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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面温暖生活 用书照亮梦想

旧书换面 西安有家“书香面馆”

一碗面，满足味蕾。一本书，滋润内心。面和书，就这么完美“结合”了。
这家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的“砖瓦窑老碗面”面馆，整体风格更像是一间书斋。面馆里嵌

在墙上的书架，整整齐齐摆放着各种图书，让这家面馆不仅充满面香，也飘散着书香。4月1
日，记者来到这家面馆，对话主理人徐德芳，了解“用书换面”背后的故事。

日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25）
公布，明确预包装食品不允许再使
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用语对食品
配料进行强调。同时，新标准要求
食品标签上以具体日期的形式标注
保质期的到期日。4月 1日，记者对
市场进行了走访。

许多酸奶调味品
标注“零添加”

该标准设置了两年过渡期，将于
2027年3月16日正式实施。目前，市
场上的情况如何呢？4月 1日，记者
走访西安市十余家超市、便利店发
现，许多生产日期在3月之前的果汁、

酸奶、调味品等商品，以“零添加”为
噱头，产品包装上“0”字十分醒目。

在西安中贸广场附近的永辉超
市，记者在酸奶区看到，不少酸奶把

“0”作为卖点。比如，君乐宝的一款简
醇酸奶瓶身上标注着大大的“0”字，并
写着“0添加蔗糖”。但在配料表里，标
注含有聚葡萄糖、木糖醇和三氯蔗糖
等。至于蔗糖，又标注为“蔗糖含量：
未检出（依据GB5009.8第一法）”。一
款简爱轻食酸奶的包装上标注“0%
蔗糖”，上方写有“生牛乳、乳酸菌”字
样，下方写有“其他没了”。伊利一款
益生菌风味发酵乳也标注“0添加”字
样。随后，记者在金花南路附近的沃
尔玛超市也看到，卡士一款风味发酵
乳在瓶身上标了一个大大的“0”字，
右下角则用小字写着“蔗糖”。

“0”成为卖点
容易误导消费者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商家似
乎特别热衷于“0”。一款方便面的
包装上写有“0油炸”字样，甚至一款
水的瓶身上也写有“0卡0脂”字样。

“我平时买东西比较注重养生，

遇到同类商品时，会首选有‘零添
加’字样的。”购物的李女士说。市
民赵先生表示，食品“零添加”通常
指的是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
何化学物质或人工添加剂，以保持
食品的天然、健康和安全。近年来，
随着人们消费升级和健康意识增
强，“零添加”等标签成为食品的关
键卖点，这容易误导消费者。不过，
他购买时会详细看产品的配料。

一位商家向记者坦言，新标准
刚发布不久，他们销售的这些带有

“0添加”字样的商品都是新标准发
布之前的存货，而且，新标准实施也
设置了过渡期，他们得先把这些商
品在规定的时间内销售完。

一些新上市商品
标注了保质期到期时间

当然，已经有不少商家根据新
标准规定行动起来。记者在长安区
一家唐久便利店看到，一些新上市
的产品，包装上已经标注有生产日
期和保质期到期时间。比如，一款
组合寿司和一款番茄香肠意面上面
均写有“生产日期 2025.03.31，保质

期（至）：请在2025.04.02前食用”，时
间具体到“21时”。

在含光路附近的松林生活超
市，记者看到一款面包上标注“生产
日 期 20250327， 保 质 期 至
20250403”，时间具体到“24时”。消
费者林女士说：“现在好了，保质期
一目了然。”

记者在红缨路附近的便利店内
看到，新上市的面包等商品均标注
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时间。

建议商家
及时改进食品标签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朱长江律师说，《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
2025）公布后，设置了两年过渡期，
其实也是让商家有一个调整、改进
的过程。如果在2027年3月16日正
式实施后还未改进的，就属于违规。

朱长江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及
时了解新规相关内容，提高辨别能
力。商家要按照新标准及时改进食
品标签内容。
文/图 本报记者姬娜实习生王宇

消费者挑选的一款方便面包装上标注“0油炸”。

预包装食品不允许使用“零添加”等用语

部分新上市食品已标注保质期到期日

面馆的墙上嵌着书架，上面摆放着各种图书。

“砖瓦窑老碗面”面馆位于长安
南路，面积不大。

店门口摆着两尊兵马俑仿制
雕像，一张宣纸上用毛笔写着“旧
书换面”四个大字。门前的方桌
上，摆放着几本小说，不时有路人
随手翻阅。

记者看到菜单上写着一碗油泼
面 12元，“四合一”15元。除了餐
桌，面馆大厅的墙上嵌着四个书架，
台阶上的“尚书房”区域摆着几张餐

桌，一个书架上已摆满了书，书籍种
类丰富，从文学、历史到少儿读物一
应俱全，甚至还摆放着文房四宝。

“尚书房”区域如果不是桌上放着醋
和辣椒等调味品，乍一看，更像是一
间小书斋。

面馆主理人徐德芳是江西人，
却是陕西“女婿”，定居西安。“刚接
手这个店的时候，就想着能不能做
出点特色。”徐德芳说，“因为我喜
欢看书，之前参观过很多书院，特

别喜欢那种氛围。但开面馆毕竟
不是开书店，怎么结合起来，起初
也没想清楚。”

一次偶然间，他听到店里的食
客在聊文学和哲学，这大大启发了
他的思路。“当时我觉着，吃饭不仅
仅是果腹的过程，还能成为思想交
流的时刻。”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
法——把面馆变成一个“书香+饭
香”的地方。

“想法有了，我就开始干了。”

徐德芳说，他和合伙人刘建波连
夜装上了书架，把家里的藏书摆
上去，“随后又想着，如果客人

能带旧书来就可以换一碗面，
这样面馆就能一直散发着书香
的气息。”

“书换面”的规则很简单：带来
一本旧书，就能免费吃一碗面。最
初，徐德芳只是想试试看，没想到一
个月下来，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目
前已经有近50本书。

“更让我感动的是，很多客人即
便带了书，还是坚持付面钱。”徐德
芳笑着说，“他们讲，这个形式很有
创意，可以让更多人来这里吃面、看
书，感受文化的氛围。”

“最开始是好奇，现在成了习
惯。”食客李先生表示，“这家面馆我

经常来，不只是吃饭，还能品味‘精
神食粮’。即便工作再忙再累，进来
吃碗面，翻几页书，心也会静下来，
感受那一份别样的松弛。”

在顾客王先生看来，这家面馆
的特别之处不仅仅是“书换面”这种
形式，更在于它营造了一种独特的
氛围。“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很
快，但这里有种难得的慢节奏，让人
愿意坐下来看看书，哪怕只是随手
翻一翻，也是一种享受。”王先生说。

面馆的书架上，除了小说，还有

不少少儿读物。徐德芳说，面馆不
仅提供阅读空间，还鼓励孩子们写
毛笔字。“有时候我看到孩子们练
字，也会给他们找些与书法相关的
书看看，或者请懂书法的顾客给他
们指导一下。”

随着顾客口口相传，这家“书香
面馆”逐渐火了，很多市民专门从高
新区、曲江前来打卡 ，面馆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顾客前来送书、尝面。
徐德芳告诉记者，“有些人带着自己
最喜欢的书来换面，他们说，希望这

本书能遇到爱读书的人。”
有的顾客会和徐德芳聊历史，

有的则会讨论书里的内容。甚至有
顾客提出，能不能在这里不定期举
办小型的读书交流会。“我觉得这就
是‘书换面’的意义。”徐德芳说，“它
不仅仅是一种创意、一种形式，更是
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
碰撞。”

徐德芳告诉记者，除了“书换
面”，他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我发现
住在附近的不少是退休的老教授和

一些文化学者，他们对传统文化特
别感兴趣，我计划邀请这些老教授
到我的店里举办国学沙龙，为孩子
们讲解古诗词、传统文化。”徐德芳
告诉记者，他的想法一提出来，老教
授们特别乐意，“还有教授提出把自
己的研究作品带来，让更多年轻人
了解传统文化。”

此外，面馆还提供借书服务，不
需要押金，只需加微信好友即可。

“书就是要流动的。”徐德芳说，“希
望它们能带给更多人温暖。”

让更多人感受文化氛围

为了让面馆更具书香氛围，徐
德芳还特意跑去图书馆购书，并安
装了书架，总投入超过一万元。但

他并不觉得是一笔额外的支出，相
反，他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和心灵上
的满足。

“最初我觉得，吃面的饭馆只是
吃饭的场所，和读书不搭边。但是
真正做起来发现，让这里成为一个

真正的‘书香面馆’，给顾客们提供
一个边吃饭边聊书的地方，并不冲
突。”徐德芳笑着说，“用一碗面温暖

生活，用一本书照亮梦想，这就是我
想做的事。”

文/图 本报记者朱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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