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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晓芳

明玉龙钩带 张家川县博物馆藏

夏 绿松石龙形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甘肃省博物馆供图）

清 二 龙 戏 珠 冰 裂 纹 瓷 瓶

张家川县博物馆藏

战国 青铜茧形壶 张家川县博物馆藏

饺 子饺 子 ，，是 最 中 国 的 传 统 食 物是 最 中 国 的 传 统 食 物 。。

它寓意着幸福美好它寓意着幸福美好，，代表着家的味代表着家的味

道道，，在数千年间的饮食文化里在数千年间的饮食文化里，，代代代代

传承传承，，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从古到今从古到今，，饺子的名称一直在饺子的名称一直在

变化变化：：扁食扁食、、粉角粉角、、饺饵饺饵、、箍扎箍扎、、云吞云吞、、

抄手抄手、、月牙馄饨月牙馄饨、、水点心……还有一水点心……还有一

个发音接近的个发音接近的““角子角子””，，是后世是后世““饺饺

子子””一词的词源一词的词源。。

在 我 国 吃 饺 子 是 最 家 常 的在 我 国 吃 饺 子 是 最 家 常 的

事事。。过年要吃饺子过年要吃饺子，，过生日要吃饺过生日要吃饺

子子 ，，出 门 远 行 要 吃 饺 子出 门 远 行 要 吃 饺 子 ，，回 家 探 亲回 家 探 亲

要 吃 饺 子要 吃 饺 子 。。 与 之 有 关 的 谚 语 不 胜与 之 有 关 的 谚 语 不 胜

枚举枚举，，什么什么““冬至饺子夏至面冬至饺子夏至面””，，““出出

门饺子回家面门饺子回家面””，，还有还有““饺子就酒饺子就酒、、

越过越有越过越有”“”“好吃不如饺子好吃不如饺子””。。

吉祥饺子中国年吉祥饺子中国年
□ 孙绿绮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龙是中华民族最久远的图腾崇

拜，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神兽之

一。“龙”在中国文化中是神圣、祥瑞

的象征，在老百姓心目中，更是吉祥

的神物。早在遥远的上古时期，就有

对龙的阐述，《易经》中有关于“飞龙

在天，龙跃于渊”的记载，《淮南子·泰

族训》曰：“夫蛟龙伏寝于渊，而卵剖

于陵。”龙受到尊崇与喜爱，与华夏文

明的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 五 帝 之 一 的 炎 帝 神 农 氏 ，姜

姓 也 ”，其 出 身 ，便 带 着 不 同 凡 响 的

神 秘 色 彩 ，其 母“ 游 华 阳 ，有 神 龙

首 ，感 生 炎 帝 ”（《初 学 记》卷 九 引

《帝 王 世 纪》）。 而 炎 帝 神 农 氏 长 得

“ 弘 身 而 牛 颠 ，龙 颜 而 大 唇 ”，作 为

龙 子 的 炎 帝 神 农 氏 ，后 与 黄 帝 两 大

原 始 部 落 为 争 夺 生 存 和 活 动 空 间 ，

在 陕 西 一 带 的 黄 河 流 域 多 年 征 战

不 休 ，部 落 子 民 深 受 其 苦 ，炎 帝 神

农 氏 和 黄 帝 轩 辕 氏 作 为 后 世 史 书

记 载 ，其 光 芒 一 直 闪 耀 在 珍 贵 典 籍

和 书 页 间 的 伟 大 英 雄 ，在 长 期 杀 伐

征 战 、努 力 发 展 壮 大 的 同 时 ，感 念

部 落 在 荒 蛮 艰 苦 的 岁 月 里 一 直 缺

衣 少 食 ，还 时 时 处 在 野 兽 袭 击 和 战

争 死 亡 阴 影 威 胁 下 的 苦 难 不 易 ，终

化 干 戈 为 玉 帛 ，后 结 为 炎 黄 部 落 联

盟 ，史 书 没 有 详 细 记 载 他 们 会 见 的

具 体 情 形 ，也 没 有 谈 话 的 内 容 。 然

而 ，这 一 历 史 性 的 会 见 ，注 定 会 被

后 世 人 文 学 者 载 入 史 册 ，炎 帝 神 农

氏 和 黄 帝 一 定 不 会 想 到 ，他 们 的 这

一 历 史 性 会 见 和 解 ，此 后 两 人 除 了

被 尊 为 华 夏 民 族 共 同 的 祖 先 外 ，华

夏 民 族 自 此 被 世 界 其 他 民 族 称 为

炎 黄 子 孙 ，后 世 子 孙 也 骄 傲 地 以 龙

的传人、龙的子孙自居。

20 世纪 80 年代，考古人员便于

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

了 一 处 墓 葬 ，在 墓 主 人 身 旁 有 一 条

用蚌壳摆成的龙，昂首、曲颈、弓身、

长 尾 ，像 是 插 上 了 一 对 无 形 腾 飞 的

翅 膀 。 这 条 形 象 较 为 简 单 ，与 现 今

我 们 所 见 存 在 着 巨 大 差 异 的 龙 ，是

我国考古学界至今为止发掘出的最

早的龙，也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

一 发 现 证 明 了 早 在 距 今 6000 多 年

以 前 的 远 古 新 石 器 时 代 ，龙 作 为 一

种 高 贵 勇 猛 的 神 兽 ，早 已 受 到 人 们

的尊崇。20 世纪 50 年代，在河南省

偃 师 二 里 头 村 发 现 距 今 3000 多 年

以前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夏王朝都城

遗 址 ，考 古 人 员 在 一 件 出 土 的 残 陶

器上发现了巨眼、利爪、周身有鳞的

龙 。 自 商 周 阶 级 社 会 出 现 以 后 ，有

关 龙 的 远 古 文 物 更 是 屡 有 出 土 ，形

象渐趋复杂，不胜枚举。

龙，外形威猛、凌厉、强悍，机智而

富有灵性。在浩如烟海的远古神话传

说及后世流传的各种典籍记载中，就

把龙按照各自特点及生活习性分为多

个种类，三国时魏人张揖在所著的《广

雅》中说，有鳞者为蛟龙，有翼者为应

龙，有角者为虬龙，无角者为螭龙，未

升天者为蟠龙，好水者为晴龙，好火者

为火龙，善吼者为鸣龙，好斗者为蜥

龙。可以说，龙在许多生活环境中都

是勇猛善斗、正义进取的存在，是一种

适应能力极为强大的动物。

龙的外形来源也众说纷纭。现

在学术界有一种共同的看法，认为

龙是远古时代多民族图腾崇拜物的

多部位组合，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

产物。远古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一

带的华夏族，其图腾崇拜物为蛇，在

华夏民族逐渐征服和融合其他少数

民族的过程中，龙由最初简单单一的

蛇身逐渐被添上了头、鹿角、鹰爪、鱼

鳞、凤冠……囊括了天上、地下、水中

三大领域中好几种主要动物的特征，

带 有 自 然 界 寻 常 动 物 最 鲜 明 的 特

质。如此复杂多样的特征集中到龙

的身上，构成了对于人类来说极为独

特却又略带熟悉气息的龙，因此，龙

属万兽之灵长，神秘、独特、威严而神

力无边。从中国龙的形象构成释解

我们可以看到，其鹿角表示社稷和长

寿，马头象征勤劳与智慧，牛耳寓意

名列魁首，鹰爪表示对勇武的赞美，

而鱼鳞蛇身婉转飘摇，则象征着生生

不息，繁荣昌盛。

龙纹作为高贵威严的象征，一度

盛行于春秋战国，极盛于唐、宋、元、

明、清时期，亦属我国古代青铜器特

有的装饰。2006 年，作为“中国十大

考古发现”之一的张家川县马家塬战

国遗址的发掘，轰动了考古学界。其

中出土于该遗址 3 号墓，带有铭文的

青铜茧形壶更是堪称国宝级文物，全

国仅此一件。

青铜茧形壶，口径 9.3 厘米，最大

腹径 28.4 厘米，最大底径 15.4 厘米，

通高 25.6 厘米，敞口，束颈，绳纹形圈

足，腹呈横向长椭圆状。颈部以 29 枚

精美的贝纹呈环状装饰，颈肩部饰有

铺首。通体饰瓦棱纹，每隔一瓦棱，内

饰蟠螭纹，造型浑厚朴实。螭是传说

中的一种无角龙，张口，卷尾，汉代许

慎《说文解字》亦曰：“螭，若龙而黄，北

方为之地蝼，或云无角曰螭。”可以认

为螭是无角小龙。蟠螭纹独属中国青

铜器上的装饰，盛行于战国时期，其设

计通常是连续组合的形式，有首有尾，

形成盘曲缠绕的效果。这种纹样的特

点是繁复而华丽，反映了古代工匠的

精湛技艺和对吉祥寓意的不懈追求，

青铜茧形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

藏于甘肃省张家川县博物馆。

张家川县博物馆馆内还有一件

明代出土的玉钩带，由温润清凉的玉

雕刻而成，钩体呈 S 形，长 12.5 厘米，

钩头为龙首，微昂，前额稍隆起，口大

开，内含一龙珠，表情神秘而威严，龙

颈较窄，钩背上雕一小龙，谓之螭（古

有龙九子螭居其一之说），呈腾空惊

起之势，与大龙首相望，生动活泼，神

采奕奕，亦称双龙钩，且白底黑龙，相

互映衬，雕刻技术细腻饱满，线条流

畅如行云流水，更显华贵精美，吉祥

如意。馆藏的二龙戏珠冰裂纹瓷瓶

也是值得一提的带龙珍品，系清代文

物，瓶身高 59 厘米，口径 20 厘米，瓷

质，花瓣形喇叭口，颈部较细，圆腹较

直，圈足，肩部浮雕二龙戏珠，颈肩部

凸弦纹，腹下部为露胎刻兽首环带。

其瓶颈处有两条相互嬉戏的龙，围绕

一颗大龙珠，两龙皆昂首口大开，双

目圆睁，身盘绕曲折，四足腾空，作势

互 扑 ，似 乎 随 时 要 将 珠 子 抢 夺 回 口

中，场面生动而有趣。

在 人 们 心 目 中 ，龙 是 一 种 吉 祥

的神物。从远古图腾、十二生肖、民

间崇拜、权力象征、文化印记等都有

许 多 与 龙 相 关 的 表 现 方 式 ，我 国 古

代 的 能 工 巧 匠 ，将 龙 元 素 融 入 各 种

工艺品的设计制作，妙趣横生，丰富

多 彩 。 几 千 年 来 ，丰 富 浩 繁 的 龙 形

象逐渐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 面 ，成 为 中 华 民 族 的 一 种 文 化 凝

聚和积淀，其形象深入老百姓心里，

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

文化符号。

新饺如偃月新饺如偃月，，冬至日食之冬至日食之

追溯历史追溯历史，，饺子也有着久远的历史饺子也有着久远的历史。。秦秦

汉时期汉时期，，人们将面食统称为饼人们将面食统称为饼。。水煮的无馅水煮的无馅

面食面食，，为汤饼为汤饼；；有馅的有馅的，，则为馄饨则为馄饨。。西汉扬雄西汉扬雄

在所著的在所著的《《方言方言》》中说中说：：““饼谓之饨饼谓之饨”“”“或谓之或谓之

馄馄””。。

在漫长的历史中在漫长的历史中，，水饺从馄饨中逐渐分水饺从馄饨中逐渐分

化化。。三国时魏国人张揖在三国时魏国人张揖在《《广雅广雅》》里里，，就提到就提到

了一种包成月牙状的馄饨了一种包成月牙状的馄饨，，与饺子基本相与饺子基本相

似似。。

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在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颜氏家训》》中也中也

说说：：““今之馄饨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天下通食也。。””偃偃

月月，，是指农历初七日是指农历初七日，，夜空中横卧的半弦月夜空中横卧的半弦月，，

月相自此夜后趋向圆满月相自此夜后趋向圆满，，有吉祥泰来之意有吉祥泰来之意。。

大约到了唐代大约到了唐代，，饺子的形态已经成熟饺子的形态已经成熟。。

而且是煮好后捞出来而且是煮好后捞出来，，放在碗里单个吃放在碗里单个吃，，这这

点 与 连 汤 带 水 一 起 吃 的 馄 饨 有 了 很 大 区点 与 连 汤 带 水 一 起 吃 的 馄 饨 有 了 很 大 区

别别。。19861986 年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三堡乡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三堡乡

的唐墓中的唐墓中，，就发现了就发现了 88 个盛在碗里的饺子个盛在碗里的饺子，，

形状跟我们今天的饺子一模一样形状跟我们今天的饺子一模一样。。

直到宋代直到宋代，，饺子和馄饨的称呼依然混淆饺子和馄饨的称呼依然混淆

不清不清。。但在冬至日这天但在冬至日这天，，吃饺子已经成为传吃饺子已经成为传

统统。。周密在周密在《《武林旧事武林旧事》》中明确记载了宋朝中明确记载了宋朝

人过冬至的情境人过冬至的情境：：

““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垂帘饮博，，谓之谓之

‘‘做节做节’’。。享先则以馄饨享先则以馄饨，，有有‘‘冬馄饨冬馄饨，，年馎年馎

饦饦’’之谚之谚。。贵家求奇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谓之百

味馄饨味馄饨。。””

到了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吃饺子已经是冬至日的吃饺子已经是冬至日的

标配标配。。富察敦崇在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中解释道中解释道：：

““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混沌之象颇似天地混沌之象，，

故 于 冬 至 日 食 之故 于 冬 至 日 食 之 。。””用 吃 的 方 式用 吃 的 方 式 ，，咬 破咬 破““ 混混

沌沌””，，以示新旧交替以示新旧交替，，万象更新万象更新。。

而且此时的饺子而且此时的饺子，，造型逐渐多样造型逐渐多样，，已经已经

从最初的半月形从最初的半月形，，发展出元宝形发展出元宝形、、麦穗形麦穗形、、柳柳

叶形叶形、、金鱼形金鱼形、、蝴蝶形蝴蝶形、、小锁形小锁形、、四喜形等多四喜形等多

种形状种形状。。

和汤蒸煮煎和汤蒸煮煎，，元宝落玉盘元宝落玉盘

饺子以煮着吃为正宗饺子以煮着吃为正宗，，这也是从唐朝就这也是从唐朝就

流行的传统吃法流行的传统吃法。。彼时的饺子皮多用面粉彼时的饺子皮多用面粉

掺上米粉擀成掺上米粉擀成，，包上馅料包上馅料，，大火水煮大火水煮，，和汤食和汤食

之之。。

至今在陕西关中地区至今在陕西关中地区，，依旧保持着这种依旧保持着这种

““连汤带饺连汤带饺””的食用方式的食用方式。。一大碗一大碗““酸汤水酸汤水

饺饺””，，加入葱花加入葱花、、香菜香菜、、各式辣子调料各式辣子调料，，吃得酣吃得酣

畅淋漓畅淋漓。。

除了水煮除了水煮，，饺子的另一种经典吃法是笼饺子的另一种经典吃法是笼

蒸蒸。。唐人段成式在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酉阳杂俎》》中所记载的中所记载的

酒食之品酒食之品，，其中就有其中就有““笼上牢丸笼上牢丸””和和““汤中牢汤中牢

丸丸””。。前者是水煮的饺子前者是水煮的饺子，，后者则是蒸饺后者则是蒸饺。。

蒸饺比之水饺蒸饺比之水饺，，多了几分细腻软糯多了几分细腻软糯，，轻轻

轻咬一口轻咬一口，，皮薄汁浓皮薄汁浓，，满嘴生香满嘴生香，，尤其适合牛尤其适合牛

羊肉馅羊肉馅，，可解馋可解馋。。

蒸饺讲究汤汁滋润蒸饺讲究汤汁滋润，，咬开后油汪汪咬开后油汪汪。《。《红红

楼梦楼梦》》第四十一回第四十一回，，丫鬟们奉上两个小捧盒丫鬟们奉上两个小捧盒，，

揭开看时揭开看时，，是藕粉桂糖糕是藕粉桂糖糕、、松瓤鹅油卷松瓤鹅油卷、、蟹肉蟹肉

小饺儿小饺儿、、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

蒸煮之外蒸煮之外，，煎饺子也甚是好吃煎饺子也甚是好吃。《。《东京梦东京梦

华录华录》》中记载中记载，，繁华的汴梁夜市上可以买到繁华的汴梁夜市上可以买到

““滳酥水晶脍煎角子滳酥水晶脍煎角子””，，半透明的粉面皮儿裹半透明的粉面皮儿裹

着馅料着馅料，，汤汁饱满汤汁饱满，，滴着酥油滴着酥油，，单是看名字就单是看名字就

让人浮想联翩让人浮想联翩，，十分诱人十分诱人。。

甜咸小角儿甜咸小角儿，，玲珑包万象玲珑包万象

中国饺子的花样中国饺子的花样，，可以说是千变万化可以说是千变万化，，

多到无法统计多到无法统计。。丰富的民间饮食文化和地丰富的民间饮食文化和地

域差异域差异，，让我们的饺子从花形让我们的饺子从花形、、面皮面皮、、馅料馅料、、

烹制方式上烹制方式上，，均有不同均有不同。。

早在早在 13001300 年前年前，，韦巨源在韦巨源在《《烧尾食单烧尾食单》》

中就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二十四种小饺子中就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二十四种小饺子，，与与

节气相对应节气相对应，，可见唐人饮食的玲珑之心可见唐人饮食的玲珑之心。。

常见的饺子皮主要有两类常见的饺子皮主要有两类，，即米粉皮和即米粉皮和

面粉皮面粉皮。。面粉皮又分三种面粉皮又分三种，，冷水面皮冷水面皮、、烫面烫面

皮和油酥面皮皮和油酥面皮。。粉饺皮薄透明粉饺皮薄透明，，酥饺酥香满酥饺酥香满

口口，，面饺饱满弹牙面饺饱满弹牙，，烫饺柔软筋道烫饺柔软筋道，，可谓各有可谓各有

千秋千秋。。

面饺以北方为好面饺以北方为好，，而粉饺一道而粉饺一道，，则数潮则数潮

汕人最为擅长汕人最为擅长。。诗人袁枚曾吃过一种猪肉诗人袁枚曾吃过一种猪肉

馅的广东粉饺馅的广东粉饺，，叫做叫做““额不棱额不棱””。。包入了熬包入了熬

制过的皮冻制过的皮冻，，蒸熟后软美鲜香蒸熟后软美鲜香，，滋味念念难滋味念念难

忘忘。。

““面糊摊开面糊摊开，，裹肉为馅蒸之裹肉为馅蒸之。。其讨好处其讨好处，，

全在作馅得法全在作馅得法，，不过肉嫩不过肉嫩、、去筋去筋、、作料而已作料而已。。

余到广东余到广东，，吃官镇台颠不棱吃官镇台颠不棱，，甚佳甚佳。。中用肉中用肉

皮煨膏为馅皮煨膏为馅，，故觉软美故觉软美。。””——清清・・袁枚袁枚《《随随

园食单园食单》》

饺子皮的花样终是有限饺子皮的花样终是有限，，馅料上却是花馅料上却是花

式纷繁式纷繁。。饺子可荤可素饺子可荤可素，，肉类肉类、、海鲜海鲜、、山珍山珍、、

菜蔬均可入馅菜蔬均可入馅，，就连鲜花都可以包进其中就连鲜花都可以包进其中。。

如民间喜食的槐花馅如民间喜食的槐花馅，，再如清代宫廷用木槿再如清代宫廷用木槿

花包的花包的““椵木饺椵木饺””。。而慈禧太后偏爱以厚瓣而慈禧太后偏爱以厚瓣

白菊花制成的小元宝饺子白菊花制成的小元宝饺子，，冬天涮菊花火冬天涮菊花火

锅锅，，在清汤里下几个菊花饺在清汤里下几个菊花饺，，新雅别致新雅别致，，瓣蕊瓣蕊

清芳清芳。。

虽说饺子大多都是咸口虽说饺子大多都是咸口，，甜馅的也不在甜馅的也不在

少数少数。。明代宋诩所撰的明代宋诩所撰的《《宋氏养生部宋氏养生部》》里里，，就就

提到了提到了““蜜透角儿蜜透角儿””，，是以去皮的胡桃是以去皮的胡桃、、榛子榛子、、

松仁松仁，，和上糖蜜和上糖蜜、、豆沙为馅的油煎甜馅饺子豆沙为馅的油煎甜馅饺子。。

甜馅的饺子相当于点心甜馅的饺子相当于点心。《。《随园食单随园食单》》中中

就记载了乾隆年间著名的女点心师萧美人就记载了乾隆年间著名的女点心师萧美人，，

说她凡制糕饺说她凡制糕饺，，小巧可爱小巧可爱，，洁白如雪洁白如雪，，可甜可可甜可

咸咸，，令人叫绝令人叫绝。。

饺子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团圆的象征饺子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团圆的象征

之一之一，，愿新春的饺子带给每个人团圆的美愿新春的饺子带给每个人团圆的美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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