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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鼎 ” 与 淮 南 牛 肉 汤
陈广忠

淮南牛肉汤，从 2019 年 2 月 2 日以
来，已经走遍全国的大街小巷 ，成为老
百姓家常钟爱的美食之一。 它的诞生、
发展和兴盛，就是充满智慧的古今淮南
人民，长期精心培育的结果。

淮南牛肉汤的产生，它有什么历史
渊源？ 它是一日之功，还是经过不断研
制，而呈现给世人的？ 它能从浩如烟海
的传世文献中，找到哪些依据？

《淮南子》的文献依据
被现代学者胡适称为 “绝代奇书”

的《淮南子》中，可以找到三条有关牛肉
汤的记载：

其一，“函牛之鼎”，诸侯重器。 《淮
南子·诠言训》中说：“夫函牛之鼎沸，而
蝇蚋弗敢入。 ”东汉学者高诱注：“函牛，
受一牛之鼎也。 ”

函，就是包容、容纳的意思。 函牛，
就是容纳一头牛。 函牛之鼎，指能够容
纳一头牛的大鼎。 《后汉书·刘陶传》李
贤注中说：“函牛之鼎，谓大鼎也。 ”《诠
言训》中两句的意思是说 ，容纳一头牛
的大鼎，汤水在里面沸腾，而苍蝇、蚊子
之类，是不能进入的。 “函牛之鼎”，就是
诸侯王专用的“牛鼎”。

其二，屠牛烹肉，“齐味万方”。 《淮
南子·齐俗训》中说：“今屠牛而烹其肉，
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熬燎炙，齐味万
方，其本一牛之体。 ”

这里记载的是西汉初期淮南国大
厨的烹饪方法，主要有四种：煎、熬、燎、
炙。 燎，指用火烧，烘烤。 炙，烧烤。 《说
文》：“炙，炮肉也。 ”指用火烤肉。 齐，通
假作 “剂 ”，就是调配 、调和 、调剂的意
思。 “熬”，当然指的就是熬牛肉汤。 《齐
俗训》中六句的意思是说 ，现在宰杀牛
而煮牛肉， 有的厨师把它做成酸的，又
得把它做成甜的，加以煎熬烧烤 ，调剂
搭配成各种各样的口味，但是它的根本
只是一头牛的身体。

其三，“烹牛”放盐，提防变质。 《淮

南子·说山训》 中说：“故里人谚曰：‘烹
牛而不盐，败所为也。 ’”东汉高诱注中
说：“烹羹不与盐，不成羹。 故曰：‘败所
为也。 ’”

谚，就是口耳相传的意思。 《说文》：
“谚，传言也。 ”羹，本义指的是美味的羊
肉汤。 《说山训》中三句话的意思是说，
因此街坊中流传说：“熬牛肉汤而舍不
得放盐，所做的食物是失败的。 ”

《淮南子》中这三条很重要的资料，
明白地告诉我们 ， 在西汉前期的淮南
国，牛肉汤就已经研制成功了。 烹饪的
器物用 “鼎 ”；加工制作的方法有 “煎 、
熬、燎、炙”；成品有“羹”，就是牛肉汤 ；
味道有“酸”、“甜”，还要加“盐”；更高档
的，是“齐味万方”，调剂出多种多样的
味道。

看到 2163 年前《淮南子》中记载，也
引起我们的思索：当今淮南和全国牛肉
汤市场上的品种 、味道 、制作等 ，比起
《淮南子》中所记载的“羹”，是进步了 ，
还是退步了呢？ 如果退步了，不妨各路
精英 ，全力攻关 ，研制出更符合 《淮南
子》中记载的古法精品牛肉汤。

诸侯配享的“牛鼎”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

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在《周礼》《仪礼》
《礼记》等三“礼”文献中，记载了繁多的

礼仪规定，其中就包括祭祀 、饮食方面
的礼节。

清代乾隆时期的刑部尚书秦蕙田
（1702-1764 年）所作的《五礼通考》，全
面考察了古代“吉、凶、宾、军、嘉”五礼，
在卷六十四中记载说：“天子、诸侯有牛
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鱼鼎而已。 ”

也就是说， 淮南王刘安和王后，是
可以享用“牛鼎”的；高才“八公 ”，大约
可以使用“羊鼎”；而“三千 ”门客，大概
只能使用“豕鼎、鱼鼎”了。 所以 ，那个
“函牛之鼎”，应该是王、后专用的，所以
才能配制出“齐味万方”的牛肉汤。 可以
想见， 这应该就是淮南王牛肉汤的味
道。

“牛鼎”有多大？ 清代文字学家朱骏
声所撰写的《说文通训定声》中说 ：“牛
鼎受一斛（hú）。 鼎，所谓函牛之鼎也。 ”
一斛是多少？ 东汉许慎所作《说文》中记
载是“十斗”。 一斗，等于今天的 12.5 斤；
十斗，就是 125 斤。 就是说，“牛鼎”可以
容纳 125 斤的牛肉。

《淮南子》四宝
《淮南子》 是淮南王刘安留给人类

的巨大宝库，凝聚着众多科研人员和学
者的心血。 当今开发出的传世珍宝有四
种：

第一，世界“非遗”，二十四节气。 二
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
创造。 2016 年 11 月 30 日，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非遗名录”。 二十四节气
的完整、科学记载，出自《淮南子·天文
训》。 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北斗斗柄的运
行、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月亮的十二朔望
月、二十八宿的运行度数、十二音律的管
长，以及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而观测、研
究、计算、制定出来的永恒的纪年法。

淮南王刘安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前
139 年）献给朝廷，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 被编入太初历， 通行已经 2128
年。 并且传播到东亚、南亚等许多国家。

阴阳合历的二十四节气纪年法的
制定，牵涉到天文、历法、音律、数学等
许多学科的复杂问题。 二十四节气衍生
出的节庆 、民俗 ，物候 、农业 ，饮食 、养
生，节气、文化等，都与中国和世界密切
相关。 这个世人关注的重宝，吸引了中

外无数的探索者。
第二，美味佳肴，八公山豆腐。 淮南

王刘安和门客发明的豆腐， 造福古今。
唐代就已经传到了日本，早已走向了全
世界。 对于豆腐的原料，《淮南子》中就
有 21 条“菽”的记载。 东汉以后，用假借
字“豆”取代了本字“菽”。 用来作为豆腐
凝固剂的是“盐”。 西汉时期石磨、陶磨
等已经流行，《淮南子》中就有“ （mó）”
的记载。 “ ”是“磨”的本字，就是石磨。
就是说，在淮南王刘安时期 ，研制豆腐
的所有条件，已经齐备。 记载淮南王刘
安研制“豆腐”的最早文献，是五代谢绰
编写的《宋拾遗录》：“豆腐之术，三代前
后未闻。 此物至淮南王安，始传其物于
世。 ”其后，记载淮南王刘安研制豆腐的
文献，就有 40 多种。 这种营养丰富的美
食，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而独占鳌头
的八公山豆腐，何时能够漂洋过海？

第三，风味独特，淮南牛肉汤。 按照
封建礼制规定 ， 诸侯王必须使用 “牛
鼎”，来烹制牛肉汤，这样才合乎礼仪 。
可以知道，《淮南子 》中记载的“函牛之
鼎”，“齐味万方”，应该就是实录。 所以，
我们不妨称之为“淮南王牛肉汤”，它就
是今天“淮南牛肉汤”的鼻祖。

第四，养生延年，《淮南子》健身操。
《淮南子·精神训》中记载了六种导引功
法 ，就是 ：“熊经 、鸟伸 ，凫浴 、猿躩 ，鸱
视、虎顾。 ”它是根据《周易》和中国道家
《老子》《庄子》的阴阳学说，结合人体的
吐纳、经络特点，而研制出来的最适合
人类养生、健身的功法。 以淮南市太极
拳协会为主导的研究团队，经过 6 年多
的精心打磨，《淮南子》健身操终于研制
成功，这是在淮南诞生的新的文化创新
产品。 有朝一日，一定会同《易筋经》《五
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一样，成为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锻炼项目，登上
更大的舞台。

人生如白驹过隙。 西汉前期淮南王
刘安和“八公”科研团队，以其非凡的才
智， 创造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科研成
果，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世人永远铭记
他们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 走进新时
代的淮南“八公”们，锐意进取，一定能
够弘扬优秀文化遗产，研制出传世的淮
南五宝、六宝来。

西周早期的牛鼎，现藏美国费城
宾省大学博物馆。 图片来源自网络。

高语罕、戈鲁阳与《牺牲者》
赵 阳

巍巍八公山 ，悠悠淮河水 ，古往今
来孕育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 出
生于寿县正阳关镇盐店巷的高语罕，就
是灿烂星河中最耀眼的一颗。

高语罕（1887.8—1947.4），中共早期
建党建团建军的先行者， 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健将。一生握笔在手，为着光明的未
来不懈奋斗，矢志不渝。他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
思想家，建党初期，编译了宣传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思想的《辩证法经典》《理论
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
（书信体）》《唯物论史》 以及作为马克思
主义来源的 《康德的辩证法》《费希特的
辩证法》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等著
作， 曾被诬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妖

精”（王军 《高语罕传》）。 高语罕学识渊
博，见解独到，共撰有著作 30 余部，文章
500 余篇，内容广涉哲学、政治学、经济
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思想史等各个
方面，许多论点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为时
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至今仍有启
迪意义。其代表著作《白话书信》，采用书
信体的形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开创了
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这本
书与陈独秀《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
一起，成为亚东图书馆最畅销的三部书，
屡遭查禁却再版 39 次，发行 20 余万部，
影响无数青年志士， 有力地推动了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高语罕乳名高超，学名高世素。 在
他小的时候 ， 正阳关是皖北唯一的商
埠， 沿淮两岸的盐和各省及外洋的杂
货，均取道长淮经正阳关输送皖西和豫
东各地； 皖西和豫东各地的茶麻竹木、
稻麦粱谷等产品，也必须经这里输送出
去。 得水运之利，正阳关舟车四达，帆船

竞至，长淮十里，景致绝美。 “千里长淮
挂长帆，一曲渔歌唱千年。 都道淮河风
光好，凤城首镇正阳关。 （高语罕《百花
亭畔》）”。 高语罕出生于殷实之家，自小
受到良好的义塾教育， 加上天资聪颖，
幼年时已经把《诗经》《尚书》《论语》《易
经》《唐诗三百首》等读得烂熟。 他读《左
传》，认为其较之其他书籍最俏皮，最尖
刻，最妙不过，辞令美好，叙述的事情也
有趣味。 他一开始用朱红在书上圈点，
继而黑墨圈点，“大胆地从这寂寞的沙
漠里，淘而又淘，居然淘出清滴滴的泉
水来（戈鲁阳与《牺牲者》）”。

深厚的家学渊源 ， 传统文化的滋
养， 使得高语罕后来的写作如鱼得水，
字里行间处处浸润着古典文化的神髓，
闪耀着中华文明的光辉。 1928 年 4 月，
高语罕的第一本小说集《牺牲者 》由亚
东图书馆出版，署名“戈鲁阳”。

戈鲁阳 ， 取自成语典故 “鲁阳挥
戈”。 《淮南子·览冥训》载：“鲁阳公与韩

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
三舍。 ”传说周武王率诸侯征伐殷纣王，
旌旗飘扬，战斗激烈。 周武王的部下鲁
阳公英勇异常，敌人闻风丧胆。 天色已
晚，鲁阳公举起长戈向日挥舞 ，吼声如
雷，太阳向后连退三个星座，恢复光明，
助鲁阳公消灭了敌军。 后来，人们便用
“鲁阳挥戈”称扬人坚强勇敢，能够力挽
危局。 高语罕用典“鲁阳挥戈”，一是因
为《牺牲者》内容由几篇短篇小说组成，
情节都是叙述作者童年时代的生活，包
括其家庭教育、求学问题 、婚姻问题等
生活片段，淮河流域高氏世系 、外家世
系、婚丧嫁娶、年节习俗等，均在书中有
很大程度的呈现； 二是因为故乡寿州，
正是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撰写《淮南
子》的地方。 用“戈鲁阳”作笔名，不仅表
达自己对社会不屈服的意志，同时也是
表示纪念家乡之意。

直到 1939 年，《牺牲者》 在第 6 版
时，作者署名才换成“高语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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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是古城吗？ 在淮南说到 “古
城”，人们第一反应是古城墙仍存的寿
县古城，那是一座已被认可的“中国历
史文化名城”。 那么，淮南是座新城吗？
也不对。 秦在灭楚后设九江郡不久，就
将以寿春为治所的淮河以南、 江淮分
水岭以北的这一部分仍称作九江郡 ，
把江淮分水岭以南的部分析分出来 ，
设置了“庐江郡”。 项羽分封，把这二郡
封给英布 ，称 “九江王 ”；英布投汉 ，刘
邦仍以此地封他，改成“淮南王”，国都
也从寿春移至六县。 此后或为国或为
郡，“淮南”存在了很多年。 所以，它也
应该是一座“古城”。

不过，对淮南成“城”影响最大的，
当算是春申君黄歇了。 当年，考烈王感
激黄歇这个一直侍奉在自己这个 “质
子 ”身边 ，后又谋划他逃秦归国 、辅佐
他治国抗秦的功臣， 特以包括今淮南
在内的 “淮北十二县” 封其为 “春申
君 ”，并把今寿县城命名 “寿春 ”，作为
封邑的治所。 黄歇也不负重望，把寿春
城打造得固若金汤， 在国家危难之时
无私奉献出来， 成为了楚灭亡前的几
十年的国都， 而自己只接受了在今天
的上海周围、当时还是荒凉之地的“补
偿”！ 这也是上海被称为“申城”，其主
要河流称为“黄浦江”的来源。 春申君
和考烈王、项燕和昌平君，几代的楚国
君臣前仆后继地抗击强秦， 吹响的反
抗号角， 成为秦末农民大起义和后世
抗暴的灯塔！

如果再要追溯， 对淮南的开发贡
献甚大的， 还有春秋时期的楚国令尹
孙叔敖。 治水能手的孙叔敖在此地殚
精竭虑 ，倾尽家资 ，历时三载 ，修筑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 “芍陂”，
至今仍造福淮河两岸民众。 成为令尹
后 ，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 ，宽刑缓政 ，
发展经济 ，农商并举 ，繁荣文化 ，成就
了楚国的一代霸业。 他也以其贤能和
清廉，为自己树立了一座丰碑。 后世的
时苗、胡质、蒋钦等一大批廉洁典范的
出现，不能说没有前贤的光照。

说淮南就不能不说淮南王和 《淮
南子》 了。 异姓的淮南王英布被铲除

后， 汉高祖刘邦封自己的庶子刘长为
淮南王。 但有意思的是，刘长、刘安，两
代淮南王， 身上都带有很明显的对朝
廷的“反抗”特征。 刘长因自己的遭遇，
长大后 “不遵汉法 ”，被贬死在流放的
路上；刘安则心怨朝廷的做法，也不满
汉武帝改变内外政策，私下谋叛，甚至
勾结匈奴，最后被告发，被迫自杀。 当
然 ，这种为 “私 ”的倔强 ，不值得同情 。
但两代淮南王尤其是刘安在淮南的作
为，还是给后世留下了不少遗产。 招揽
“术士 ”譬如著名的 “八公 ”，在 “炼丹 ”
的外衣下，对化学的探究，可以说是我
国古代的科学的发微， 至少给后世留
下了“豆腐”。 而刘安及其门客收集史
料编纂的 《淮南子 》，是一部综合了诸
子百家学说精华的哲学著作。 该书又
名 《淮南鸿烈 》。 “鸿 ”即广大的意思 ，
“烈”是光明的意思。 刘安认为，此书如
“道” 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
梁启超曾评价说：“《淮南鸿烈》为西汉
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
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 ”淮南丰富的文
化积淀，有淮南王刘安的一份大功劳！

淮南作为政区再次出现， 并在现
代设“市”，则是与发现煤炭有关。 淮南
煤田储量丰富， 早在明朝中叶就有开
采，但真正大规模开采始于清末。 1949
年 3 月， 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在淮南
三镇（田家庵、大通、九龙岗）的基础上
设立淮南煤矿特别行政区， 一年后建
县级淮南市，1952 年 6 月，建立省辖淮
南市。 随后，凤台县、长丰县部分乡镇、
寿县相继划入，构成了今天的淮南市。
淮南市是随着煤炭大批开采而壮大起
来的， 甚至成为了安徽省的拥有地方
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是全国 13 个亿
吨级煤电基地之一。 淮南由此被称为
“华东工业粮仓”。 电力工业由煤矿附
属地位走向独立发展道路后， 淮南成
了 “皖电东送” 当之无愧的 “领军主
力 ”，成为名副其实的 “火电三峡 ”，是
长三角尤其是上海的能源基地， 为中
国经济的大步迈进发光发热！

现在，淮南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但
淮南自古传承的 “牺牲小我， 服务大
家”的奉献精神依然熠熠闪光。 在继续
寻找能源新基地的同时，依靠自身，探
寻转型发展的道路。 随着“引江济淮”
的江淮运河即将开通， 依托淮南自身
独有的位置优势，或许在不远的将来，
淮南再次为国人竖起一座灯塔。

李白诗歌中的百媚寿州
楚仁君

诗仙李白不仅是个斗酒诗百篇的
酒中八仙， 也是个痴迷游历的旅行大
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或
在旅行的路上，游历的身影和足迹遍及
中国的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在此过程
中写出大量歌咏和赞美名山大川的壮
丽诗篇。

李白个性鲜明，豪爽洒脱，自小就
酷爱游历大好河山，出蜀之前便游遍了
巴山蜀水。 他 26 岁时只身出蜀，“仗剑
去国，辞亲远游”，除了中年在长安供奉
翰林两年半外，其余时间几乎一直过着
飘荡四方的游历生活，前后历时 27 年。

对于李白的游历经历，游国恩等人
曾在《中国文学史》中说，李白第一次远
游“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
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
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亲游齐
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
游踪所及，几半中国。 ”有人通过李白的
诗文统计，综其一生，他游历过 18 个地
方（省、自治区、市），先后到过 206 个州
县，登过 80 多座山，游览过 60 多条江
河川溪和 20 多个湖潭。

淮上重镇寿州也是李白曾经游历
过的地方之一。 在这里，李白醉心于寿
州山水、风物人情，由此诗性大发，文思
泉涌，写下了《白毫子歌》《送张遥之寿
阳幕府》《寄淮南友人》《淮南卧病书怀
寄蜀中赵征君蕤》等著名诗作，为寿州
大地留下了不朽的诗文美篇。

寿州之于李白早已是声名贯耳、心
驰神往。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古往
今来，名冠华夏。 寿地形胜，纡金佩紫，
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的寿春即是华南的交通大动脉，枢
纽天下 ，临制四海 ，舳舻相会 ，赡给公
私。

自秦代开始，寿州一直为江南诸地
往来北方的通衢之地和必经之所。这里
水陆辐辏，漕运四通，人流如织，热闹非
凡， 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南方的一大都
市。 正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郢
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

贞观元年（627 年），唐太宗李世民
依照山川形势， 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寿
州属于淮南道，此时继续以繁华著称于
世，是仅次于扬州的大都市，人口最多
时达 20 多万，仅次于扬州、庐州。 李白
出生于长安元年 （701 年 ）女皇武则天
执政晚期，年少时便听父亲李客说起过
江淮名城寿州的大名，决心有朝一日必

到实地游览一番。
天赐良机，李白的心愿终于得以实

现。 据史料记载， 唐开元十四年（726
年）， 时年 26 岁的李白从长安出发，泛
舟淮水，前往扬州游历。在途经寿州时，
李白弃舟登岸，踏上向往已久的寿州大
地，怀着好奇之心和愉悦之情，在此地
盘桓、逗留数日。他游览寿州山水，寻访
世风民情，拜谒故朋旧友，更少不了把
酒言欢；他到八公山上寻仙，到淝水古
战场旁凭吊，到寿州古城游玩，完全陶
醉在寿州山水间。

境由心造，诗由心来。一番游历，感
慨万端，李白的诗兴豪情如滔滔淮河水
奔流而下，一鼓作气写下了《白毫子歌》
《送张遥之寿阳幕府》等诗作。

《白毫子歌》 记述了李白到八公山
寻访汉代隐士白毫子时的郁闷和伤感。
淮南八公山中曾有隐士白毫子，料是皓
眉白须，传说他朝食石髓、夜宿松下，李
白慕其名， 旅寿期间亲赴八公山上寻
访，可终未寻到。但见此地苍山连绵、碧
峰巉然，绿水迂回、清波荡漾，便欣然赋
诗一首。李白畅想起自己坐在青苔上拂
花弄影，倚靠山崖倾听松涛，一时清心
静耳、忘却烦恼。 此诗写出了诗人李白
向往传说中的仙人白毫子的仙居生活，
表达了因不能与其亲近而苦恼的心情。

《送张遥之寿阳幕府》 是李白到寿
州后，写下并送给年轻武将张遥的一首
赠诗。 从这首诗的标题上来看，张遥是
李白在寿州游历时新结识的朋友，大诗
人看重和欣赏他的能力和才干，爱慕之
心油然而生。 一个“送”字，表明了诗人
和张遥之间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的情
愫。

该诗的前八句为第一部分，着重描
写了发生在寿州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
战，借古喻今，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愿
为挽救国家危亡尽一份绵薄之力的雄
心壮志，豪放之气，直冲云天。第二部分
为本诗的后六句，笔墨重点用在了诗中
的主人公张遥身上，对张遥使用了大量
溢美之词， 并希望他施展雄才大略，报
效国家。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作为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能够在
英姿勃发的青年时代，亲赴寿州游历并
写诗赋文， 实属寿州之幸和文坛佳话，
古代寿州的笙歌繁华、名山胜水、福天
洞地、千娇百媚尽遣笔端，如清澈的八
公山泉般在诗歌中汩汩流淌。

石靡
石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