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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聚餐趣谈”之

我做东，您尽兴！
□记者 张丽娜

后顾之忧
□记者 寇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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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叉手礼 见面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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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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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年代：唐代 ●收藏单位：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12月将放映的公益电影有《烈
日灼心》《末日崩塌》《命中注定》《侏
罗纪世界》。

本周放映的公益电影为《烈日
灼心》，周五凭本人身份证可领电影
票两张，凭工会会员证或《河洛》版

可加领一张。
领票时间：8：30至12：00

14：30至18：00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
放映时间：12月5日19：00
咨询电话：63345207

每个老板肯定都希望拥有
一个得力助手，当自己在生意
场上拼搏时，能有人打理好公
司的事情。不管是在家里还是
在单位，遇到一个能让自己没
有后顾之忧去拼搏的人，可得
好好珍惜。

北魏宰相李冲为官清廉，做
事认真，深得孝文帝器重。孝文
帝每次出征，李冲都将朝中的事
处理得井然有序，因此被孝文帝
视为不可缺少的助手。

当时，有一个叫李彪的人
慕名投奔李冲，李冲很欣赏他，
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还向
朝廷举荐他。李彪后来官至中
尉兼尚书，成了朝廷重臣。大
权在握的他一改过去的面孔，
变得目中无人，开始疏远李冲
且对其无礼。

孝文帝南征离开京都洛阳
的时候，几名大臣联合李冲状
告李彪，由李冲执笔写奏折。
写到李彪忘恩负义的地方，李
冲气得一拳打断了书案，并突
患重病，医治无果，十几天后就
病故了，年仅49岁。

孝文帝从外地返回洛阳，
在经过李冲的墓时，失声痛哭，
对大臣们说：“李冲身负重任，
有他替我主持朝政，我出征时
才不会担忧朝廷之事。如今他
不在了，我以后该依靠谁呢？”

一名大臣，能被皇帝如此
依赖，使得皇帝出征时都不用
牵挂朝中之事，这确实不是谁
都能做到的。典故“后顾之忧”
出自《魏书·李冲传》：“朕以仁
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
境无后顾之忧。”

收藏于洛阳古代艺术博物
馆的这幅壁画长 2.5 米、高 2.4
米，描绘了两个人见礼时的情
景：左侧一人身穿红色团花锦
袍，双手交叉抱于胸前；右侧一
人身穿素色衣衫，双手亦交叉
抱于胸前。这幅壁画表现的正
是两个人在行唐代流行的叉手

礼的场景。
从史料中可知，叉手礼盛

行于唐代并延续至元代，是地
位相近者相互使用或地位低者
向地位高者行的一种礼。了解
了叉手礼，就容易理解柳宗元
的诗句“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
叉”的含义。 （吴迪）

咱先讲个笑话吧——
张三请客，李四没来。张三略

感不爽，当着客人王五、赵六的面抱
怨：“该来的没来。”王五一听，很尴
尬：“啥叫该来的没来？你是说我不
该来吗？”遂拂袖而去。

张三赶忙解释：“哎呀呀，我不
是说你……”一言未毕，赵六也走
了：“不是说他，那就是说我了！”

你看，情商低多可怕，哪怕是掏
钱请人吃饭，也会遭嫌弃。

请人吃饭是门学问，想宾主尽
欢，饭菜得到位，礼数也得周到。在
这方面，古人可为表率。他们安排
饭局，用心之良苦，足以感动最挑剔
的客人。

该啰唆就得啰唆

古代的请客规矩，得从周公制
礼于洛阳说起。

周公旦是文明标兵，见不得别
人粗俗。为了规范周朝子民的言
行，让大家以新的精神面貌团结在
周天子的周围，他带头制定了一套
礼仪规范条例，从各个方面对大众
提出了要求。

其中的宴饮礼仪，经过历代的
补充、完善，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待客
礼仪。

先说迎客。通常来说，主人要
亲自站到大门外迎客。当然，要是
主人身份尊贵，在门内迎客也不是
不可以。

进门后，主人和客人还得相互
作揖，相互谦让：“您好啊，请！”“您
也好啊，您先请！”反复三次，也不嫌
啰唆。

客人到齐了，大家落座吧！年
长的、身份尊贵的坐上席。古时房

屋大都坐北朝南，正对门的座位是
尊位，客人坐西边，主人坐东边。故
此，请客的人被称为东道主，请人吃
饭也叫做东。

至今，中国人请客时，往往还是
把宴席最里边、最中间的座位留给
尊者。

吃个鱼有必要这样吗

饭前一定要洗手。
据说，古时厅堂外，放有盛水的

器皿和勺子。客人可以舀水淋手，
冲一冲就算完事。主家若是财大
气粗，也可让仆人舀水或端水帮客
人洗。

大伙儿洗罢手，坐好后，先上酒
具，酒壶嘴儿面向贵宾。

然后上菜。清代美食家袁枚
在《随园食谱》中总结了上菜顺
序：先上咸的，再上淡的；先上浓
的,再上稀的；先上没汤的，再上
有汤的……

《礼记》还对摆菜做出了严格规
定：带骨头的肉、主食放左手边，大
块熟肉、酒、羹汤放右手边，近处放
调料，远处放烤肉……

要是吃鱼，那就复杂了。若是
干鱼，鱼头对着客人，因为干鱼头部
的肉好剥离；若是煮鲜鱼，鱼尾对着
客人，因为鲜鱼尾部的肉好夹。冬
天鱼腹向右，因为冬天阳气下沉，鱼
腹的肉最鲜美；夏天鱼背向右，因为
夏天阳气上升，鱼背的肉最鲜美。
鲜美的部位向右，则是因为右手取
食方便。

别问这样麻不麻烦，难道你不
懂主人的款款深情吗？

当然，主人礼貌待客，客人也得
以礼回敬。具体怎么做，下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