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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版）
在中国人传统的“开门七件事”里，酱居于重要

地位。据说商朝时酱就已经出现，当时称为“醢”，用
肉、鱼等制成，孔子说“不得其酱不食”，可见酱在古
人饮食中的地位。

酱油一词最早出现在文章典籍中是在宋朝，但
家常普遍使用只是近百年的事情，因此在中国几千
年的调味历史中，“酱”大多数时间里指的不是酱
油，而是酱。

2021年12月9日，徐水史各庄工业区。
保定同和酱类制造有限公司从规模上看

并不庞大，但“同和面酱”的名气在保定和调味
品圈里可不小。

同和主要以生产甜面酱、烤鸭专用甜面酱
为主，面酱入口绵甜，风味和品质上乘。
调味酱主要分为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的面酱

和以豆类为主要原料的豆瓣酱两大类；还有肉酱、
鱼酱和果酱等小类别。

与东北大黄酱、西南豆瓣酱、南方的柱侯酱不
同，甜面酱是酱中的一个特殊品类，以面粉为主要
原料，用水和面，上笼蒸熟，再经伏天日晒加温发
酵。它的甜味来自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麦芽糖、葡萄
糖等物质。

从一定程度上说，甜面酱是京津冀地区口味的
基本味之一。在北京，烤鸭、炸酱面的核心是甜面

酱；天津人吃煎饼果子，如果发现抹的不是甜面酱
可能会当场翻脸；冀南地区的大锅菜里，甜面酱是
最重要的调味料。

保定则是甜面酱的重要产地，面酱甚至被列入
了保定“三宝”之一。

在保定市老字号协会原会长刘山晓看来，面
酱甚至已经成为凝聚保定人情感的文化符号。知
名的老字号槐茂，主要产品就是面酱和酱菜。只
不过由于更适宜储存和运输，酱菜更为知名。

考证槐茂渊源，多有传说逸闻。但其源自清康
熙年间，由绍兴赵氏辗转落户于保定府，在西大街
二道口（现永华大街与西大街交会处）东北角大槐
树下落脚开店则是共识。

槐茂酱菜老工程师曹宝忠从十几岁起即入厂
工作，从化验员干起，切制、腌渍、脱盐、酱渍各个工
序无一不精。在他看来，槐茂传承300多年，要说有
诀窍，那就是追溯本源味道的执着匠心、讲究传统
工艺的极致信仰。

曹宝忠说，槐茂除了制作工艺一丝不苟，原料
一定要好。比如做酱菜，小红萝卜必须脆嫩，韭菜花
必须鲜嫩纯花。每个菜种都由长期合作的菜农定期
供应，固定而质优的菜源，既保证生产有序，又让酱
菜味道得以稳定。

历经时间淬炼，百年品牌槐茂依托现代科技工
艺，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天之美禄

酒，自出现便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一种饮
品，《汉书·食货志》里称其为“天之美禄”——认为
它是“上天赐给的美好福禄”。从来没有一种饮料像
酒一样，既承担着沟通天人的重任，又负载着百姓
餐桌上的家常味道。

河北与酒的渊源，可以追溯到3400多年前。
2020年10月7日，河北博物院商代文明展厅。
展柜中一个透明的玻璃密封瓶和瓶中装的一

些灰白色水锈状物质，看起来很不起眼。
然而，这瓶貌不惊人的文物，却保持着一项特

殊的“世界纪录”。
它，就是3400多年前古人酿酒所用的酒曲，也

是世界上目前已知保存年代最久远的酒曲实物。
1973年至1974年，河北省博物馆和河北省文

物管理处组成台西考古队，对台西遗址进行了考古
发掘，今天人们看到的那瓶酒曲实物，就是在这期
间被发现的。

当年参与台西考古发掘工作的省文保中心原
研究员吴杏全介绍，在挖掘中，考古工作者在“14号
房屋”的遗址内，发现了大量陶器，出土后清点共计
46件。“陶瓮已经都是碎片了，酒曲夹杂在碎片中。”

清理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从残瓮中收集起来一
些灰白色水锈状沉淀物，重达8.5公斤。

考古工作者把一部分灰白色粉末送到了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经鉴定，这正是酿酒用的
酵母。

“推测应是酒液挥发后的残渣，只是由于年代
久远，酵母中的菌类已死亡，仅存留下来酵母的残
壳。”吴杏全说。

事实上，早在1957年，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遗
址也曾发掘出大量粗砂陶缸，在缸内同样粘有白色
水锈状沉淀物。但可惜的是，这些没能保存下来的
沉淀物因为未经过化验，最终没能确定其成分。

随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对台西遗址出
土酒曲实物的鉴定报告公布，这些3400多年前留
下的灰白色沉淀物，正式成为世界上保存年代最为
久远的酒曲实物。

酒，自出现之日起，就与中华文化紧紧结合在
一起。

在古代，酒是百礼之首，古人以酒行礼，用于祭
祀，沟通天人。在家常宴饮中，酒能够传情达意，成
为含蓄内敛的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

不仅仅是实物酒曲，中国最早的实物酒也曾率
先自河北发现。

尽管我国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酿酒
技术的国家之一，但由于迟迟没有具有考古价值的
实物酒出土，对酿酒技术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只能
依靠文献、传说和考古出土的各种原始“酒器”。

直到1977年，这一遗憾才得以弥补。
1977年，在平山战国中山王墓考古发掘中，考

古工作者在两件青铜酒器里发现了如今被称为“中
山王酒”的实物酒。

亲历中山国考古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
馆员刘来成，依然记得青铜酒器锈封的酒盖打开的
一瞬间，里面散发出的浓郁酒香。

这些“中山王酒”，在当时不仅是我国考古发掘

中首次发现的实物酒，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如此
古老的实物酒。

在纯度更高的蒸馏酒出现之前，古人喝的多是
黄酒。现在黄酒虽然更受江淮人士欢迎，但千百年
前，河北就早已流传有关黄酒的佳话。

2020年9月18日，定州古城内的崇文街。
一家酒馆内，大堂上悬挂的《中山松醪赋》书法

作品引人注目。宋代苏东坡在定州任知州时酿造、
命名了“中山松醪酒”，还专门写了一篇赋赞美它，
成为流传后世的名篇。

苏轼不但爱喝酒，还尝试酿酒。“中山松醪酒”，
便是苏轼在定州任知州时酿造的一种酒。

“中山松醪酒”因此也成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
的黄酒之一，其制作技艺现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河北酿酒历史上出现过的酒种类很多，比如明
代著名的酒有蓟州的薏苡酒，永平府的桑落酒，易
州的易酒，沧州的沧酒，大名府的刁酒、焦酒等。

首届中国酿酒大师、河北省白酒葡萄酒工业协
会会长张志民说，河北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同时兼具
白酒、葡萄酒等多酒种优势产区的省份。

2021年7月5日，怀来长城桑干酒庄。
地下酒窖里，数以千计的橡木桶，整齐地摆放

在这个占地5600多平方米的地下“红酒王国”里。
橡木桶内，奇妙的化学反应暗中发生。橡木桶

外，葡萄，这种来自西方的美妙果实以及它们的精
华——葡萄酒，在河北找到了最好的家园。

北纬 40°线像一条金线，串起了北半球最好
的酿酒葡萄和葡萄酒产区：在西方，这条金线上最
璀璨的明珠是法国波尔多和美国加州；在东方，则
是河北的昌黎和怀来。

实际上，昌黎和怀来拥有更优异的葡萄生长条
件：四季分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降雨量适
中，无霜期长，沙质土壤。

也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自然条件，让河北取得
了中国葡萄酒行业的“两个第一”：1979年，新中国
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在怀来诞生；4年后，第一瓶干
红葡萄酒在原昌黎葡萄酒厂诞生。

大快朵颐

无论蔬食多么健康精致，最能给普通人带来大
快朵颐的满足感的，一定是肉食。

2021年12月12日，北京，岗山路。
一股冷空气席卷华北，气温骤降。福成肥牛火

锅门店里，有顾客在排队候餐。
抵御严寒，对于大多数北方人来说，没有一顿

火锅是解决不了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92年以前，火锅食材

里并没有一种叫“肥牛”的东西。“肥牛”真正形成品
类出现，正是源于河北的大厂。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肥牛”不是一种牛的
品种，也不是单纯育肥后屠宰的牛，更不是肥胖的
牛。现在我们所说的肥牛，是指牛身上经过排酸处
理后切薄，肥瘦相间，方便在火锅内涮食的一种牛
肉片。

大厂自古就是皇家牧场，畜牧产业历史悠久，
居住在这里的回汉民众尤其擅长牛羊饲养、贩运和
屠宰加工。当地县志有记载：历史上的大厂夏垫镇

家常味道

牛市，明朝
末年既已兴
隆，夏垫镇地
处京、津之间，
西扼京华、东临
秦唐、南眺津卫、北
倚幽燕，为南北牛羊
贩运的咽喉要道，商贸
活动十分发达。

20 世纪初，大厂的畜牧业达
到鼎盛，每逢八月，上市的牛能达几千
头，早晨牛叫声能传出四五里地远。本地百姓北上
内蒙古，南下京、津、唐，行商贩牛，在与南北客商打
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

1986年，大厂引进牛肉加工企业。1992年，当
地始制作肥牛产品。纯正的“大厂肥牛”色泽鲜艳，
颜色柔和，呈大理石花纹，口感细嫩、多汁，入口绵
润，回味无穷。

2010 年 12 月 29 日，大厂回族自治县申报的
“大厂肥牛”地理标志，通过了专家组的审查，正式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21年9月21日，张北县庙滩村，华北牲畜交
易中心。

每年的7至10月，牛羊膘肥体壮，正是北方牲
畜交易的旺季。毛色发亮的马匹、牛、羊在装有高高
栅栏的货车里躁动地冲撞。

当地的人们仍习惯称这里为“马桥”，因为自古
以来，张家口一直是北方马匹交易的中心。而如今，
这里已经成为一座集商贸、流通、服务于一体的全
国性、现代化的牲畜交易中心，羊的交易量较大。

“口羊”在京津冀地区是顶级羊肉的代名词。北
京人对羊肉格外挑剔。老北京市场上高品质羊肉一
般有两种：西口羊，是来自西北甘肃、宁夏的滩羊，
特点是粉肉白膘、香嫩不膻。北口羊，就是张家口及
以北内蒙古草原的羊。

除了牛羊，河北柴鸡、深州黑猪等肉类食材也
比较丰富，因此也造就了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地方特
色熟食。

从德州到道口，从盐焗到白斩，全国各地吃鸡
的方式多种多样，烧鸡的知名品牌也比比皆是。即
便在河北本省，不同地方的人们也会为马家卤鸡、
二毛烧鸡、金凤扒鸡究竟哪个更好吃而辩论一番。

但在乐亭人看来，烧鸡香不香，关键在老汤，当
地的刘美烧鸡老汤已有近二百年历史，赋予烧鸡独
特醇厚的味道。

而且刘美烧鸡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开辟了烧
鸡制作整形之先河：将烧鸡的一只翅膀从鸡脖刀口
处穿入，从鸡嘴穿出，使鸡头随鸡翅紧贴于鸡背侧
面，另一只鸡翅自然折伏，再将鸡爪蜷曲折入腹腔，
整形后的烧鸡如同熟睡的天鹅。

刘美烧鸡的第四代传人刘宣伯介绍说，刘美烧
鸡要经过32道工序，精选28种名贵香辛料，加以老
汤卤煮，按照传统制法熏烤，其成品色泽棕红、味道
醇香，色、香、味、形四美合一。2006年，“刘美”被商
务部命名为首批“中华老字号”企业。

家常真味

在蔬菜产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的时期，河北食
用的蔬菜以自产为主，所以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地域
性。比如在河北大部分地区，春冬两季蔬菜品种相
对单调，以白菜和萝卜为主。

不过即使是白菜这样的大路菜，在河北也能产
出极品。

2021年11月4日，玉田县虹桥镇独树村。
“玉菜源”示范基地里，菜农正在田间忙碌，棵

棵紧实鲜嫩的大白菜被整排砍倒，地头码好，装车
外运。

玉田县作为北京市主要冬储白菜产地，今年供
应北京冬储白菜可达20余万吨，约占全县白菜总
产量的三分之一。玉田白菜种植颇具传统、规模最
大。其玉田包尖白菜品种，更是独具特色。

和人们印象中粗放、“不修边幅”的普通大白菜
相比，玉田包尖白菜与众不同：其叶球直筒、拧抱紧
实，顶部稍尖，菜体呈圆锥状，故得名“玉田包尖”。

玉田包尖白菜具有耐贮藏、不易抽薹、高品质
的特点。做馅，清鲜宜人；熘炒，不乱汤；菜心生食，
甜脆鲜嫩，清心爽口。上乘的品质和独特的风味，让
玉田包尖白菜享有“玉菜”之美誉。

白菜是浅根系蔬菜，在肥沃而物理性状良好的
壤土、沙壤土中最适宜生长，玉田中部的山麓洪积
平原，正是白菜生长的“最爱”。

此外，白菜是半耐寒蔬菜，喜冷凉气候。生长期

间的适温在10-22℃之间，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
较大的昼夜温差有利于大白菜正常生长。这一温度
条件，恰与玉田的气候吻合。

独特的地理条件、清澈的水系、肥沃的土壤和
适宜的气候成就了玉田包尖白菜上乘的品质。

2021年9月20日，围场朝阳湾。
马铃薯田里，又一个收获季已经到来。一辆大

型机械驶过，黑土地上浮现出一窝窝“金蛋蛋”。农
户紧跟其后，将其拾到袋里，装到车上。

2015年起，土豆被我国纳入主粮。而早在1999
年，围场就已经被命名为“中国马铃薯之乡”。

“哈拉海炖土豆”“山药鱼儿”“山药饼子”“耙搂
柴”……在坝上，单独使用土豆或配上辅料制成的
食品多种多样。

围场马铃薯研究所所长丁明亚介绍说，围场能
够成为马铃薯之乡，跟当地的沙壤土质、大温差气
候息息相关。围场当地出产的土豆产量高、薯形大、
无病毒、食味佳，且淀粉含量高，更适合深加工。

优势作物的出现，是多年自然和人工选择的
结果。

清代末期，随着开围放垦，曾经草木丰茂的皇
家猎苑围场绿退沙进，土地日渐贫瘠。而进入中国
的马铃薯凭借其生长期短、抗旱耐寒、营养丰富、口
感良好的特点，迅速被当地百姓视为“保命粮”世代
耕种。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品种改良、技术进步，
围场马铃薯种植面积迅速扩张，产量逐年提升。昔
日的“保命粮”，如今已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

围场半截塔镇什八克村，富龙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自动化厂房里，一卡车“黄皮肤”的土豆从自
动化生产线一端被送进去，两个小时不到，雪白细
腻的全粉装袋完毕，随即被送到麦当劳、肯德基等
几个国内外知名大公司，走进千家万户。

河北蔬菜的种类虽然说不上非常丰富，但其多
样性的确令人赞叹。河北出产北方顶级的大白菜和
土豆并不令人奇怪，但口感上乘的藕产自邢台，恐
怕连不少河北人都不知道。

2021年12月12日，隆尧县东良镇泽畔村。
元旦临近，莲藕进入了销售旺季，一排排一摞

摞一米多长的莲藕整齐地排在地头，藕农老曹正在
带领村民挖藕。

“今年的莲藕长势好，品质也好。这次我们先挖
一部分试试行情，主要发往北京和天津。”老曹说，

“身处北方平原的泽畔村，其实有300多亩莲藕。”
隆尧泽畔藕已有600余年种植历史，清嘉庆年

间曾作为贡品进入皇宫。
泽畔藕的独到之处在于，藕身洁白如玉，体型

肥大，最长的藕有6—8节，长约1.3—1.5米。肉质脆
嫩、质地细腻、藕体洁白而细、无纤维、甘甜清脆，比
普通藕营养含量高、口感好。

以现在的自然地理视角来看，依水而生的莲
藕，为什么能在干旱缺水的华北平原上生长旺盛？

这首先得从“泽畔”村这个地名说起。
华北平原由黄河和海河众多河流水系冲积填

造而成。在华北平原形成的亿万年时间里形成了大
大小小的平原湖泊，大陆泽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史志上称大陆泽广袤百里，众水所汇，波澜壮阔。

泽畔村因位于大陆泽畔而得名。大陆泽在邢台
的古隆平、尧山、任县之间，泽中盛产鱼虾菱藕，是
名副其实的水乡。

然而后来黄河改道，湖水退缩，泽畔村成为陆
地，但是当地农民种藕之风不减，改坑塘种植为“铺
池而做”，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清水莲藕”。

老曹介绍说，泽畔藕并非生于坑塘，而是在平
地围池而种，由于成活率低，属于藕中稀品。每年泽
畔藕在收获季节都供不应求。2012年，泽畔藕被认
定为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产品。

时至今日，河北的蔬菜早已突破地域和时节限
制，蔬菜产业也成为全省农业的支柱，总产量居全
国第二位，形成了温室、拱棚、地膜、露地等多种栽
培形式互补的周年生产格局，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
年四季可供应充足鲜菜的省份。

◀◀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墓出土的
酒壶酒壶。。壶内的液体分别壶内的液体分别
呈浅翡翠色和墨绿色呈浅翡翠色和墨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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