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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美味
——《随园食单》在韩国

《随园食单》反映了清代乾隆年间江浙地区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之大概，体现了

作者对于饮食文化的情有独钟，其影响深远而广泛，在中国烹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是文章高手，研究的是美食，撰写的却是美文。

文化的传播有多种途径，特别是美食文化的传播更容易让人接受，通过品尝美食

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和接受各国、各地的文化。我们可以将他国的美食文化引到中国

来，比方说青田华侨在丽水青田开了许多的咖啡厅、西餐厅；也可以把中国的饮食文

化传到国外普及，如美国、澳洲等国的唐人街所开设的中餐厅；同样可以在中国向外

国友人展示和宣传中国美食文化，比如上世纪90年代向来中国旅行的东南亚旅行团

推荐江南美食团，把杭州、苏州、上海、南京等地的风味和点心设计在常规的旅游线路

中。既让旅游者品尝到了中国美食，又让旅游者进一步了解各地的不同文化。这也

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行走的美味。

美味正在不断丰富着我们的生活，生活不能没有美味的滋润。疫情下，旅行社所

承办的疗休养、团建等团体，甚至是普通的旅游团，都应该在各地风味上下功夫。“诗

画浙江，百县千碗”旅游美食推广系列活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各地不但要做好

美食，还有讲好美食故事，甚至还要将餐厅打造成与美食有关联的场景，如宋韵文化

主题餐厅等。

好的味道总会四散开来，而文化如风，会将美味带到更远的远方。

文旅观察·专家评

《随园食单》是一本广为人知的饮食

文化著作，作者是曾感慨“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的清代才子袁枚，他不仅是

诗文方面的“乾隆三大家”之一，还是位

不折不扣的美食大师。

袁枚 1716年生于杭州，二十三岁得

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二十六岁被外

放，先后在溧水、江宁等地担任知县。他

为官正直，很受百姓爱戴，但因厌恶官

场，仕途不顺，产生了隐退的念头。三十

三岁那年，他以需赡养母亲为由辞去官

职，购入位于南京小苍山下的隋氏废

园，斥资修葺整饬一新，取名“随园”，他

本人则自号“随园老人”“随园主人”，过

起了“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

花”的隐居生活。随园文化底蕴深厚，

风景雅致，不设围墙，故而吸引了不少

文人雅士前来参观拜访，交游酬唱。为

方便游览，随园开始向游客提供餐饮美

食。袁枚将他四十多年来收集的饮食资

料汇编成册，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
正式出版了《随园食单》。《随园食单》以

随笔形式介绍饮食文化与烹饪方法，内

容涉及元、明、清年间流行的 326种南北

菜肴饭点、名茶美酒，是我国著名的美

食宝典。

韩国与我国地理相近，文化相似，饮

食方面受我国影响之处颇多。《随园食

单》成书之后也传到了韩国，与《齐民要

术》《饮膳正要》《神隐志》《居家必用事类

全集》《遵生八笺》等并称为对韩国饮食

文化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书籍。今天，

《随园食单》虽已有两百多岁“高龄”，但

它在韩国的流行似乎才刚刚开始。

2015年，韩国培花女子大学的申桂

淑教授第一次将《随园食单》译成韩文出

版。她精通中文和烹饪，上世纪 90年代

在上海学习中餐烹饪时，曾从同学处得

赠《随园食单》一书，遂奉为至宝，爱不释

手，后经十余年的潜心研究与积累，终于

出版了该书的韩文版。韩文版面世之

后，得到了韩国餐饮界、媒体以及中餐爱

好者的广泛关注，申桂淑教授本人也应

邀参加电视节目，成了公众人物。此外，

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 6月，《随园食单》

被再次翻译成韩文出版，此次的译者是

朴相水，韩文书名为“中国饮食知味

房”。韩国近年来两译《随园食单》，学

界、业界以及社会对该书及中餐的关注

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随园食单》的译介与传播，首

尔等地开始出现与之相关的特色餐厅。

申桂淑教授也在首尔闹市区经营着一家

“随园食单特色中餐厅”。该餐厅从装修

风格、器物摆设、餐具特征等方面力求营

造中国清代特色，菜单显示中韩两种名

称，蒸鸭、东坡肉、糯米藕、王太守八宝豆

腐、粉蒸肉、八宝肉圆等《随园食单》菜名

赫然在列，且价格不菲，如蒸鸭、东坡肉、

糯米藕售价分别为人民币 1000 元、480

元、80元。尽管如此，此处的客人依然络

绎不绝，用餐必须提前预定。另外，对食

用“随园食单特色菜品”的消费者，店里

可以免费赠送文化讲座，由厨师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有关的文化知识进行讲解。

该店消费者以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居

多，男性多于女性，网上点评显示，饭菜

味道好，菜品独特，适合有纪念意义的日

子前往用餐。对于菜品味道，有消费者

评价：清淡不油腻，是用上等材料制作的

健康美食。

前些年提起中餐，更多韩国人想到

的是“满汉全席”，因为它代表着物质上

的丰盛。今天，《随园食单》这本文人厨

者的美食宝典则带着浓厚的文化内涵，

用清淡雅致的江南味道征服着韩国人的

味蕾。它的作者袁枚也许不会想到，两

百多年后的今天，《随园食单》非但没有

过时，还飘洋过海，收获了众多的“亚洲

粉丝”。

专家评专家评 ◎ 徐 辉（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副教授）◎ 徐 辉（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副教授）

◎ 马瑞（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应用韩语教研室 韩语翻译博士）

近几年来，在国内乡村振兴的大潮

中，涌现了大批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的

乡村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与此同时文

旅融合、农旅融合、康养项目遍地开花，

但噱头却越来越多，砸钱的速度和数量

也是史无前例，动辄几个亿、十几亿的投

入，然而从规划文本的新鲜出炉到大张

旗鼓的项目落地，许多网红景点却变成

了门可罗雀。

究其原因，是我们的初衷出现了问

题。在乡村振兴的大趋势下，美丽乡村、

共同富裕是大势所趋、焦点所在，但具体

到文农旅项目，从规划到落地，仍存在较

多的虚无主义、形式主义和无谓的“高大

上”，既没有从当地民情民意、自然条件

出发，也没有遵循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更

缺乏接地气、具有实践经验的“田秀才”、

“土专家”“乡创客”，而那些“庭院深深”

的办公室白领们，“挥斥方遒”出炉的规

划设计文本，动辄几十万，甚至有些上亿

级别的项目，整个设计费便达数百万元，

费用怎么高就怎么设计，如此这般，项目

如同婴儿一般，刚刚出生就背上了沉重

的负担。

另一方面，政策性导向既是项目成

功的关键，更是项目最终失败的导火

索。唯政策扶持却不投入，哪一项补贴

多就搞哪一个，其他配套只要糊弄过关

就行，这就意味着，有好的政策，整个项

目实施就轻装上阵，但仅仅是为了政策

导向，那终究逃不过“偃旗息鼓”的命运。

其实，这几年疫情下的传统旅游，为

何如此被动？和一些伪劣乡村景区不无

关系，乡村景区的吸引核不足，难以让客

人住下来，旅行社的运营就会遇到较大

的困难，我们旅游人最愿意看到的是美

丽乡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现代乡

村，是具有风光秀丽、活力无限、可持续

发展的景区村，而绝不是依葫芦画瓤，东

施效颦，不伦不类的难以可持续发展的

乡村。

追根溯源，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正

因为许多农文旅融合项目，尤其是与乡

村旅游相关带动项目，在项目论证每一

个流程，每一个环节中，从头到尾并没有

完全听取行业内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

大量的“短平快”和“短视”行为，太多的

急功近利，加上GPT导向、招商引资的指

标倒逼，最终演变成大干快干后一泻千

里的惨淡。

业内关注的后疫情时代即将来临，

无论从乡村振兴还是共同富裕的角度分

析，乡村旅游必将成为国内旅游的主战

场，历史的车轮不会后退，真诚希望乡村

旅游的关联项目，政府决策部门，不仅仅

要采纳行业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更

应该听取乡村旅游的引路人——旅行社

业内人士的看法，因为从事旅游的人更

清楚乡村旅游需要什么，需要提升什么、

需要补充什么，而不是满世界的填充，一

味的高大上，最终导致与乡村旅游实践

的严重脱节。

要绣好乡村旅游这朵“花”，要因地

制宜的找好找准“料子”，无论你的乡村

旅游禀赋如何，只要找到合适的绣花

人，乡村振兴的大潮，必将引发乡村旅

游的“满船星辉”，从现在开始，必须披

星戴月，机会永远留给与昼夜兼程的赶

路人。

（通讯员汤佳怡 供稿 衢州市旅行社协会）

除了旅游，我们还能关注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