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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唐朝：官员贪吃丢乌纱

最近央视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国》，俨然中华

民间美食大全，惹得一帮吃货半夜起来流口水，这

个节目给了我们一个诠释文明的新方式：味觉。

一个讲究味觉的民族才是有味道的民族，有

味道的民族才是有人情味的民族， 工业革命时期

的工作快餐磨蚀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味觉， 导致他

们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味道”。

因此， 回溯过去的文明， 除了那些斑驳的古

画，暗黄的古籍，苍老的雕塑和宫殿，是不是应该

将味觉作为一个工具呢？文物已经褪色，但食物则

是鲜活的，用古典的烹饪去操作当今的材料，让魏

晋风流、汉唐气魄、明清韵味从你的舌尖深情地掠

过，然后通过味蕾渗入你的感性世界，这样的怀古

是不是更鲜活呢？

我们去唐朝尝尝吧……

【吃货的悲喜剧】

官员爱吃路边饼 有人因此丢前程

第一个吃货：宰相刘晏。 让我们来到公元 8世

纪 70 年代的长安城，五更时分，唐朝的天空刚蒙

蒙亮， 街道上冷空气弥漫， 国相刘晏的车就上街

了，在唐朝做中央干部不容易，4点就洗漱结束，去

朝廷值班了。什么香味？是街道边的饼店飘出来的

香味，那种饼，叫胡饼，西域传过来的，且闻那香

味，“势气腾辉”，热腾腾，香喷喷。

宰相在路边买胡饼吃

堂堂内阁总理被街边的胡饼吸引了， 口水飞

流直下三千尺， 遥见胡饼在前边。 身为朝廷大官

吏，刘晏不好意思下车去买。 唐朝时，官吏平民有

别， 刘晏不可能像如今的奥巴马总统那样亲自去

打包买广东美食。于是，刘晏吩咐生活秘书下车去

买了几个。 刚刚出烤炉的胡饼，十分烫手，刘晏不

敢裸手拿，就用袖子包了起来就着啃，也不顾大唐

中央干部的面子，带着满嘴满脸的饼渣，乐呵呵地

对一起等着去上朝的同事们说：“美不可言， 美不

可言。 ”

这则美食故事来自唐朝韦绚写的一部谈话记

录《刘宾客嘉话录》，据说是诗人刘禹锡侃大山的

全程记录，作者韦绚是长安人，刘禹锡也是有身份

的人，应该是可信的。

到底这胡饼怎么个好吃法， 能让堂堂国相不

顾脸面呢？翻阅《唐语林》，有豪华版胡饼的生动记

载，请吃货们务必忍住口水，看下面的记录：用羊

肉一斤， 一层一层铺在和好的面粉当中，“隔中以

椒、豉”，就是在饼的隔层中夹放椒和豆豉，“润以

酥”，用酥油浇灌整个巨无霸饼，然后放入火炉中

烤，烤到五成熟的时候就取出来吃。麦香、羊肉香、

酥油香、椒香和豆豉香，香味喷薄而出，强大得连

一代宰相也招架不住。

刘晏吃路边小食，大为失态，倒也无事，不过上溯半个世纪，到

武则天时代，一位叫张衡（注：并非东汉科学家张衡）的干部就没他

幸运了。

张衡是朝廷四品官员，本来不是正规国家干部，带点编外的性

质，不过终于熬到要转公务员编制，升三品的地步，“合入三品”，档

案也放到提升一档里面去了。 升官之前最紧要的是不要出事，张衡

也小心翼翼地不做出格的事。 然而，还是出事了。

且说有一天，张衡退朝回来，经过长安的商业区，路旁饼店一

批蒸饼刚出炉，“路旁见蒸饼新熟”，馋得实在不行，心中在做着天

人之争：“不行，我是国家干部，不能跟这些个小商小贩交易，岂不

是失了国家的体统？ 哎呀，熬不住啦，实在太香啦，不就吃一个蒸饼

吗？ 又不是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对我的前程又有什么影响呢？ ”

最后，舌尖的欲望战胜国家的约束，张衡下马买了几个香喷喷

的蒸饼，美滋滋地骑在马上啃起来，“遂市其一，马上食之”。 殊不

知， 张衡的政治前途就止于这几个蒸饼了。 张衡好歹是个公众人

物，朝廷大员在大街上买蒸饼吃的非先进事迹传开来了，没想到街

边买零食的事，大唐政府的纪检委员也管，专门负责纠风的御史在

武则天面前奏了他一本。

武则天也觉得挺丢脸，马上批示：“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编

外干部出身，不准进入到三品大员的阶层。 彻底丧失政治前途，你

说这损失有多大。

在唐朝，宰相也才是三品，张衡丧失了进入最高行政管理层的

机会。这个吃货，真是舌尖上小不忍就断送前程。不过，从人性的角

度而言，好吃才是王道，什么三品官衔于我如浮云，但愿张衡先生

能如是安慰自己。

这则美食故事出自《朝野佥载》第四卷。

【美食传奇】

汉堡包比房子大 马鞍垫能做成美食

路边吃蒸饼被人告发

有吃货就必然有满足他们愿望的好厨师。 令人拍案称奇的是，

除了专业的厨师， 在唐朝或者稍后的行政界和军界都有一批善于

烹饪的大师级人物。

馅儿饼西施上演

大唐版《爱情面包屋》

政界和军界的官员跻身厨师界，高官的老

婆也有从事饮食制造业的。

贞观年间有个名相叫马周， 这小子爱喝

酒，得罪地方官一大把，混不下去了，来首都长

安找前程。 他投靠一家馅儿饼店的女老板，女

老板介绍他进入政界，认识了一位名叫常何的

将军，当了将军秘书，然后才华掩盖不住，被唐

太宗赏识，做了大唐帝国国防部长。 不知道是

温柔的女老板感动了他，还是女老板甜美的馅

儿饼打动了他，富贵后的马周娶了这位馅儿饼

西施。 这个故事来自《定命录》。

其实，马周夫人在长安饮食街是颇有名气

的，当时的风水界名士袁天罡和李淳风都吃过

她做的饼，可能太好吃了，两人大肆吹捧馅儿

饼夫人：“这位女士看相富贵不可挡，怎么会屈

尊在此卖饼呢？ ”由此不难推测，马周夫人在当

时的长安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很可能是凭

她的影响力将其男朋友马周引入政界。 这是饮

食界和政治界混搭的典范。

由此可见， 其故事可以写成一部大唐版

《爱情面包屋》，多事者完全可以据此拍一部电

视剧，或名《大唐馅儿饼夫人》，讲落魄才子马

周与唐朝馅儿饼西施联手，在长安饮食街大展

身手，然后从饮食街进入政界的故事。

做一张大饼用上三斗面粉

《北梦琐言》记载，有个叫赵雄武的官员，当过好几任地方官

员。 赵大人廉洁奉公，官当得很干净，同时食品也做得干净漂亮，

“严洁奉身，精于饮馔”，是清官美食家，尤其善于做大饼，人称“赵

大饼”。 他从来不请厨师，饮食方面他自己操作，当然，凭他的手艺

也没人敢到他家应聘厨师，打下手的有十五个，助手们都穿着窄袖

子的工作服，而且衣着一定要干净，“皆着窄袖鲜洁衣裳”。

赵大人是位敬业的美食主义者，哪怕家里只请一个客人，也要

各色菜肴俱全，山珍海味样样不缺，哪怕是王侯之家都赶不上。

且说他造的大饼，每一张大饼需要三斗面粉，不知道是不是膨

化的效果，饼出来后有几间房那么大，“大于数间屋”。 个头大，味道

如何呢？ 据说皇宫里头举行宴会，豪宅大院举办宴席，都要买他做

的饼，比房间还大的汉堡包堆在宴会上，那效果也够喜感的，宾客

们剖分而食，赞不绝口。

这饼是怎么做的？ 对不起，历史没记载。

马鞍垫和箭壶拿来下锅做菜

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将军，史上没有记载他的尊姓大名，

但记载了他吃货的行径。 这位将军以美食家的眼光看待天下万物，

他认为，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每说无物不堪吃”。

他自己开饭馆膳堂，什么都可以用来做菜。 烹饪原料多元化的

程度，足以让人“碉堡”：居然能将马鞍下面的旧垫子，还有用过的

箭壶，修理一番，加工一番，放到厨房里倒腾一番，居然成了美食，

还挺可口的，“修理食之，其味甚佳”。 不知道这位将军在吃马鞍垫

子和箭壶的时候有没有壮志凌云地说：“要让全国人民吃上马鞍垫

子和箭壶。 ”据说，马鞍垫子在那时叫“障泥”，还有箭壶，都是熊皮

和鹿皮做的，想必比明胶安全。 这是来自《酉阳杂俎》的美食案例。

【美食与笑料】

皇帝强人所难吃乳酪

吃坏官员肚子

皇帝自然是吃货。 著名的唐玄宗，喜欢用

鹿血煎鹿肠吃，名为“热洛河”。 天子与臣下同

乐，觉得不应该独食，因此又赐给安禄山和爱

将哥舒翰吃。

有些皇帝比较重口味，例如有“小唐太宗”

之称的唐宣宗喜欢吃游牧部落的乳酪饼，美其

名曰：“银饼”。 当时的翰林学士韦澳很受他的

待见，后来成为最佳长安市市长。

有一年，唐宣宗在太液池避暑，忽然想起

要关照这位亲信，于是把韦大人和另一位学士

孙宏叫过来，谈了一会儿工作后，宣宗一高兴，

就赐给两位干部乳酪饼。

虽然韦澳本来就厌烦这油腻的东西，但皇

恩浩荡不得不吃，结果肠胃受不了，两位大学

士腹泻好几天。

皇帝好吃，随从也免不了。 大唐王朝皇家

卫队都是吃货。《卢氏杂说》记载，皇家卫队每

次都会在完成任务之后，上街吃鹅。 当时的市

场价格是两三千钱一只鹅，派人到市场上按人

头数买鹅，用火去毛，再去内脏，往里面填上肉

和糯米饭，用五味调和。 别以为是把鹅直接烹

饪，还得杀一只羊，也去毛，用火燎干净，再去

肠胃，把鹅放进羊身体里，至于每只

羊放多少只鹅，未交代。

缝好羊皮后， 烧烤，“置鹅于羊

中，缝合炙之”，羊肉一熟，马上去掉

羊，取出里面的鹅，用手捧着吃，羊

肉却不吃， 大概是味道已经渗透到

鹅肉上去了，这道菜的

名称如今听起来很洋

气：“浑羊殁忽”。 吃货

们看到这里千万别流

口水。

（据《半岛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