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 材 的 引 入 改 变 了 岭 南 饮
食的格局 ，对于外来烹饪料理的
融汇吸收，影响亦不可小觑。

研究者在汉景帝阳陵出土文
物中发现 ， 作为广州人家喻户晓
的 一 道 传 统 粤 菜 烤 乳 猪 ， 早 在
2000 多年前汉王朝统治中心地就
盛行了。

2014 年 ， 相关文物在西汉南
越王博物馆展出 。 该馆陈列部主
任 李 郁 在 接 受 采 访 时 表 示 ， 南
越 王 墓 出 土 了 众 多 的 饮 食 器
具 ， 其 中 有 一 件 烤 炉 造 型 极 为
特 别 ， 四 足 为 鸮 形 ， 鸮 两 足 着
地 ，脊背顶负炉盘 。 炉壁上各铸
有 两 对 小 猪 ， 猪 嘴 朝 天 ， 中 空 ，

是用于插放烧烤工具的 。这就是
已经发现最早的烤乳猪形象 ，可
知早在南越国时期或更早 ，南越
宫 廷 中 已 经 有 烤 乳 猪 的 饮 食 习
俗。

饮食学者邱庞同在专著 《饮
食杂俎 》中考证 ，烤乳猪传统可上
溯至春秋时代 ，认为 《礼记 》中的
“炮豚 ”就是烤乳猪 。 后世更传承
发展不同的乳猪做法。

起源于北方的烤乳猪习俗，何
以在南粤大地得以传承发扬 ？ 李
郁分析，或许和当年南越与汉王朝
统治中心地相对隔绝的环境有关：
因为隔绝所以保留。 时至近代，烤
乳猪已被普遍认为是粤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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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辣椒从广东传入 ，为何
一开始并没有在岭南留下食用痕迹？

曹雨： 过去一个地方的食物往往
是当地自产， 当地的饮食风俗与材料
是和本地挂钩的。 更有甚者，本地所产
的食材往往与当地耕作系统融为一
体。 比如广东顺德的鱼稻共生方式，就
深刻决定当地的饮食， 形成了饭稻羹
鱼的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 一个外来的植物
是很难进入中国传统的农耕体系里面
去的，尤其是生产力较高的地区，如果
这个地域格局不打破， 外来的食物是
很难在社会中获得吸引力的。

羊城晚报： 那是什么因素造成近
年来辣味回流广东 ， 在本地餐桌上日
益显著呢？

曹雨：主要是移民社会的问题。 改
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最深刻
的变化，从地域社会过渡到移民社会。

可以说， 近四十年来辣椒在全国
的大流行， 实际上是移民创造出来的
一种现代食辣风俗。 大量的人从农村
来到城市，来了以后，经济不宽裕，又
要饱腹，最合适的选择就是比较廉价
的菜馆。 辣味菜肴相对比较便宜。 因
为辣味可以掩盖很多不良的味道，从
而最大限度地来利用食材。 传统菜系
中，辣味菜肴的人均消费较低。 而且
火锅、麻辣烫这一类餐馆，调味比较
容易标准化操作， 这也使得辣味菜肴
成本较低。

羊城晚报： 食辣的习惯与文化在
近代建构起来 。 这和近代中国社会的
变化有什么联系？

曹雨：我在书中明确提出，饮食的
文化与习惯不能仅以地域划分， 更要
看到社会阶层的因素，比如官府菜、江
湖菜。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 饮食差异与
阶层的关系特别明显。 比如在旧中国，
上层社会的饮食口味以平和为主，讲
究中庸调和、食疗效果等等，而平民的
食物则比较奔放， 比如潮汕地区的胡
椒猪肚，香料的量特别大，有强烈的辛
香味。 即便在一般意义上认为是口味
清淡的广东菜，也有用鱼腥草、红葱头
等强烈气息配料的习惯。

近代是中国阶层变化最剧烈的时
代。 清以来， 中国传统官绅阶级的瓦
解，也是辣椒跨阶层扩散的历史条件。
现代中国城市饮食文化的“去地域化”
特征， 即现代物流的高度整合和日益
频繁的人口流动， 导致了辣味菜肴在
移民中的盛行。 所以可以说，是移民创
造了辣味菜肴的消费市场，创造了“城
市辣味饮食文化”。

近年来辣味回流广东———

移民社会创造
新的饮食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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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因为贸易 、外交等产生的物质交
流， 直接改变了人们的饮食风俗。 粤菜讲究食
材，而发达的海上贸易，让广东成了新物种的荟
萃地。 在地理大发现的全球化背景下，更多食材
进入中国，丰富着中国人的饮食，也成为粤菜的
灵感来源，塑造出“食在广州”的当下。

岭南佳果亦是广
东饮食的重要部分，其
中不少物种来自海外。
原产巴西的菠萝，约在
十六七世纪传入我国
南方， 广东是最早路
径之一。 20 世纪初海
南华侨先后从东南亚
引入多个优良品种，
50 年代以后又广泛种
植于汕头、阳江、高州
一线以南， 形成一片

“菠萝的海”。 时至今
日，“菠萝的海” 已经
成为湛江徐闻的别称
之一。

菠萝蜜的引入更
早。 按《隋书》《酉阳杂
俎》 和《广东新语》等
的记载，菠萝蜜原产印
度，早在南北朝时期的
梁朝，一个名叫达奚的
印度人来华，将菠萝蜜
种植在广州的南海神
庙。 屈大均写道，后来
岭南其他地方种植的
菠萝蜜，都是南海神庙
菠萝蜜的后代子孙。

此外，根据学者的
研究，广东也是花生传
入地之一。 《广东新
语》里就记载了小粒花
生种的生态、性状。 可
见清初珠江三角洲一
带已有花生的栽培。乾
隆间檀萃所著《滇海虞
衡志》记载花生是“粤
贾从海上诸国得其种
归种之”， 以“大牛车
运之上海船，而货于中
国”。

清末大粒花生种
传入广东， 产量超过
小粒种， 以珠江三角
洲的东莞 、 番禺等地
出产最多。 清代中叶，
雷州 、 高州等粤西南
地区是花生的主要产
地。 在珠江三角洲地
区， 花生种植在乾隆
以后有较大的发展 。
而作为四大油料作物
之一， 花生油在广东
的使用却比花生的种
植缓慢得多， 直到乾
隆以后才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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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不喜食辣， 有趣的
是，今天占领国人餐桌的辣椒，
第一站就与广东密切相关。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曹雨在《中国食
辣史》中认为，辣椒的原产地是
美洲，哥伦布于 1493 年第二次
前往美洲时将辣椒带回欧洲，
这是辣椒从美洲向全世界传播
的契机。 由于教皇子午线的分
割， 葡萄牙的船只更多向东方
航行， 辣椒得以由葡萄牙人带
入亚洲。 而辣椒传入中国主要
是通过海上贸易， 经宁波与广
州两个口岸输入， 并且通过江
河的航道向内陆传播。 也有学
者指出， 辣椒在中国北方的传
入或还有山东为口岸。

辣椒出现在广州， 屈大均
在《广东新语》有明确记载。 其
中第十四卷“食语”提到，“广州
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
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
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
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
南走澳门。 至于红毛、日本、琉
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
忽数千万里， 以中国珍丽之物
相贸易，获大赢利。 ”

广东很早引入了辣椒，但
广东人并没有一开始就吃辣

椒。 屈大均将“番椒” 排序于
“箱、铁器、藤、蜡”之后，置于
“苏木、蒲葵诸货”之列。有学者
据此分析， 屈大均实际上并没
有将“番椒”视为食材。 与番茄
的命运一般， 辣椒最初被当作
一种观赏植物。 在中国人记载
辣椒的文献中， 从观赏角度写
道：“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
色红，甚可观。 ”

后来， 外来的辣椒作为奇
花异草， 被明代文人收集种植
于自己的园林中， 更赋予了一
定的文化隐喻。 明代《牡丹亭》
有一句名句，“不入园林， 怎知
春色如许”，下文就出现了辣椒
花果。 作者汤显祖多年游历岭
南， 想必对此舶来之物颇有印
象。 在全剧最关键的转折《冥
判》这一出戏里，汤显祖用 39
种花比喻了传统社会里女性一
生中要经历的种种阶段， 包括
青春期 、恋爱 、定亲 、圆房 、蜜
月、生儿育女、美人迟暮等等。
而辣椒花，被用来隐喻圆房。

辣椒在中国传播了一个世
纪之后，才登上中国人的餐桌。
时至嘉庆道光年间， 云贵川湘
等地已是广泛地种植辣椒“以
为蔬”，“湘、鄂之人日，喜辛辣
品……无椒芥不下箸也”。

频繁的对外交往让岭南成为新物种的“西来初地”，玉米红薯成了清代救荒之物———

番椒番薯登陆广东 辣味甘味遍传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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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辣椒相类似，同
样作为美洲物种、同样
影响深远的番薯，其引
种也与广东人有关。

嘉靖年间成书的
《广东通志》 物产部分
记载，广东薯类植物包
括红薯 、甘薯 、甜薯和
山薯。 当时说的红薯并
不是现在的番薯，但甘
薯则极有可能指的是
番薯。 成书于宣统年间
的《东莞县志》物产部
分更具体点出：早在万
历 八 年 （ 公 元 1580
年 ）， 一位名叫陈益曾
的东莞海商把番薯引
入国内。

明人苏琰在《朱薯
颂》里记载 ，万历十二
年 （公元 1584 年 ），福
建泉州的海商在当时
闽广共治的南澳岛上
作短暂休整时 ， 发现
了岛上的番薯 ， 遂引
种 到 晋 江 县 灵 水 乡 ，
进 而 推 广 到 临 近 乡
村。 后来到了万历二

十二年时， 泉州闹灾，
粮食歉收， 只有番薯依
然丰产， 泉州的大部分
农民靠番薯充饥， 度过
了自然灾害。

引种番薯不仅仅帮
助一地百姓渡过难关，
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
人口格局。 时至十八世
纪 ， 中国人口压力巨
大。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 ），中国人口约为 1.5
亿， 而至乾隆五十九年
（1794 年），清朝人口飙
涨到 3.13 亿。

为缓解粮食压力，
乾隆五十一年， 清帝向
全国下了“广栽植甘
薯， 以为救荒之备”的
诏书， 番薯种植在中国
得以推广。 在番薯以及
同期传入的玉米等新粮
食物种的助推下， 道光
十五年 （1835 年 ），中国
人口更达到创纪录的
4.01 亿。 由此，康乾盛
世甚至被称为“番薯盛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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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一派饮食的传承发
展， 日常饮食的口味习惯都非
一日而就，时刻与当地的历史、
地理、文化紧密相关。 作为最早
引入辣椒的地区之一，广东在近
四十年间逐渐接受辣椒的回流。
2013 年，《健康时报》 推出过一
期《中国城市食辣报告》，广东食
辣情况排在全国第二位。

曹雨认为， 辣椒在全国的
大流行， 实际上是新移民创造
出来的一种现代食辣风俗。 食
辣的人口经过流动、迁移、扩散
后，进一步影响到周围的群体。
相关研究也证明了， 城市的辣

味餐馆比例随着移民比例的提
高而不断上升。

如此看来， 作为改革开放
的排头兵、人口输入大省，广东
吃辣情况在全国排名靠前也是
理所当然。

《中国食辣史》认为，不同
城市间饮食文化的差异渐趋缩
小， 辣椒出现在越来越多地区
的餐桌上。 原本被视为平民口
味的辣味的迅速流行， 在今天
登堂入室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
特征之一。 这可能隐喻了时代
的变迁———阶层不断 跃迁 流
动，社会价值多元重组。

广州很多火锅店内座无虚席 宋昀潇 摄

高 濂
《 遵 生 八
笺 》 (1591
年 ） 电子版
书影。 该本
卷 16 在 “山
茶 花 六 种 ”
条后有 “番
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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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匹“英雄马”离世

后， 马场只剩下三匹马。
获救男孩的母亲王女士
前后两次来到马场感谢
救命恩人和“恩马”，并提
出赔偿损失，但被马场老
板施国庆婉拒。

听到马儿去世的消
息后， 马业界纷纷表达
对马场的关心和关切 ，
多 名 爱 心 人 士 联 系 马
场，表示愿捐赠马匹，弥
补马场损失， 其中包括
来自新疆伊犁的哈萨克
族马主巴哈木拉提·铁
列吾哈孜。

38 岁的巴哈木拉提
来自新疆伊犁州昭苏县，
是当地马业界名人。 他
说，同是马主，他理解失
去爱马后的痛楚，但更被
施救者的勇敢无畏所打
动。 通过一位武汉的朋
友，他辗转联系上了蔡良
兴，向他表达了捐赠一匹
伊犁马的愿望。

考虑到成年伊犁马

到了南方，可能适应不了
气候， 出现水土不服，巴
哈木拉提亲自选定一匹
品相良好的 1 岁马驹 ，
“驹子的服役期也会更长
些。 ”

目前，双方已就捐赠
马匹的运输和时间达成
协议，初定 9 月天气凉爽
时，马驹将从新疆昭苏运
往福建。

“虽然相隔万里，但
我们都是爱马人。我们哈
萨克族是‘马背上的民
族’， 希望马儿能成为新
疆人民和福建人民联系
的纽带，大家以后常来常
往。 ”巴哈木拉提说。

新疆昭苏是我国的
“天马故乡”，“万里骏马
送深情”是当地的优良传
统。记者从昭苏马场和伊
犁种马场了解到，两家单
位也将分别赠送一匹伊
犁马给福建晋江马场，延
续这场爱心接力。

� � � 据新华社

男子骑马下海救人后痛失良驹，新疆小伙送他一匹伊犁马

泪目！救命“恩马”走了
感动！不远万里赠良驹一个男孩、三

匹马、 无数爱心人
士……31 岁的蔡良
兴从未经历过如此
忙碌且充满戏剧性
的夏天。

从“侠士骑马
下海救人”，到“救
人‘英雄马’不幸去
世”， 这个夏天，参
与下海救人的马儿
的安危牵动着全国
爱马人士和网友的
心。 如今，一波三折
的故事有了圆满的
结局： 全国各地的
马主纷纷伸出了援
手， 包括来自新疆
的巴哈木拉提。

7 月 26 日 18 时
许， 在福建晋江市龙
湖镇衙口风景区，宁
静的海滩突然传来一
名女性急促的呼救
声，其 12 岁的儿子下
海游泳， 被正在退潮
的海水越卷越远。

正在海滩骑马游
玩的马场老板施国
庆、 马场教练蔡良兴
和爱马人士施鸿雁闻
讯， 立刻骑着马儿冲
向大海。

“马场离事发地
七八公里， 我们骑了
这么远已经筋疲力
尽， 希望借助马的力
量迅速接近遇险男
孩。 ” 蔡良兴说，“马
驯化后通人性， 信任
主人， 所以即使很危
险， 它们还是很英勇
地冲进大海。 ”

眼看男孩离岸边
已有两三百米， 不习
水性的蔡良兴灵机一

动， 向一旁的游客借
了救生圈， 骑马尽可
能接近受困男孩 ，随
后下马跳进大海 ，拉
着孩子往岸边游。 一
会儿， 施国庆也来到
遇 险 地 ，20 多 分 钟
后， 孩子终于被救上
岸。

“最后是拉着马
尾巴上岸的， 因为体
力完全耗尽了。 ”蔡良
兴说，“现在想起来很
后怕， 要是体力不支
的话， 我们也可能被
海水卷走。 ”

短暂休息后，三
位救人“侠士”便默默
离开了。 有游客拍下
了他们救人的视频传
到网上，“侠士骑马下
海救人” 的事迹广为
传播。

8 月 2 日， 施国
庆、 蔡良兴下海救人
的义举被晋江市公安
局确认为见义勇为。

马儿下海救人后， 最初几
天并无异样。8 月 1 日，蔡良兴
在马场被毒蛇咬伤，前往泉州
中医院住院治疗。 5 日，他回到
马场，发现下海救人的两匹年
龄较大的马出现持续高烧、流
鼻涕症状 ， 身上多处发肿起
泡，不吃不喝，已是瘦骨嶙峋。

蔡良兴说， 他刚开始以为
马是小感冒，没在意。但两匹马
的病情没有好转， 而且持续高
烧不退。 虽然叫来本地马医治
疗，但情况仍不容乐观。8 月 11
日， 求医无门的他通过媒体求
助，希望专业人士伸出援手。

“下海救人马儿病危求

助”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12
日获悉两匹马生重病的消息
后，中国马业协会迅速和蔡良
兴取得了联系，并建立救治工
作群。 当晚北京暴雨，马匹医
疗专家组无法携药品和设备
从北京出发抵达现场，因此紧
急对马匹进行了远程问诊。

专家组初步诊断为： 海水
进入马匹肺部引发的继发细
菌感染（吸入性肺炎 ），未知程
度的肺水肿和淋巴管炎。 蔡良
兴一夜未眠， 当即按照专家开
出的诊疗方案对马进行护理。

然而，13 日凌晨 4 时许，
两匹马先后口吐白沫， 腿脚发

软瘫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经
确认，两匹马已没有生命迹象。
早上 7 时， 蔡良兴联系车辆将
马匹运送至深山掩埋， 并对掩
埋地和马场进行了全面消毒。

“跟它们很有感情，感觉很
可惜。 但我不后悔，如果再遇到
落水的事情，还是会去救人。 ”
痛失两匹爱马的施国庆说。

中国马业协会官方微博发
布消息：“因马匹病程较长，病
情复杂，现场医疗条件有限，大
家虽尽了最大努力， 但马儿还
是不幸离世。 对此我们深表遗
憾，并向马主表示慰问，愿英雄
的马儿在天堂自由驰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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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出土的铜煎炉。煎炉有两层，下层放炭火，上层煎烤食物。在上层底部发现有黑黑的
烟薰的痕迹，说明这个煎炉入葬前是使用过的实用物 图 /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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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图 ，与我国明人 《群芳谱 》最早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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