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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引——面条
古人称面条为“水引”，并

将其归入“饼”类。北魏著作
《齐民要术》曾记录过“水引”
的做法：“先将面团揉搓成筷子
粗细，一尺长，浸入水中，再搓
成韭叶那么薄下锅煮沸。挼如箸
大，一尺一断，盘中盛水浸，宜
以手临铛上，挼令薄如韭叶，逐
沸煮。”至宋，水引的形状逐渐
变得更细更长，成长条状。也是
宋朝时，“面条”一词才逐渐普
及，面食种类大增。

玉柱——馒头、包子
据《事物纪原》记载，诸葛

亮平蛮后班师回朝，路遇泸水难
以通过，有人献策说，用人头献
祭可顺利通过泸河。诸葛亮自然
不愿为封建迷信牺牲生命，便命
下属将猪羊肉裹上面团，做成人
头的样子，代替活人献祭，称为

“蛮头”。后人逐渐将“蛮头”传
为“馒头”。

唐以后，“馒头”也常被称
作“玉柱”。王世贞撰、邹善长
重订的 《汇苑详注》 中记载：

“玉柱、灌浆，皆馒头之别称
也。”而“包子”大约是在宋朝
以后才流行开的。《梦粱录》中
记有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
子、虾肉包子、笋肉包、蟹肉
包等。在古代酒肆，最雅致的
点包方式是：“小二，来二两蟹
黄玉柱。”

俏冤家——熏猪耳
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

随笔·市井食单》中记载：“猪
耳朵，名曰‘俏寃家’，猪大
肠，名曰‘佛扒墙’，皆苏人市
井食单名也。”可见当时“俏寃
家”之称在江苏一代的市井菜单
上广为流行。

无肠公子——螃蟹
把螃蟹称无肠公子最早应是

葛洪的手笔，乍一听古怪，或许
这就是古代文人的冷幽默吧。

唐代彦谦写《蟹》，也用上
了“无肠公子”这个名号：“西
风张翰苦思鲈，如斯丰味能知
否？物之可爱尤可憎，尝闻取刺
于青蝇。无肠公子固称美，弗使
当道禁横行。”

落苏——茄子
茄子古时也称落苏，现苏杭

一带的方言中，依旧有这种叫
法。传说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
的国君吴王之子跛足，有人拿与

“瘸子”读音相近的“茄子”来
恶意嘲笑他，后来杭人为避讳，
便改称茄子为落苏。

杜康/清圣/浊贤——酒
酒的花名中，最知名的当属

杜康。杜康原是夏朝国君，也是传
说中的“酿酒始祖”。从曹操写下
千古名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时，杜康一称就被沿用至今。

古人还称白酒为贤人，清酒
为圣人。清圣、浊贤的称号就是
这样来的。

陆游在 《溯溪》 中写道：
“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
北风。”此外，杯中渌、欢伯、
般若汤、浮蚁等也都是酒的美
称。

古代的时髦酒单
至于在古代酒肆具体可以

点些什么酒，《武林旧事》洋洋
洒洒列过一大串酒名：流香
酒、银光酒、雪醅酒、龟峰
酒、蔷薇露、琼花露、思堂
春、蓬莱春、秦淮春、浮玉
春、丰和春、皇都春、有美
堂、中和堂、清白堂、元勋
堂、真珠泉、齐清露、北府兵
厨、第一江山、蓝桥风月……
其“时髦”程度，比起现今网
红酒吧的鸡尾酒单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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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食物雅称

一馔千年皆文化 人间烟火抚人心
在华夏文明中，饮食有其独特的地

位。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治国之道，小到
人际往来，举凡哲学、政治学、伦理学、
军事学、医学以至艺术理论、文学批评，
无不向饮食学、烹饪学认同，从那里借用
概念、词汇，甚至获得灵感。古人云：“国
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天”者，至高
之尊称，也就是说“悠悠万事，惟此为
大”。这是传统政治哲学精粹之所在。儒家
认为民食问题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孟子的

“仁政”理想在于让人们吃饱穿暖，以尽
“仰事俯畜”之责（也就是上可以侍奉父
母，下可以养活妻儿），甚至儒者所梦想的

“大同”社会的标志也不过是使普天下之人
“皆有所养”。逢年过节，亲友聚会，喜庆
吊唁，送往迎来，不管是喜是悲，不论穷
富贵贱，似乎都离不开吃。古往今来各种
名目的宴会，都是借以吃协调国际或人际
关系，以达到欢乐好合的目的。故 《礼
记》 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因为

“礼”的原则之一就是强调“让”，而在有
群体参加的饮食生活中，例如“乡饮酒
礼”等都以礼让为先。人们在同乡或亲族
相聚宴饮中可以学习到礼。

重视“吃”从表面上看来没什么特别
之处，因为人类的童年时代都是用“口”

来面对世界的——婴儿用得最频繁的可能
就是“口”了，抓到什么都往口里塞。但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吃”对我们的文
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存在于潜意
识中。这点从大众语汇的构成亦可看出。

“吃”（或文言中的“食”）被赋予各种感
情色彩。如被打嘴巴叫“吃耳光”，被冷落
叫“吃闭门羹”，被人趋奉追捧叫“吃
香”，一往无阻、非常走红叫“吃得开”，
受到损失叫“吃亏”，得到好处叫“吃到了
甜头”，衣食有余叫“吃著不尽”……

“吃”无所不在，无往不通。这些说明了
“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对我们深层意
识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从饮食角度看待社
会与人生。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件事
就是吃喝，固有“开了大门七件事，柴米
油盐酱醋茶”之说。钟鸣鼎食之家把吃饭
看作一种享受，读《红楼梦》有人厌烦里
面老写吃饭宴会，实际上这不仅就是贵族
生活本身，而且也反映作者对生活的理
解。即使普通人的日常饭菜也会使食者体
会到无穷乐趣。唐代诗人杜甫在贫病之中
受到穷朋友王倚并不丰盛的酒食款待后兴
奋地写道：“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静
如练。兼求畜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
宴。故人情谊晚谁似，令我手足轻欲旋。”

其实吃的不过是“泡菜”（冬菹）、萝卜
（土酥）、猪肉（畜豪）之类，竟令诗人如
此开心，简直要翩翩起舞了，从中感受到
生活的趣味和动力。杜甫长期生活在社会
底层，其饮食心态代表了寒士阶层对饮食
生活的感受。

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追求饮食情趣，如
果有了较为罕见的食品，便会带来无穷的
乐趣。《红楼梦》中写的几次小型宴集的起
因都是得到了奇异食品。以这种审美的态
度对待饮食生活便是生活的艺术了，它是
以生活富裕为前提的。

中国人善于在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咀
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哲学家更是如此。
庄子认为上古社会最美好，最值得人们回
忆与追求，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可以

“含哺而嘻，鼓腹而游”，也就是说吃饱
了，嘴里还含着点剩余食物无忧无虑地游
逛，这才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先秦哲
学家中最富于悲观色彩的庄子尚且如此，
那么积极入世的孔子、孟子、墨子、商
鞅、韩非等人就更不待言了。尽管这些思
想家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存在很大分
歧，但他们哲学的出发点却都执着于现实
人生，追求的理想是现实的、衣食饱暖的

小康生活。所以，《论语》《孟子》《墨子》
才用了那么多的篇幅讨论饮食。饮食欲
望，一般说来容易满足，“啜菽饮水”，所
费无几，即可果腹，所以人易处于快乐之
中，李泽厚说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乐感文
化，是有理由的。

苏东坡在 《前赤壁赋》 刚刚感慨完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
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后面马上就是“客
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
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吃喝解决人生的苦闷，因此在春秋时代人
们就说“惟食无忧”。

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
巷之中，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皆见《论语》）孔子或表达自己的志趣，
或赞美弟子颜回都是为人们作示范楷模，
这里简单的、粗糙的食品就是道德高尚的
象征。“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这个

“道”究竟是什么呢？不过就是实现“大同
社会”。而大同社会的标志仍是人人吃饱穿
暖，所以后世有些道学家把“道”解释为

“穿衣吃饭”，也无大谬。
据《光明日报》

《食珍录》
作者是余姚人虞悰，写于南

北朝时期。不过此书已佚，现存
《食珍录》收于《说郛》。书中记
录了魏晋以来帝王名门家族珍贵
的烹饪美食，以及各种肴馔的

“饮食方”。
《食经》
隋代谢讽所撰写的食谱，成

书于隋代。主要记载了南北朝、
隋代食品约50种，其中包括脍、
羹、汤、炙、酱生饼、卷、糕、
面、寒具、饭等类，每类食品又
有若干品种。

《饮膳正要》
元代忽思慧所撰的营养学专

著，全书共三卷，分别从营养
学、药物学、养生学、康复学等
多个角度全面地介绍了饮食对于
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并详细介绍
了各种食品的性味、功效、主
治、宜忌等。

《高斋漫录》
宋代曾慥编著的一部史料笔

记，记录了宋代一些美食的制法
和口感，包括肉类、海鲜、蔬
菜、点心等，还描述了一些名酒
和茶饮。

《中馈录》
《中馈录》 有两本，都是食

谱，一本是元代浦江吴氏所著，
另一本是清代曾懿所著。吴氏的
《中馈录》 分为脯鲊、制蔬和甜
食三个部分，详细记录了七十多
种菜点的制作流程。而曾懿的
《中馈录》 则收录了二十道食
谱，包括肉食、河鲜、点心和调
味料等。

《清异录》
北宋陶谷撰著，记录了当时

饮食方面的各种知识，包括食
材、烹饪技法、酒文化等，还有
一些名菜的制作方法和特点，以
及与饮食相关的逸闻趣事。

《山家清供》
南宋林洪所著，全书收录以

山野所产的蔬菜 （豆、菌、笋、
野菜等）、水果 （梨、橙、栗、
杏、李等）、动物（鸡、鸭、羊、
鱼、虾、蟹等）为主要原料的食
品，记载有掌故、诗文等，内容
丰富，涉猎广泛。

《饮食须知》
元代养生家贾铭所著，是一

部专论饮食宜忌的养生专著。该
书从“饮食精以养生”“物性有相

反相忌”出发，分水火、谷类、
菜类、果类、味类、鱼类、禽
类、兽类八卷，对360种食物的性
味、忌宜、毒性等进行了详细的
说明。

《易牙遗意》
元明之际的韩奕所著。韩奕

因推崇齐桓公时的名厨易牙，写
了这本饮食书籍。全书分为脯、
蔬菜、糕饵、汤饼等十二类，共
记载了150多种调料、饮料、糕
饼、面点、菜肴、蜜饯的制作方
法。

《云林堂饮食制度集》
元代倪瓒所著，反映了元代

无锡地方饮食的烹饪技术，汇集
了五十多种饮食，都以菜品命
题，逐条记录原料、配料以及烹
饪方法。书中有不少精致的菜
肴，如烧鹅、蜜酿蝤蛑、煮麸
干、雪菜、青虾卷等。

《随园食单》
清代文学家袁枚所著的烹饪

著作，该书以随笔的形式，记述
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
与烹饪技术，也介绍了当时的美
酒、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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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饮食烹饪的古籍

南宋许迪绘《野蔬草虫图》

宋代《文会图》（局部）里描绘的文人雅士品茗雅集的场景

汉画像石《庖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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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五里堡汉画像石中双人烧烤的画面

从历史中走来的烧烤，流传
着许多有趣的历史小故事，这里
记述其中两则。

宰臣上炙
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的著作 《韩非子》中，有一则
“宰臣上炙”的故事，讲的是晋
文公吃烤肉时发生的一件事。

晋文公开开心心享受烤串，
却发现烤串上绕着头发，因此怒
责厨人宰臣。机智的厨人发现是
有人陷害自己，于是沉着应对，
提出三点有理有据的回应：快刀
能切肉为什么切不断头发？串肉
时怎么能看不到头发？火红的炭
火烤熟肉为什么烤不焦头发？宰
臣说服了晋文公，最后终于找到
了故意放头发的人。

故事寓意是要透过现象看本
质，哪怕烤肉上有毛发这件事再

恼火，也要细心分析。
顾荣施炙
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

新语》里的“顾荣施炙”，说的
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故事。

顾荣在洛阳时，曾受邀赴
宴，席间察觉到一旁烹制烤肉的
人神色似乎是很想吃的样子，于
是把自己的那份烤肉给了那个
人。同座的宾客对此不解，顾荣
却笑道：“怎么能让人天天端着
烤肉，却不知道烤肉的味道
呢？”之后西晋动乱，顾荣跟随
逃难渡江的人颠沛流离，每次遇
到危急时刻，总有一个人出手相
助，顾荣一直不明白那个人为什
么会帮助自己，直到一次寻见机
会问起，那人的回答是：“我就
是那日受您赏赐烤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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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烧烤逸事

酸梅汤
“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

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
论如何不能像站在木桶旁边细啜那
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
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
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
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
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

‘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梁实秋《酸梅汤与糖葫芦》
冰碗
赶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

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
碗”了——一大碗冰，上面覆着张
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
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
香、鲜、清、冷的酒菜儿。就是那
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
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
吗？ ——老舍《四世同堂》

莲叶羹
凤姐儿笑道：“这是旧年备膳

的时候，他们想的法儿。不知弄什
么面印出来，借点新荷叶的清香，
全仗着好汤，我吃着究竟也没什么
意思。谁家长吃他？那一回呈样做
了一回，他今儿怎么想起来了！”

——曹雪芹《红楼梦》
好逑汤
（洪七公）拿起匙羹舀了两颗

樱桃，笑道：“这碗荷叶笋尖樱桃
汤好看得紧，有点不舍得吃。”在
口中一辨味，“啊”地叫了一声，
奇道：“咦？”又吃了两颗，又是

“啊”的一声。荷叶之清、笋尖之
鲜、樱桃之甜，那是不必说了，樱
桃核已经剜出，另行嵌了别物，却
尝不出是什么东西。洪七公沉吟
道：“这樱桃之中，嵌的是什么物
事？”闭了眼睛，口中慢慢辨味，
喃喃道：“是雀儿肉！不是鹧鸪，
便是斑鸠，对了，是斑鸠！”睁开
眼来，见黄蓉竖起了大拇指，不由
得甚是得意，笑道：“这碗荷叶笋
尖樱桃斑鸠汤，又有个什么古怪名

目？”黄蓉微笑道：“老爷子，你还
少说了一样。”洪七公“咦”的一
声，向汤中瞧去，说道：“嗯，还
有些花瓣儿。”黄蓉道：“对啦，这
汤的名目，从这五样作料上去想便
是了。”洪七公道：“要我打哑谜可
不成，好娃娃，你快说了吧。”黄蓉
道：“我提你一下，只消从《诗经》
上去想就得了。”洪七公连连摇手，
道：“不成，不成。书本上的玩意
儿，老叫化一窍不通。”黄蓉笑道：

“这如花容颜，樱桃小嘴，便是美人
了，是不是？”洪七公道：“啊，原
来是美人汤。”黄蓉摇头道：“竹解
心虚，乃是君子。莲花又是花中君
子。因此这竹笋丁儿和荷叶，说的
是君子。”洪七公道：“哦，原来是
美人君子汤。”黄蓉仍是摇头，笑
道：“那么这斑鸠呢？《诗经》第一
篇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以这汤叫
作‘好逑汤’。”

——金庸《射雕英雄传》

文学作品中的夏日美食
簋 形似大碗，人们从甗中

盛出食物放在簋中再食用。流行
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
放置煮熟的饭食。簋的形制很
多，变化较大。西周除原有式样
外，又出现了四耳簋、四足簋、
圆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各种形
式，部分簋上加盖。

簠 是一种长方形的盛装食
物的器具，用途与簋相同，故
有“簠簋对举”的说法。

皿 盛饭食的用具，两边有
耳。

铺 其上为一平的直壁浅
盘。铺与豆的区别在于它没有细
长的把柄，在盘下连铸一较宽的
高圈足。

盂 盛饮之器，敞口，深
腹，有耳，下有圆形之足。

敦 古代用来盛放黍、稷、
粱、稻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
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就食器总
体的发展变化而言，与鼎中盛肉
食相配套的盛饭食的器物，西周
是簋，春秋是敦，战国以后则是
盒。

鬲 古肉食器。铜鬲最初是
依照新石器时代已有的陶鬲制成

的。其形状一般为侈口（口沿外
倾），有三个中空的足，便于炊
煮加热。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
时期。

盆、盂 均为盛物之器。
案 又称食案，是进食用的

托盘，形体不大，有四足或三
足，足很矮，古人进食时常“举
案齐眉”，以示敬意。

匕、俎 匕是长柄汤匙；
俎：俎是长方形砧板，两端有足
支地。古人常以刀匕、刀俎并举。

箸 夹食的用具，与“住”
谐音，含有停步之意，因避讳故
取反义为“快”，又因以竹制
成，故加“竹”字头为“筷”，
沿用至今。

豆 像高脚盘，本用来盛黍
稷，供祭祀用，后渐渐用来盛肉
酱与肉羹。作为盛食器，鼎用来
置放肉类，簋用来置放谷类，豆
虽然没有鼎、簋那么重要，却也
是席面上必不可少的盛食器，而
且使用更加普遍。豆通常成偶数
组合，专用于盛置各种辅助性菜
肴或腌菜、肉酱之类。由于这类
食品名目甚杂，故贵族们宴饮时
用豆数量非常多。 本报综合

古代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