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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2021_2022__E9_87_8D_E

5_BA_86_E6_96_87_E5_c34_45087.htm 山城重庆，物华天宝，

既沐两江福泽，又得群山神韵，历来为巴渝食文化的创新地

、大本营，重庆直辖后尤其如此。20世纪90年代，重庆人的

餐桌特别丰盛，一道道风味浓郁的渝菜飘香而出，眨眼工夫

便创出了"重庆名食"、"中国名菜"等不少牌子，更不用说独树

一帜、名满天下的重庆火锅。所谓"食在重庆"，真是名不虚

传。然而"渝菜"这两个字的提法却颇为不易，"渝菜"之名的呼

出，还煞费了些周折。 记得1998年初夏，《重庆晨报》率先

发起了重庆菜该叫"渝菜"还是叫"川菜"的争论，并在一篇本报

记者的文章中要求读者参与争论。我即寄去一稿，题为《直

辖后的重庆菜理应称"渝菜"》。我认为：重庆"直辖"了，就应

创出自己独立的风格和特色。直辖后的"渝菜"与"川菜"叫法之

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定范围内的思维模式问题，是

一种新旧观念之争。"渝菜"之称，已得到不少业内人士赞同

，许多渝菜名品名吃层出不穷。若将重庆饮食业中的名品与

精品搜集整理，发扬光大，那么，"渝菜"将是完全能自成一

体的名优菜系。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叫做"渝菜"而还要自

甘于"川菜"之属却又羞羞答答地加上个什么"新派"二字呢？ 几

天之后，此文在《重庆晨报》上发出，原以为接下来便会有

支持者或反对者的文章续发，谁知竟就此没了下文，不了了

之。原来，当时重庆烹饪界老一辈的川厨名师多不赞成"渝

菜"之提，他们以做川菜成名成家，与川菜感情深厚，突然间

改叫"渝菜"不叫"川菜"了，那一份失落可想而知。到去年，突



然有一家叫"美溢香"的大餐厅打出了"渝菜馆"的招牌，提出做

渝菜的口号，引得众媒体纷纷报道。不过，重庆市烹协却来

了个折衷，既不支持提"渝菜"也不反对叫"渝菜"，还就此成立

了个"重庆川菜菜品研究协会"。真是不伦不类，至少名称如

此。要我说，这该叫"渝菜研究协会"。 前几年，重庆有一家

周报（为《新闻图片报》--笔者注）也曾开过一个栏名叫《

我说重庆菜》，原来是向全社会征稿，结果却落了个笔者个

人"专场秀"的下场。但获得读者、店家青睐却也不少。 那时

，重庆一位业中泰斗曾亲对笔者预言："一个菜系的形成不容

易，川菜全世界都知道，突然改叫渝菜，没名气。渝菜要成

名，至少得用三十年时间。"但他又说，"所谓川菜就是川厨

或川人做的菜。"那么，渝厨或渝人做的菜又为何不能叫"渝

菜"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