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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强
东汉时期的漯河人许慎编撰的《说文

解字》不仅是一部字源字典、解经之作，
也是一部百科全书。《说文解字》食部、
火部、鼎部、鬲（lì）部、瓦部等80多
个与饮食有关的字群，记载了汉代乃至上
古时期的食物种类、制作工艺、炊具餐
具、进餐方式以及饮食礼仪等，是我们探
寻中华饮食文化的宝库。漯河美食文化源
远流长，距今约9000年~7500年的舞阳贾
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生活用陶制品，其中炊
器主要包括鼎、釜、甑 （zèng）、罐四
类。解读与炊具相关的汉字文明密码，可
以帮助我们更深了解原始器具的功能和
用途，还原贾湖先民制作美食的生动场
景，进而增强建设现代化食品名城的文
化自信。

首先说鼎。《说文解字·鼎部》：“鼎，
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
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螭魅
蝄蜽，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鼎”是
象形字，古文字像三足两耳的圆鼎形。本
义指烹煮食物或调味的器物，如列鼎而
食、钟鸣鼎食等。鼎由最初的陶制发展为
青铜制，常见为两耳、圆腹、三实心足，
也有方形四足的，分有盖和无盖的。大禹
收九州之金，在荆山下铸鼎，接受苍天的
恩赐。鼎因此成为国之重器，用于宗庙祭
祀，并有严格的等级，后比喻王位、帝
业，由此派生出定鼎、问鼎、迁鼎等词。
鼎中烹煮哪些食物呢？《易经·鼎卦》九
四：“鼎折足，覆公餗 （sù），其形渥，
凶。”意思是鼎折断了足，把王公的美食

“餗”弄翻了。“餗”指哪些食物？《说文解
字· （lì） 部》有异体字“餗”：“鼎
食。惟苇及蒲。”鼎中的食物包括苇笋和蒲
草一类的蔬菜。清代段玉裁注：“鼎中有
肉、有菜、有米。”《中国考古大会》之

《探秘八九千年前的家园——贾湖》中，专
家们认为，他们的食物是靠采集野生植
物、猎取野生动物、捕捞鱼类为主，能吃
到几十种食物。有了鼎，贾湖人可以简易
烹煮各类食物。他们的餐桌上不仅有鱼、
肉、菜、米，还有山楂、猕猴桃、野葡萄
等，品种十分丰富。为使美食受热均匀、
快速，鼎再进化一步，古人又造出空心足
的“鬲”。

再说釜。在《说文解字》中，“釜”是
“鬴（fǔ）”的异体写法。《说文解字·鬲
部》：“鬴，鍑属。从鬲，甫声。釜，鬴或从
金，父声。”“鬴”是形声字，“鬲”作形
旁，表示其意义跟鬲密切相关；“甫”作声
旁，表示其读音。“釜”也是形声字，“金”
（楷书中省减了上部分形体）作形旁，表示
其意义跟金属相关；“父”作声旁，表示其
读音。形旁由“鬲”换作“金”，或可证明

“釜”经历了由陶制到金制的过程。“釜”本
义是早期锅类炊具的统称，一般敛口、圆
底，或有耳，置于灶。《诗经·召南·采
蘋》中就有“于以湘之？维锜及釜”的记
载。三国时期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
萁,豆在釜中泣”，道出了“釜”的烹煮功
用。釜易于烧制、便于携带、储物量大，贾
湖人使用釜，说明他们生活范围扩大，烹煮
食物的种类也更多。古时，人们还用“釜”
作量器。《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即
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
登于釜。”即六斗四升为一釜。

接着看甑。《说文解字·瓦部》：
“甑，甗（yǎn）也。从瓦，曾声。”甑是
甗类的器物。了解甑需要认识甗。《说文
解字·瓦部》：“甗，甑也。一曰穿也。从
瓦，鬳 （yàn） 声。读若言。”“甑”

“甗”都是形声字，“瓦”作形旁，表示它
们的意义跟瓦器相关；“曾”“鬳”作声
旁，表示它们的读音。笼统地讲，甑、甗

是同一类炊具，细分是有差别的。清代段
玉裁在“甑”下注：“陶人为甑，实二
鬴，厚半寸，唇寸。七穿。按：甑所以炊
蒸米为饭者，其底七穿，故必以箅蔽甑
底。”甑是单体，底部为七个孔，孔上放
箅盛米、菜，套放在盛水的鼎、釜、鬲等
器口上，火烧后产生蒸汽，使腹内食物成
熟；甗是组合体，甲骨文“甗”字像两器物
累加在一起的样子，实物甗或分或联，上部
器物底为一大孔，可放箅状物，下部容器中
空，通过下煮上蒸的方式蒸熟食物。甑犹如
现代的蒸笼，新石器时代为陶制，殷周时用
青铜铸成，现代由竹、木制作，主要功能是
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贾湖遗址考古
发掘主持者张居中说：“就目前来讲，甑这
种器具，贾湖是最早的。”贾湖遗址出土
甑，说明八九千年前的贾湖先民已经懂得使
用蒸这种方式做菜肴了，意味着结束了只能
用火烤和水煮加工食物的历史，是人类烹饪
史上的一大进步。蒸被视为最具中国特色的
烹饪方式。把大米等颗粒状食物放在甑上蒸
熟，贾湖人不仅喝稀粥，还能吃上“粒食”
干饭，既能保存食材的原汁原味，又较大程
度保留了美食的营养成分，易于人体消化和
吸收。贾湖遗址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我
们不能排除贾湖人把米等食物磨碎，开始蒸
吃“粉食”的可能。因为人类很早就运用热
石烤制食物，推测贾湖人也有直接用火在甑
内烧烤美食的尝试。

最后谈谈罐。“罐”字出现得较晚，
先秦典籍中未见使用。宋代整理《说文解
字》 时把它作为新附字收录。《说文解
字·缶部》：“罐，器也。从缶，雚声。”
《玉篇·缶部》：“罐，瓶罐。”《类篇·缶

部》：“罐，汲水。”“罐”是形声字，
“缶”作形旁，表示它的意义跟瓦器相
关；“雚”作声旁，表示它的读音。“罐”
本义指盛物或汲水用的陶器。贾湖遗址出
土的一些敛口罐明显有烟熏痕迹，罐已被
广泛当作烹煮器物使用。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鼎、釜、甑、罐
等器具，把人类使用炊器的历史向前推进
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饮食文化史上具
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为我们探源中华饮
食文明提供了崭新资料。贾湖遗址第九次
考古发掘在即，我们有理由期待，将会出
土与已发现炊具密切相关的鬲、甗等，为
继续探秘贾湖美食提供更多实物证据和源
头活水。

（本文图片由贾湖遗址阿岗寺遗址保
护中心提供）

从《说文解字》探秘贾湖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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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开
幕之即，为梳理漯河饮食文化发展脉络，
探索饮食文化渊源，展示地方饮食特色，
本版开设《沙澧美食文化》栏目，讲述沙
澧饮食文化故事。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民俗中的美食，
展示这些历经时间洗涤而沉淀下来的
美食宝藏，探寻有关饮食文化的民间
故事和传说，反映百姓生活的温暖烟
火气；与美食相关的非遗、老字号及

老手艺，介绍其不断传承的制作技艺
以及源远流长的饮食习俗；古籍、地
方史志、诗词、民谣中记载的漯河美
食，发现传统饮食中蕴含的深厚文化
底蕴；从与炊事、饮食相关的漯河出
土文物中探寻饮食文化信息及饮食方
式的演变。

稿件要求千字左右，文笔朴素平
实，侧重于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挖
掘，展现漯河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沙澧饮食文化》栏目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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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相声、歌曲、诗词、书画、摄影……为

了迎接食博会，我市文艺爱好者各展所长，
创作了大量与漯河美食相关的文艺作品，为
食博会营造了浓郁的氛围。

“走一走，看一看，双汇食品品种
全。火腿肠远销海内外，中式熟食味道
鲜。还有那自热米饭、八大碗，中央厨房
营养餐。”“漯河美食数不完，北舞渡胡辣
汤汤鲜味美，拐张麻糖焦香酥脆，繁城牛

肉代代相传……”日前，相声节目《舌尖
上的漯河》在漯湾古镇景区上演。十多分
钟的时间里，四位演员口若悬河、妙语连
珠，以说唱形式带领大家领略漯河众多美
食，现场气氛热烈。

“这是我们为迎接食博会特意打造的
作品。”5月6日，市文化馆文化实践员

“剧说漯河”分队负责人、清河相声社班
主张科举告诉记者，《舌尖上的漯河》后
半部分内容，创作者张盼盼早在半年前就

完成了创作，一直在精心打磨，现在以食
博会为契机推出。最初节目准备以快板的
形式展演，一个月前，演员们一起创作
时，一致决定以说唱的形式呈现，以达到
最好的演出效果。

“在《舌尖上的漯河》中，我们添加了
很多漯河元素，比如许慎文化、漯河方言
等。后期我们会通过直播或短视频的方式
传播漯河美食文化。”张科举告诉记者，在
食博会期间，他们还将举行以漯河文化为
主题的相声专场演出。

“食品之都，美丽的家园，我们用责任
筑起一道防线；食品名城，幸福的家园，
我们用担当守护舌尖安全……”这是我市
文艺爱好者张继伟、刘琰创作的歌曲《守
护舌尖的安全——漯河食品安全之歌》。

“除了歌曲，文艺爱好者还创作了组诗、快
板，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食品名城的热
爱。”市文联创作研究部部长王婷婷说，围
绕食博会，市文联还将举办“漯河市创建
更高水平文明城市摄影展”，以摄影艺术的
视角记录漯河城乡面貌的发展变化，展现
我市在更高水平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新
变化、新气象、新成就。

同时，围绕食博会期间的各项活动，
市文联将组织20余名摄影家参与拍摄工

作，记录食博会的精彩瞬间，向各方宾朋
展示漯河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

“每临五月清和，抢机遇高吟食品
歌。是美食盛会，一年一度；“漯河制
造”，多琢多磨。节会搭台，客商唱戏，
对外交流合作多……”这是我市诗词爱好
者酒醉诗狂和一尘共同创作的词《沁园
春·漯河食博会》，字里行间表达着对食
博会召开的期盼。“半个月前，我们发出
通知，邀请诗友围绕食博会这一主题进行
诗歌创作，喜迎食博会，助力我市经济发
展。诗友们创作热情高涨，佳作纷呈。截
至目前我们已经收到50余篇诗稿。”沙澧
诗词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为助力食博会召开，市政
协将举办“翰墨歌盛世 丹青绘食博”书画
展。目前，书画展作品征集工作已基本完
成，共征集作品167幅，其中书法作品88
幅、美术作品79幅。经专家评选，拟确定
入展作品99幅，其中书法作品52幅、美术
作品47幅。届时，入展作品将于食博会开
幕前在许慎文化园景区展出。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浸润和滋
养。采访中，文艺爱好者纷纷表示，将继
续以饱满的热情创作更多精品力作，为我
市食品名城建设贡献文艺力量。

文艺添彩食博会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以前在网络上看到过朱先生的作

品，这次能现场观看他挥毫泼墨，感觉非
常震撼。”5月6日，知名国画家朱贵良在
市文化馆现场创作，令慕名而去的书画爱
好者赞叹不已。为进一步繁荣我市国画创
作，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
承办的“乡音乡情”朱贵良先生国画展在
市文化馆举行。记者采访了朱贵良，为读
者揭秘他的艺术人生。

1955年，朱贵良出生于舞阳县吴城镇
寨子朱村的一个书画世家，祖父朱荣轩是画
家，父亲朱全一曾在舞阳县担任美术教员。
受家庭环境影响，幼年时期朱贵良就展现出
绘画天赋。在同龄孩子打打闹闹的时候，他
喜欢静静地观看祖父和父亲画画，有时也会
临摹他们的作品。

1975年，朱贵良跟随姐姐到甘肃兰州
打工。1983年，他回到舞阳老家。出于对
绘画艺术的热爱，他正式跟父亲学绘画。
为省钱，他用父亲裁下来的废纸作画。
1996年，朱贵良再到兰州，开了一家粮油
店，边做生意边进行国画创作。对一幅作

品满意时，他就将其贴到自家粮油店的墙
上。慢慢地，墙上贴满了他的作品。有一
次，兰州一位中学美术老师到朱贵良家的
店里买油，看到满墙画作后，认为朱贵良
非常有天赋，鼓励他不断学习、坚持创
作。得到专业老师的鼓励，朱贵良更坚定
了信心，把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创作上。寒
来暑往，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在昏黄的灯光
下作画，经常画到后半夜。时至今日，追
忆学画经历，朱贵良表示，吃的苦都记不
起来了，只记得沉浸在画画的快乐中。

经过不断学习，花鸟鱼虫在朱贵良笔
下栩栩如生，他成为知名画家，作品被国
内外书画爱好者购买、收藏。2003年，甘
肃省举办国画展，朱贵良的作品《朵朵花
儿向阳开》入选。“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
展览，最后获得优秀奖。”朱贵良告诉记
者，那次获奖对他鼓励很大，也坚定了他
走职业画家之路的信心。

2012年，朱贵良放弃了经营多年的粮
油生意，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书画高研
班进修。后来，他成为一名专职画家，主攻
花鸟，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民建中央

画院兰州分院常务理事、中国汉唐
书画院副院长。多年来，他笔耕不
辍，坚持创作，讴歌时代、讴歌美
好生活。他的作品线条粗犷大气，
用笔苍劲有力，着色淡雅明快，气
韵生动，曾多次参加国家、省、市
级展览并获奖。2022年，朱贵良的
作品《喜梅图》《报春图》《难得糊
涂》等被《中国当代百名杰出书画艺
术家》一书收录。

谈及为何在家乡办画展，朱贵
良表示，年纪越大，对家乡的思念
也越强烈。接到市文化馆的邀请
后，他立即着手挑选作品。本次画
展共展出了他各时期的国画作品百
余幅，包含《紫气东来》《富贵长
青》《松鹰图》《回首》《莲年有余》
《大美中华》等，以写意花鸟为主。
这些作品既展示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又
饱含热爱家乡的情怀。“对祖国和家乡的
爱恋，让我觉得一景一物、一人一事皆美
好。这些画表达了我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和祝福。”朱贵良说。

国画创作之于朱贵良，不仅是一份职
业，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年近70岁，
他依然每天花六七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创作。

“只有真正把书画融入生活，全身心地去感
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朱贵良说。

朱贵良：醉心花鸟 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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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画展、非遗展、文艺演出、

艺术培训……“五一”期间，市
文化馆举办线上、线下文化惠民
活动共29场，不仅为全市文化
旅游市场的繁荣发展助力，也丰
富了群众的文娱生活。

非遗绽放魅力

“这些泥塑、面塑产品造型
饱满、制作考究，让人心生欢
喜。孩子近距离观看制作过程，
非常兴奋，对传统手工艺有了更
直观的了解。”“我买了一些‘说
文解字’古香。古香不仅芬芳四
溢，还传播了漯河的汉字文
化。”……4月29日，在食尚年
华田园综合体，我市的非遗文创
产品展示现场聚集了不少游客。

当天， 2023 年中国 （漯
河）美食嘉年华开幕式在临颍县
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举行。陈氏
木梳、“说文解字”古香、河上
街泥塑、召陵剪纸、赵氏面塑、
刘氏面塑、中原木雕、贾湖陶等
14个省、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齐聚非遗文化生活馆，现
场展示非遗文创作品，吸引大批
游客驻足观看，仅开幕当天就吸
引5000余名游客参观、采购。

文艺演出致敬劳动者

4月28日至5月4日，市文

化馆组织40余名文化实践员分
别在市骨科医院、市文化馆门前
广场、郾城高中，开展“春芽
行动”漯河市文化实践员志愿
服务活动。活动以“弘扬奉献
精神 关爱劳模健康”“五月繁
花·梨园似锦”“扬五四精神 展
青春风采”为主题，以戏曲、歌
曲、相声、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向坚守在一线的劳动者
致敬。

一周时间内，文化实践员共
演出近50个节目，丰富了群众
的节日生活。

沉浸式文化体验

“文化馆真是我们的终身美
育学校！工作人员节假日也不休
息，让大家趁假期提升自己的艺
术修养。”“五一”假期，走进市
文化馆的群众纷纷表示，他们度
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假期。

市文化馆“艺梦·幸福人
生”公益课堂放假不停课，300
多名学员利用假期到这里学习
模特、形体及少儿戏曲、语言
表演等课程。除了线下不同场
次的群众文化活动，馆内小剧
场还循环播放 《战狼》《长津
湖》 等红色电影。千余名群众
在市文化馆沉浸式体验艺术之
乐，度过了一个丰富精彩的假
期。

文化惠民活动 点亮群众生活

螺湾古镇演出活动现场（市文化馆提供）

诗海拾贝诗海拾贝

酱肘子、脆皮烧鸭、爆炒腰
花……吃惯了现代菜，你知道古
人的餐桌上有哪些诱人的美味
吗？

兔肉

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
有酒，酌言尝之。有兔斯首，炮
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
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
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诗经·瓠叶》
《诗经》中涉及美食的诗不

少，这篇 《瓠叶》 便是其中之
一。或许我们可以将这首诗换个
名字，称之为兔子的多种吃法。
整首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今天
要请客吃饭，但是食材不够怎么
办？没关系，食材不够，做法来
凑。瓠瓜叶随风摆动，采下来烹
饪一下就成了宴请宾客的美味佳
肴。小白兔肥美鲜嫩，烤着吃，
好吃；熏着吃，好吃；裹上泥
烤，依旧好吃。

红烧肉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
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
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
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
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
君莫管。

———苏轼《猪肉颂》
提到吃，就不得不说苏东

坡。苏东坡对红烧肉爱得深
沉，甚至还专门写了首打油
诗。苏氏红烧肉做法如下：将
锅洗净，锅内加入少量清水，
洗净的猪肉放入锅中，文火慢
炖，剩下的交给时间。当汤汁
渐浓，关火，装盘。轻轻夹起
一块放入口中，细细感受红烧
肉的浓郁香味在唇齿间飞舞。
猪皮软糯，轻轻一抿就化在口
中。猪肉软烂多汁，无须过多

咀嚼，吃起来简直是人间乐事。

鲈鱼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
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
禁兮仰天悲。

———张翰《思吴江歌》
古人咏叹鲈鱼鲜美的诗词

不胜枚举，但真正让鲈鱼在美
食界扬名立万的还要数西晋文
学家张翰。张翰本为东吴人，
后在西晋为官。一日，张翰看
到秋叶瑟瑟，便想到家乡肥美
的鲈鱼。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鲈
鱼的季节了，想到家乡远在千
里之外，不禁悲从中来。后在
鲈鱼的感召下，张翰作了个大
胆的决定——辞官回家，吃鲈
鱼去。爽滑弹牙的鱼肉、洁白
浓郁的鱼汤，想想就要流口
水。果然在吃货眼里，美食大
过天。

笋

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
紫箨坼故锦，素肌擘新玉。每日
遂加餐，经时不思肉。

———白居易《食笋》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

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苏轼《浣溪沙·细雨

斜风作晓寒》
来到传说中的竹乡，看到遍

地鲜笋，白居易吃“嗨”了。吃
够了炒笋丝、炒笋片，那就试试
蒸着吃吧。蒸熟后拨开笋衣，露
出笋肉，“啊呜”一口，胜过吃
肉，真是人间美味。同时，诗人
表达了一种闲适、淡泊的人生境
界。

据《重庆晨报》

古诗词里的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