪，中山旧时乡下有将盐称之
为“上味”，堂而皇之地将咸味凌驾于“甜、
酸、苦、辣”之上。就连奢辣成性的四川人，
在赞美一个人豪爽通泰、不拘一格、有情
有义时，会说成“有盐有味”。反过来鄙视
一个人谨小慎微、为物所役、以邻为壑，就
说成“没盐淡味”，却从来不会扯上与辣有
关。台湾也有一句俗语叫“吃尽滋味盐好，
走遍天下娘好”。盐与娘相提并论，其重要

性、可亲程度可想而知。
在著名的牛津《英语词典》里就用了

近4页的篇幅来为“盐”作解，大大超过解
释其他食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食盐曾是
稀罕贵重的东西，古罗马人把盐称为“有
益健康的结晶体”。在历史上，古罗马人和
古希腊人曾经用盐来购买奴隶，把盐当做
货币的现象在非洲也屡见不鲜。我国许多
民族都有关于盐的传说。

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利用海
水、卤水制盐。中文“盐”字本意是“在器皿
中煮卤”。《说文》中记述：天生者称卤，煮
成者叫盐。

随着盐业的发展，“盐人”、“盐官”、
“盐车”、“盐钞”、“盐政”等与盐相关的词
汇频频出现在《周礼》《国策》《史记》等古
代典籍中。汉武帝时设“盐务官署”，专司
盐政，并立有盐法，禁止食盐私营。唐代则
设“盐铁使”，管理食盐专卖。到元代，设

“盐运使”，明清直至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
府时期，都设有类似的官职。直到今天，仍
有“盐政”这一政府部门，许多国家仍然实
行食盐专卖。多次引起社会恐慌的谣言都
与盐有关。

一直以来，盐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地
位，这是因为盐是人类延续生命的必需
品，具有调节人体内水分的均衡和分布、

维持体液平衡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

不过，人类很迟才明白食盐对于人生
如此重要的生理原理，反而很早就发现盐
的食物保鲜作用。用盐腌制过的蛋、肉、蔬
菜，不但不易变质，味道还具有独特的鲜
味。

咸猪骨粥就是其中一例。原先，人们
是为了更长时间地保存，好不容易才杀的
一头猪，希望能吃久一点，但想不到，盐腌
过的猪骨更好味道。后来就专门为追求这
一独特的美味而腌起猪骨来。其生物原理
是，盐有效地维持了细胞壁内外液体的平
衡，使细胞液不易渗出，细胞壁不易破裂，
这样细胞就不变坏，物质就不会变质。通
俗的说法就是盐锁住了食物的原汁原味。
盐腌的猪骨煲粥味更香，是肉味加上了人
对咸味的天性喜欢。鲜猪骨煲粥后再加入
盐，没有了其先入为主的配搭，有些猪骨
味已事先流失了。

盐作为调味品，不仅是人生理的需
要，也是烹调过程中调味的需要。盐的性
味功能决定了它无论于人体还是于调味
都起着甜、酸、苦、辣任何其他“味”不可替
代的作用，无愧为“百味之正”。猪骨该算
是大众化食材，咸猪骨粥应说得上是平民
上味了。

3.菜花用盐水浸泡20分钟后掰成小朵。
4.锅内放少量油，烧六成热后放五花肉。

5.将五花肉不停煸炒至出油。
6.加入菜花大火翻炒。

7.菜花炒至断生后加入两勺生抽。
8.炒到菜花表面微焦后加入适量盐翻炒均匀。

9.加入葱段和辣椒，翻炒至断生后加适量鸡
精调味出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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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建设路夜排档里食客
络绎不绝。自 6 月底民胜路夜排档整
体搬迁至建设路新址后，用餐环境变
好了，营业场地也变得更加宽敞，并且
在入口处设置了专用停车场，解决了
前来享用美食顾客的停车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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