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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话火锅

你这人嘴咋恁馋哩
□记者 张丽娜

明河可望
不可亲

□记者 陈旭照

上篇说道，东周时期有个叫
子公的家伙吃相难看，“染指于
鼎”，把指头伸到别人锅里，还当
众嗍（suō）着尝鲜。

难道他不怕烫吗？
能干这种事的人，还真不

怕烫。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

晓卿讲过一件事，说他有一回
吃重庆火锅，邻桌食客抱怨汤
不够味儿，老板闻声过来，直
接把指头伸到滚烫的火锅里，
尝了尝味儿，点头道：“确实需
要加料。”

有洁癖的食客，八成受不了
这种不拘小节的神人做派。

重庆火锅又麻又辣，在洛
阳很受欢迎。吃火锅人少没意
思，围满一桌人，边吃边聊，才
带劲儿。

人多，就不能光顾着自个
儿。有些不成文的规矩得留意，

“染指于鼎”，坏了规矩，下次就
没人陪你吃火锅了。

您想啊，要是白居易守着
“红泥小火炉”，召唤老友刘十
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无？今晚约一个？”刘十九却短
信回复“不约”，那多伤感情。

不约不约就不约

我的羊肉哪儿去了

宋代，北方的几个游牧民族
轮流坐庄，金联手北宋灭了辽，
元联手南宋灭了金，可是金、元
不满足，反过头来打宋。洛阳老
城——金元老城遗址，见证了那
段历史风云。

公元 1126 年至公元 1127
年，金军进犯河洛地区，逼近
汴梁。

公元 1279 年，元军挥师南
下，吞并南宋，各民族大融合，汉
人的饮食习俗被迫改变，游牧民
族的饮食方式则被汉化。

草原上的小肥羊，“跳”进了
中原人的火锅。中原的火锅，挪
进了草原上的帐篷。

相传，蒙古可汗忽必烈（也就
是元世祖）好吃火锅。某日行军
途中，他饥肠辘辘，定要吃羊肉，
厨师情急之下将羊肉片薄，入锅
烫熟，加以调料，忽必烈吃了赞不
绝口，赐名“涮羊肉”。

在辽代古墓中，考古学家发
现了契丹人涮羊肉火锅的壁画。

羊肉在草原上便宜，在河洛
地区就贵了。

老洛阳人吃涮羊肉，大都是
一片一片涮，一口一口吃，还要交
代后辈：“吃点儿蒜，不腻。”

聪明人立刻就懂了：就那么

点儿肉，解什么腻啊？还不是因
为穷，舍不得大口吃。

现代人有钱了，呼啦一盘羊
肉全倒到火锅里，一筷子夹起几
片吃，过瘾！

话说回来，即便请客的人不
缺钱，你要是光夹羊肉吃，也会犯
众怒：你这人嘴咋恁馋哩！

这时，做东的人往往会装作
不经意地提醒你：“肉还没熟，多
涮一会儿。”

多涮一会儿，那羊肉就指不
定进谁的肚里了。

收藏家马未都头一次吃九宫
格火锅，守着自己那一格，半天没
吃着东西：格子底部是通的，他格
子里的肉跑到另一格了，旁边那
人毫不客气，夹起来就吃……

马爷很郁闷：这人不懂规矩。
自个儿不吃，老给别人夹菜，

也未必招人喜欢。
万一人家嫌弃你筷头上的

口水呢？你非给人夹到盘子里，
对方不愿失礼，梗着脖子硬吞，
多尴尬！

吃火锅本是件高兴的事，留
点儿神，识点儿趣，别搞得大家不
高兴。

哎，我说那谁，我都请你吃了
十回火锅，你也不回请一回？

有人涮火锅，从来没吃过熟
肉：同桌的人都是饿狼！肉还没
涮熟就抢着吃，动作慢的人一片
涮羊肉也捞不着！

涮羊肉是少数民族兄弟教
给汉人的。

唐宋时期，火锅盛行。名流
贵族在家中设宴，必备火锅，不
过，那时的汉人似乎是逮着什么
涮什么。

北宋东京汴梁、西京洛阳
等地的小酒馆里，天冷了大都
供应火锅，入冬时家家都办“暖
炉会”，围着火炉吃肉喝酒。《东
京梦华录》里有相关记载，“十
月朔，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
酒作暖炉会”，但并没提到涮
羊肉。

《山家清供》里倒是提到了
南宋人涮兔肉的情景：某年冬天
大雪纷飞，作者林洪进山访友，
逮到只野兔，不知怎么吃。朋友
教他：做火锅，涮啊！

于是，林洪用锅涮兔肉，蘸
着调料汁取食。肉片在热汤中
滚动，色泽宛如云霞，恰如“浪涌
晴江雪，风翻照晚霞”，时人美其
名曰“拨霞供”。

可见，宋代火锅涮的是野
味，吃的是趣味，平民化，接
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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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凉风天气清，
万里无云河汉明。
昏见南楼清且浅，
晓落西山纵复横。
洛阳城阙天中起，
长河夜夜千门里。
复道连甍共蔽亏，
画堂琼户特相宜。
云母帐前初泛滥，
水晶帘外转逶迤。
倬彼昭回如练白，
复出东城接南陌。
南陌征人去不归，
谁家今夜捣寒衣。
鸳鸯机上疏萤度，
乌鹊桥边一雁飞。
雁飞萤度愁难歇，
坐见明河渐微没。
已能舒卷任浮云，
不惜光辉让流月。
明河可望不可亲，
愿得乘槎一问津。
更将织女支机石，
还访成都卖卜人。
——唐·宋之问《明河篇》
此诗气象大。
前四句写景色——八月天

清气爽，万里无云，银河在日暮
时出现在南楼上空，早晨斜挂在
西山上。

接下来八句写在洛阳城中
看银河。洛阳城中宫殿巍峨，因
为“复道”“连甍”的遮挡，寻常看
不到完整的银河，只有在精美的
居室中，银河才一览无余。银河
的光洒在帐幔上，仿佛天上的水
流淌到了人间；走到水晶帘外观
望，银河更加明亮，像一条白绢
从东城一直延伸到南郊。

又下面八句，诗人想象银河
之下，思妇和织女边捣寒衣、刺
绣，边思念远方的征人。一只孤
雁飞过鹊桥，哀鸣声声。

末四句，流露心声，明河可望不
可亲。因此，我要到天上去追寻。

你以为宋之问真的是夜观
天象、被浩瀚的明河所感动，从
而文思泉涌吗？

非也，《明河篇》是一首怨
诗。宋之问是在托物言志，他诗
中的“明河”，指的是高高在上的
女皇武则天。

据唐代《本事诗》记载：“宋
考功，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
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则
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
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

宋之问想成为武则天宠信
的北门学士，武则天不答应，他
因此写下《明河篇》以明志。武
则天看后对崔融说：“我不是不
知道宋之问有才华，之所以不亲
近他，是因为他有口臭。”

是啊，成为女皇亲信，就意
味着会经常和女皇在一起，在一
起说话，一张嘴口臭扑面而来，
谁受得了？

辽墓壁画中的涮火锅场景 （资料图片）

慈父刘建通（原洛阳市钟表元件二
厂退休干部）于2017年10月18日16时
15分因病去世，享年 80岁。定于 2017
年10月24日（星期二）上午8:30在洛阳
殡仪馆送别八号厅举行告别仪式，请亲
朋好友于当日早上7:30前在九都西路洛
阳国旅家属院门前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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