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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 年 ， 一位南浸礼传教士的
妻子马莎·克劳福德出版了一本教
做西餐的书 ，名为 《造洋饭书 》。 该
书前言说明了它的阅读对象是在
外国人家庭工作的中国厨子。

和中国传统的食谱与食经不
同 。 书目为首是 “厨房条例 ”，特别
强调做厨子的 ， 有三件事应该留
心 ：第 一 ，要 将 各 样 器 具 、食 物 摆
好 ，不可错乱 ；第二 ，要按着时刻 ，
该做什么就做 ，不可乱做 ，慌忙无
主意 ；第三 ，要将各样器具刷洗干
净 。 书中要求 ，在厨子入厨做羹汤
之前 ，先教导厨子如何维持厨房的
整洁和秩序 ，这是当时一般华人家
庭和厨师所没有的观念。

《造洋饭书》：
做西餐从整洁开始

延伸

访
谈

王
美
怡

广
州
市
社
会
科
学
院
历
史
研
究
所
所
长

羊城晚报： 广东人从西餐的学徒
到能自创 ， 如何评价广东在近代中国
饮食文化中的影响力？

王美怡：西餐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广东是起源地，广东人是首要功臣。 正
是他们， 将西餐饮食习惯和文化带到
了全国各地，并经过苦心经营，让西餐
在中国传统饮食界站稳了脚跟。

此外，借由西餐名声日渐盛隆，融
合了西餐的粤菜亦获得好评，“食在广
州”自此驰名中外。 可以说，广东不仅
传播了西餐， 并将融合了西餐的粤菜
发扬光大， 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领头
羊和金字招牌之一。

羊城晚报： 西餐在近代成为新生
活方式的代表 ， 这对于当下发展粤菜
文化有何启示？

王美怡： 西餐在近代成为新生活
方式的代表， 主要还是因为广东是中
外交流的主要汇聚地， 西式饮食习惯
和文化经外国人而带入本地， 粤人近
水楼台先得月，从学徒成长为师傅，亦
将西餐文化传播开来， 并针对不同人
群进行改良， 形塑了广东独特的饮食
文化。

西餐在近代的传播和融合，对当
下 粤 菜 文 化 的 发 展 有 以 下 几 点 启
示：一是在装潢上呈现特色，独具风
格，不能千篇一律；二是在菜肴上各
显神通，针对不同顾客群推陈出新；
三是增强娱乐性， 不仅让餐馆成为
享受美食之地， 而且能让客人饭余
跳舞、唱歌、听粤曲、看粤剧，等等，
物质与精神双重享受，流连忘返；四
是根据不同节日， 推出特色菜肴和
娱乐活动， 让具有超强包容性的粤
文化出新出彩。

粤菜包容改良
成中餐“金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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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 建设六马路是一条被誉为 “不用出国即可吃遍全
球”的美食街。 在这条全长不过 700 米的马路上 ，汇集了韩国 、
日本、越南、新加坡、意大利等多家餐厅，海外美食一应俱全。 这
里是广东作为西方饮食登陆中国的入口的缩影之一。

广州是千年不衰的通商港口城市， 舌尖上的文化成为岭南
与世界中西互通的符号。 饮食又是交流性极强， 且兼具鲜明地
方特色的矛盾统一体。 晚清时期的广东人， 首先从欧美商人的
仆人或学徒开始做起， 逐渐发展成为西餐师傅， 随后流布国外
和国内主要城市。 在这个过程中， 融合了西餐特色的粤菜也随
之盛行全国、走向世界。

在洋人厨房里当学徒的广
东人逐渐成长为师傅、老板。在
洋行当厨的粤仆徐老高， 在街
边挑箩卖担地卖了一段时间煎
牛排，赚足了开店的本钱后，于
1860 年在广州开设了第一家
中国人的西餐馆：太平馆。

在“颇合广州人的胃口”的
同时， 太平馆其实更合外国人
的胃口，甚至让他们自愧弗如。
1861 年 2 月 22 日《纽约时报》
记者在新闻专稿《清国名城广
州游历记》写道：“在这里，我们
开始谈论一种最豪华的清式大
餐，是用牛排做的。 先前，我常
听人说广州牛排如何如何美
味，但从未有亲口尝过。 ”

是故，上海开埠后，西方人
涌进上海，要觅西厨，首先想到
的自然是广东人。 1862 年 7 月

《上海新报》的一则招聘广告就
直说：“现拟招雇厨师一名，最
好是广东人。 ”

在另一重要口岸天津，西
厨也唯广东帮马首是瞻。 1907
年 4 月， 天津广隆泰中西饭庄
在《大公报》发布的广告称：“新
添英法大菜， 特由上海聘来广
东头等精艺番厨。 ”

上海西餐以广东厨师为正
宗。 据文史学者周松芳考究，到
1875 年，上海才出现中国人开
办的番菜（西餐 ）馆。 其中最早
的是坐落英租界的“一品香”，
掌勺主理就是粤厨。

就连番菜的得名， 沪上亦
认为正源在广州。《晶报》刊文
称：“广东人华夷之辨甚严，舶
来之品恒以番字冠之， 番菜之
名始此。 ”

除了早期中西并行之外，后
来者对广州的饮食深刻印象，也
多与西菜有关。 周松芳认为，其
中西式的红烧乳鸽最为典型。

梁实秋说：“吃鸽子的风气
大概是以广东为最盛，烧烤店
里常挂着一排排烤鸽子 。 ”郭
沫若1927年3月底到中山大学
任文科学长，7月底参加北伐 ，
离别的饮食记忆是“吃了荔
枝，吃了龙眼蕉，吃了田鸡饭，
吃了烧鸽”。

邵元冲和张默君这一对国
民党内著名的姐弟夫妻，几乎每
次来广州， 都会去太平馆吃烧
鸽， 仅日记中所记就达十三次。
尤其是张默君，认为吃烧鸽才是
居粤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所以，
临别之际，也是一定要去吃一次
太平馆烧乳鸽的。

另一对“最高级别 ” 的夫

妇———蒋 介 石 宋 美 龄 夫 妇 之
嗜食乳鸽 ，舆论皆知 。 1946年
杂 志《凌 霄》刊 文《主 席 爱 吃
烧鸽太平》称 ，蒋介石平日最
喜吃烧乳鸽 ，在黄埔军校任校
长时 ，常独赴太平馆中吃豉烧
乳鸽 。

北伐后，蒋回粤视察时仍微
服去饱餐一顿。 1936 年 7 月，蒋
介石到广州来太平馆吃乳鸽，警
卫人员化装成食客，占据各处通
道和要津， 门前宪兵警察成群，
陪同的有钱大钧、唐海安等。

红烧乳鸽逐渐从西餐馆的
代表菜，变成了粤菜的代表菜。
1939 年《晶报》则以“宋美龄喜
食烧乳鸽”为题，介绍宋氏所喜
爱的西菜“红烧乳鸽”是广东特
色， 原因乃是乳鸽为粤中家禽
独有珍品，“他处所产， 远不及
其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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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东传的首站就在岭南。
一般谈及广州西餐的起源，往往
前溯自 1860 年太平馆的建立。
而历史学家程美宝、刘志伟的研
究表明，其实还应该更往前溯及
外夷洋行和广州行商的帮厨侍
仆———早在 1769 年， 行商潘启
官招呼外国客人时，便完全依英
式菜谱和礼仪款客了。

从外文文献中， 研究者发
现， 夷馆里的粤仆就做得出十
分精美的西餐及点心、 饮品。
一位奥地利女士观察记录说：

“所有菜都是英式做法———虽
然厨子都是华人。 ” 法国作家
老尼克在《开放的中华： 一个
番鬼在大清国》中，述及 19 世
纪 30 年代发生在广州夷馆奥
地利商行的一次西餐宴会，其
奢华程度是欧洲本土都难以企
及的。 仅是午餐就配备“一盘

咖喱鸡、鸡蛋、油炸小点，还有
几片没有配菜的冻肉、 火腿和
牛肉。 ”作家强调，这顿大餐中
所有菜的原料———甚至烧菜的
木炭———都来自欧洲。

在中国行商家庭的厨子，
也很早就懂得炮制高水平的西
菜。 1844 年 10 月，法国公使随
员伊凡受当时最著名的行商之
一潘仕成之邀，参访广州城，饷
以西餐。 法国人记述道：“他们
用欧洲礼仪来招待我们———也
就是说，一个中国仆人，学会做
某些可怕的英式食物。 ”

潘家的餐后甜点给法国人
留下了深刻印象， 充分显示了
当时广州人做西餐的水准。 以
精致生活闻名的法国人说：“我
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词语去描
述它们有多么香甜。 顺便说一
下，汤做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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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20 年代， 西餐渐成
近代饮食一大时尚， 广州西餐
馆得以长足发展， 不少从之前
的矮楼木屋搬到高楼大厦。 稍
有名望者，其席位多为军政界、
工商企业界人士以及教授 、学
者、华侨等“高等顾客”占领。 其
中， 广州太平馆俨然国民政府
指定餐厅。

1928 年到 1935 年，南粤王
陈济棠经常到太平馆订餐，从几
桌到十几桌都有；1936 年，“国
府主席”林森前往罗浮山参拜三
天，安排中餐大三元，西餐太平
馆现场煮食；1947 年，著名学者
晏阳初做客广州， 他的留美同
学、时任广东建设厅厅长谢文龙
在财厅前太平馆为其设宴洗尘。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1926
年 7 月，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南关太平馆把一万份点心送往
东校场；1929 年 1 月 15 日中山
纪念堂落成， 宴开 1200 多席，
太平馆竟能揽下，堪称西餐馆发
展史上的奇迹。

后来，日本人一把火烧掉太
平沙的馆子， 永汉路的太平馆

由老职工凑钱重新开业， 直到
新中国成立后。 1958 年，周恩来
还特意故地重游， 向老职工郭
良问好。

此外，沙面、恵爱路与永汉
路均云集西餐馆。廖承志在抗日
期间、广州沦陷前代表中共在沙
面的经济西餐厅开记者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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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程到沙面吃西餐的，还有陈寅
恪。 上世纪 60 年代，已经目盲的陈寅
恪与刚调任广州的侄子陈封怀，相聚
在广州沙面的西餐馆。 陈寅恪在国外
生活多年，饮食习惯趋同西方，早餐
爱吃牛奶面包。

西餐馆见证了不少陈寅恪与同
仁的交往。 在《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
中， 记录了上世纪 50 年代中山大学
流传的逸闻。 陈寅恪与陈序经同席吃
饭，喜欢西餐的陈寅恪对喜欢中餐的
陈序经说：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
的，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

近代学人与西餐的渊源自然不
仅在“吃”。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设有
全美最早的研究和讲授中国的东亚
学系，培养了胡适、冯友兰、徐志摩、
陶行知等一批名人大家。 东亚学系
最初的设立则源自一位广东台山的
华 仆 厨 师 的 捐 助 与 倡 议———1901
年，“猪仔” 丁龙在结束数十年服务
生涯后，请求雇主卡朋蒂埃出面，把
他终生积攒的血汗钱， 共一万二千
美元，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
建立一个汉学系， 来研究他祖国的
文化。

感动之下，卡朋蒂埃找到了母校
哥伦比亚大学，并加捐了十万美元巨
款，更要求以“丁龙汉学”为讲席教授
命名。 如今，在该校东亚语言和文化
学院内，仍悬挂着丁龙的巨幅画像。

自晚清向洋商提供餐饮服务，粤菜开始兼融欧式风味

番菜东传广府 妙厨融汇中西

深圳宝安石岩街道上屋社区党委书记尹华颖：

疫情一天不结束 工作一刻不放松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华夷之辨却不影响做生
意。 粤菜挺进京沪之初， 多兼
售番菜， 声势互助。 周松芳认
为，西餐对“食在广州”在晚近
的得名和传播，颇有助益。

1918 年版的《上海商业名
录》收录了 80 家菜馆，其中 5 家
粤菜馆即兼营番菜。 到了 1920
年代，粤菜在上海地位已经雄踞
诸帮之上，傲立南京路的著名粤
菜酒楼仍然兼营西餐。

在北京，最著名的醉琼林
正是粤菜西菜合一，《顺天时
报》1907 年曾对其做过报道。
直到 1930 年代， 天津粤菜馆
的特色仍是中西结合。 国民
作家王受生在《天津食谱 ：关
于天津吃的种种》里记述 ，津
门 最 好 的 饭 馆 当 属 “广 东
派”，而其特色是中西兼备。

广东人开的番菜馆还有一
个特点，就是价廉物美，特别是
抗战胜利后，更便宜过中餐。如

著名的岭南楼的广告称：“全餐
收银五毫，大餐收银壹圆。 ”比
起当时的高档中餐酒楼一碗鱼
翅动辄数十元来讲， 可谓便宜
至极。

迎迎难难而而上上 奋奋斗斗实实干干

尹华颖说自己很少在
办公室 ， 因为她要到社区

里去处理各种大小事务 ，如
果一直待在办公室，很多工作

开展不了。 她说她常年背双肩
包 ，是因为要 “解放双手 ”，因
为随时都可能要清理村道上的
垃圾，或者做其他的事。

每天在大街小巷里奔走的
女书记尹华颖， 皮肤被晒得黝
黑， 可这些并不会掩盖她独特
的魅力，做事干练 、思路清晰 、
迎难而上 ， 在本职岗位上 ，
勤勤恳恳 、发光发热 ，这样
的尹华颖，真的很美。

记者
观察

很少坐在办公室的
女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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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工作，让我来

性格爽快， 语速同样快的尹
华颖是辽宁人，2008 年 5 月来到
深圳， 时年 6 月底到深圳水田社
区工作站做专职工作人员， 之后
做到副站长，又调任到官田社区，
2019 年 7 月调任上屋社区。 11 年
来，她一直在最基层的社区一线，
走在离居民最近的地方。

2020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
打破了人们生活的平静。 尹华颖
所在的上屋社区是一个外来人口
密集的社区， 有6万-6.7万居民
（含常住和流动人口 ）， 湖北籍的
人口占十分之一。 1月19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确认广东首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1月20日， 上屋社区

出现了一例疑似病例，1月21日，
该病例确诊， 这也是石岩街道的
首例确诊病例。

尹华颖回忆起最初几天的
情形，感慨颇多 ，那时候 ，她比
谁都紧张。 当时年关将至，社区
里各种商铺正是生意红火的时
候 ， 社区的疫情防控手段愈发
收紧 ， 社区工作者上门提醒戴
口罩 、少聚集 ，一些商户不能理
解 ， 有的商户还到尹华颖的办
公室责骂她 ， 她耐心地和他们
一一解释着。

上屋社区辖区内有上下屋 、
田心、 园美三个居委会， 有坑尾
村、元径小区、田心新村等几个小
区。 这些小区有的是归社区物业
管理，有的归村物业管理，有的无
统一物业，日常管理压力很大，疫

情之下更是难上加难。
“一开始收集信息都是手动

登记， 这样就容易造成小区出入
口拥堵，也加大人员聚集风险。 当
时我就天天琢磨， 能不能用科学
有效的手段收集信息？ ”1 月 26
日， 尹华颖率先在石岩全街道创
新推出疫情重点地区返深人员二
维码扫码上报， 第二天各个工作
站纷纷借鉴这个方法， 为疫情排
查减轻工作量。

她走访了每一位从疫情重点
地区返回社区的居民， 给他们量
体温、做疫情防控宣教；同时，为
确诊患者的家人做隔离， 每一天
都把生活物资送到他家门口；此
外， 社区里所有发热患者都是她
从头到尾跟进。 她总对同事说：
“最危险的事情让我来！ ”

如果真感染了，我就去隔离

“疫情最吃紧的时候，我其实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尹华颖说，
每天冲锋在前，家人十分担心。 面
对年近八旬的父母， 尹华颖不忍
让他们担心， 除了时刻提醒他们
做好防控外， 也故作轻松地让他
们宽心。“有一天出门前，老人又
担心老半天，我笑着和他们说，如
果真感染了， 我就去隔离， 没事
的！ 结果这句话惹得我妈哭了一
晚上。 ”尹华颖说着，眼眶红了红，
又笑了：“还好后来疫情形势渐渐
好转， 老人家也习惯了， 但我知
道，他们还是很担心。 ”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渐渐紧
张，尹华颖的工作也愈发紧张了。

为了严防严控， 尹华颖把辖区分
成 5 个片区组，由党员担任组长，
分片包干，责任到人。

让尹华颖感动的是， 社区居
民群里经常会有居民发微信鼓励
她，有人 @ 她说：“你辛苦了，等疫
情过去以后我要给你一个拥抱”；
还有居民告诉她：“看到你和你同
事为大家做了这么多， 让我真切
地感受到党组织在身边的温暖。 ”

如今，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
段，尹华颖和同事们的工作一刻也
没有放松下来。 她每天仍到各个环
节上巡查，“只要疫情一天不结束，
我们的工作就一刻也不能放松下
来。 ”尹华颖坦言，内心依然战战兢
兢，生怕哪里有疏漏，“个人的能力
总是有限，但我和我的团队会尽最
大的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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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版画《海上快乐图 ：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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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背双肩包， 脚踩平底鞋，
从今年年初疫情来袭到现在，深
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上屋社区
党委书记尹华颖（上图 ，受访者
供图） 的脚步一直没停。 如今，
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下，尹华
颖的工作一丝也没放松，一边是
繁忙的日常工作，一边是仍需打
起十二分精神的疫情防控工作，
她直言内心“战战兢兢”， 每天
都要到社区里仔细检查各个环
节，确保无疏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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