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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什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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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談
陳雁茵

如是我見
明德

細說古今淮揚菜
江蘇省地踞長江、

淮河南北，平原、丘陵、
湖泊、河流一應俱全，四
季分明，雨量充沛，物產
豐富得天獨厚。距今七千
年前的浙江餘姚河姆渡文
化，說明當時長江下游地
區已人工種植水稻。據

《清稗類鈔》 「各省特色之餚饌」 中所述，
「餚饌之有特色者，為京師、山東、四川、
廣東、福建、江寧、蘇州、鎮江、揚州、淮
安」 。在此十個地方菜中，江蘇淮揚地區佔
五席，而淮揚菜在明清時期為中國四大菜系
之一，影響深遠。

「淮揚」 的名稱從商周時代已經出現，
「飯稻羹魚」 的魚，是指品種繁多的水產，
包括魚、蝦、蟹、蛤、螺、蚌、甲魚等。據
記載，在夏商周時期，江蘇地區已經懂得養
魚技術，而在江蘇睢寧、銅山的漢代石畫上
記載了當時百姓捕魚的場面。江蘇省水網交
織，並擁有太湖和陽澄湖等大湖泊，生態條
件得天獨厚，水產豐富，尤其是清水大閘
蟹，更是名聞中外。以蟹入饌，更是江蘇的
名菜名點，包括蟹粉豆腐、蟹黃湯包、蟹粉
小籠包等。

東漢後期，中原大地經歷黃巾起義、董
卓之亂、魏蜀吳三國相互征戰，加上五胡亂
華等戰爭，社會動盪不安，造成大量北方人
舉家南遷，其中包括了不少名門望族，東晉
政權把他們安頓在 「南徐州」 和 「南兗
州」 ，設 「僑郡、僑縣」 ，即今天常州、鎮
江、揚州、淮安等地區。北方南遷的人口，
為華東地區帶來了人力、資金和生產技術，
更重要的是帶來了麥、菽、粟的種植和加工
技術。魏晉時期，江蘇地區糧食加工技術已
很進步，稻米加工成精細的白米，更發明了
用絹羅製的麵粉篩子，精細麵粉的出現，大
大促進了江蘇地區的點心類食物的發展。

清康熙六年，淮揚地區正式被分為江蘇
和浙江兩省及安徽的一部分。清代康熙、雍
正、乾隆三朝盛世，長江下游地區是國家經

濟中心，鹽茶漕運、絲綢紡織，為地區帶來
前所未有的興旺，飲食文化交流，加上南遷
的豪門和名士帶來了京都的烹調技術，中原
飲食文化和吳越飲食文化交匯融合，使淮揚
菜餚變得更加多樣化和更加精細。宋元時
期，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宋朝時期開
放夜市，酒樓食店如雨後春筍，飲食業一片
繁華景象，百花齊放。

淮揚菜的中心在揚州市，在春秋時代叫
廣陵郡，到了漢朝曾多次改為廣陵國，後又
改回廣陵郡，隋朝曾名為江都，到了唐朝才
改名為揚州。隋唐時期，淮揚府管治的地
區，以揚州為經濟中心，這裏集中了揚州和
淮安地區美食的精華。揚州人以其飲食文化
為榮，至今仍稱揚州菜為淮揚菜。今天的揚
州，更是全國著名的烹飪教育中心。

一千四百多年前，隋朝京杭大運河開
通，隋煬帝三下揚州，宮廷的菜式進入淮揚
地區，進一步提高了揚州菜的烹調水平。大
運河從洛陽途經江都伸延到餘杭（杭州）。
元、明、清三代，繼續修建北到天津，西連
長安。大運河也為各朝的皇帝提供了出巡的
方便，隋煬帝三下揚州、康熙六次南巡、乾
隆六下江南，留下了不少風流韻事；古時由
南至北的漕運更主要靠大運河，揚州成為鹽

商聚居的城市，《資治通鑒》裏說 「揚州富
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 （益即四
川），揚州人對生活要求精益求精，所以才
有揚州三把刀：菜刀、理髮刀、修腳刀。如
果沒有揚州精湛的菜刀工藝，恐怕也難有精
緻的淮揚菜。

當年隋煬帝楊廣帶着妃嬪隨從，乘着龍
舟沿大運河南下看瓊花（即繡球花）， 「所
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 。楊廣對萬松
山、金錢墩、象牙林、葵花崗四大名景十分
留戀。回到行宮後，楊廣吩咐御廚以上述四
景為題，製作四道菜餚，作為紀念。御廚們
費盡心思終於做成了松鼠桂魚、金錢蝦餅、
象牙雞條和葵花斬肉（獅子頭）這四道菜。
隋煬帝品嘗後甚悅，賜宴群臣，令淮揚菜風
行朝野。

到了清代，江蘇省由 「魚米之鄉」 進一
步成為 「天下糧倉」 。江蘇省人傑地靈，自
古就是文人雅士的集中地，對飲食的講究程
度高於其他較遲開放的省份，據《史記》、
《吳越春秋》記載，江蘇人在兩千多年前已
懂得用蒸、炒等技法來烹調魚類，以保持其
鮮味，而在千年以前的宋朝，金陵（南京）
鹽水鴨已經遠近馳名。中國古代的十大名廚
中有五位來自江蘇和浙江，他們是太和公、
劉娘子、蕭美人、王小余和董小宛，而蘇東
坡、陸游、袁枚、曹寅、唐伯虎等既是文人
也是美食家，曹雪芹在《紅樓夢》裏提及的
賈府飲食，指的也是淮揚菜。開國總理周恩
來是淮安人，一九四九年北京的開國大典，
毛澤東等領導人宴請各界人士，在周恩來的
提議下，宴會的菜式選的就是淮揚菜。

淮揚菜的特色是手工細膩，菜式清爽雅
淡，薄油輕芡，講究鮮嫩軟滑，做法以煨、
燉、燴、炒為主，並擅長做湯菜。淮揚菜選
料新鮮、不時不食、廚藝考究、刀工細膩見
稱。傳統菜式有 「三頭」 ：獅子頭、拆肉魚
頭、冰糖煨豬頭； 「三醉」 ：醉蟹、醉蝦、
醉螺。其他菜式還有揚州炒飯、鹽水鵝、文
思豆腐、炒軟兜、紅燒江鰻、桂花糖藕等
等，美味菜式多不勝數。

筆者近日研究《說文
解字》，讀到 「世」 字，
其演變歷程，猶如一部迷
你中國文字發展史。

許慎在《說文解字》
中解釋 「世」 字時，依據
的是小篆字形： 「世，三
十年為一世。從卅而曳長

之。亦取其聲也。」 許慎此解源於小篆字形
的特殊演變，其核心方法是 「以形說義」 ，
通過小篆字形推求本義。

這一說法雖非造字真正本義，卻深刻反
映了漢代社會的時間觀念與文化認知。追溯

至甲骨文時期， 「世」 字原為樹木分枝的象
形，主幹旁生新枝，生動展現生命繁衍的意
象。商周金文中， 「世」 字仍保持着清晰的
枝椏形態，尚未與具體時間概念產生聯繫。

隨着周代禮制發展， 「世」 逐漸被賦予
時間屬性。《禮記》記載 「三十曰壯，有
室」 ，這種認知源於多方面：諸侯爵位 「三
十年一世」 的政治制度；以及農業社會 「三
十年而有九年之蓄」 的經濟規劃。

戰國至秦漢時期， 「世」 字經歷了關鍵
性的形變。秦朝 「書同文」 政策下，原本的
枝椏象形訛變為 「卅」 ，形成 「從卅而曳長
之」 的小篆結構。漢代經學家進一步系統化

「三十年為一世」 的觀念，在《二年律令》
等官方文書中明確規定爵位繼承以三十歲為
基準，東漢班固《白虎通德論．壽命》更明
確記載： 「三十年而筋骨堅強，任為人
父」 。

時至今日， 「世」 字的用法已呈現豐富
多維內涵。雖然 「三十年為一世」 的具體說
法已不常見，但其精神內核仍潛藏在 「世
紀」 、 「世代」 等時間概念， 「世界」 、
「世間」 等空間範疇，以及 「世交」 、 「世
襲」 等社會關係之中。從甲骨文的枝椏象形
到漢代的時間量化，再到現代的抽象概念，
每個階段都凝結着特定時期的社會認知。

三十年為一「世」？

重獲新生的英國「紅色經典」
英國的四

月春光明媚，
我和丈夫帶上
兩個孩子到英
國峰區踏青。

在連綿起
伏的綠野中徒
步數公里後，

我們不經意走進了一個叫梅普敦
的別致小村。這裏的人行道很狹
窄，我們四人排成一路縱隊行
走。我的小女兒走在最前方，忽
然撒丫子向前奔去。

只見她衝到一個大紅老電話
亭旁，隔着玻璃全神貫注地打量
着亭內。我心中納悶，這電話亭
裏究竟有什麼，竟對這娃兒有如
此吸引力？

走近一看，我才發現亭內整
整齊齊擺滿了書籍。我恍然大
悟，這就是傳聞中重獲新生的英
國 「紅色經典」 。

紅色老電話亭被譽為英國經
典文化之一，英國人對其情有獨
鍾。在二○一五年的一次全國調
查中，紅色經典電話亭以高票數
被英國民眾評為 「英國有史以來
最偉大的設計」 。

被稱為K2的圓拱頂大紅電
話亭是由英國著名建築設計師斯
科特於一九二四年設計的。這種
電話亭使用鑄鐵製造，每個重達
一噸。一九三五年，簡化改良後
的K6電話亭問世。K6的外形與
K2相似，但重量比K2輕了百分
之二十五。一九三六年，K6電
話亭被正式投入使用。K6是現
今英國最常見的電話亭，也是英
國經典電話亭的代表。

紅色經典電話亭不僅是英國
人的心頭好，也是世界各地遊客
心目中的英國標誌，是英倫風情
不可缺的一道耀眼景觀。然而，
隨着移動電話的普及，公共電話
亭的使用率越來越低，很多電話
亭都被拆除了。

可是，許多英國民眾卻對這
些 「紅色經典」 難以斷捨，不忍
看到這一獨特的英國文化符號消
失在歷史長河中。於是，憑藉着
奇思妙想，英國人將被廢棄的紅
色電話亭修復，並改造成袖珍圖
書館、小商舖、小咖啡館、網
吧、花店、藝術展館、小酒館以
及備有心臟除顫器的微型急救中
心等等。這樣一來，電話亭不但
被保留下來，還重新煥發出生命
力。

英國人竭力挽救國民至愛
「紅色經典」 已多年，但我卻一

直未能一睹這些重獲新生電話亭
的風采。沒想到在這山旮旯裏，
女兒的火眼金睛竟捕捉到了一
個。

我的兩個女兒在電話亭外徘
徊良久，終於忍不住好奇，拉開
了那扇沉甸甸的門。小女兒翻看
了亭內的好幾本書籍，又看看貼
在亭內的告示（告示建議以書易
書，以保持亭內書籍的數量），
然後嘆道： 「早知道他們有這種
圖書館，我就背幾本書來。」

我被女兒的童稚逗樂了，心
想：到山野徒步還要背幾本書。
這娃兒是嫌背包不夠沉嗎？

然而，走在小村裏，我逐漸
跟女兒產生了共鳴。梅普敦四面
草木葱蘢，一條蜿蜒小河從村邊
潺潺而過。村莊很小，村裏的居
民僅有一百三十多人。這兒沒有
川流不息的車輛，沒有鼎沸的人
聲。走在村裏，青葱滿目，鳥語
盈耳，林籟泉韻，澄心滌慮。此
處的確是一個可讓人摒除雜念，
靜心閱讀之地。

眼前如茵的草坪把我帶回到
二十多年前的大學校園。我彷彿
又看到了那些在草坪上、樹蔭下
手持書卷的莘莘學子。當走過一
個個精心修葺的庭院，我的腦海
中又不禁浮現出小村居民在自家
園中品茶閱讀的畫面。

在電子產品充斥的今天，書
籍日漸式微。然而，堅實厚重的
紅色經典電話亭，卻承託着這些
人類智慧的結晶，如定海神針般
佇立於這個中世紀的古村裏，給
焦躁的世界帶來一份沉穩與安
然。

許多英國人對 「紅色經典」
的眷戀，或許是他們內心在渴求
逃離紛擾的世界，恢復淳樸生命
原生態與回歸本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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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創新與實踐路徑
吳志良

（
澳
門
篇
）

立法先導與學術奠基
澳門作為中國最早系統性保護文化遺產的

先行區，其制度基因可追溯至一九七六年頒布
的《文化財產保護條例》。這部早於聯合國
《世界遺產公約》的地區性法規，確立了 「保
護優先、活態傳承」 的原則，為亞洲文化遺產
保護樹立了標杆。而二○一三年實施的《文化
遺產保護法》更將非遺納入法律保護框架，形
成 「清單─名錄─傳承人」 三級保護體系：截
至二○二四年，澳門已確立七十項非遺清單項
目，其中國家級非遺十一項（如粵劇、木雕神
像雕刻、土生葡人美食等），另有十二項列入
《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這一制度優勢的深層支撐來自系統的學術
工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澳門特區政府
和民間學術機構聯合海內外研究機構，共同整
理、出版和研究澳門的歷史文化檔案文獻，二
○一二年起，澳門基金會協同文化和旅遊部啟
動《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編
纂，涵蓋民間文學、傳統音樂、舞蹈等八大門
類，累計整理口述史料數百萬字。這項工程不
僅填補了澳門民間文藝系統研究的空白，更通
過全面收集大量一手資料建立 「非遺基因
庫」 ，為保護實踐提供了學理支撐。

多元主體的共生機制
非遺保護的澳門模式，本質上是一種 「政

府主導─社會協同─市場補充」 的共生機制。
首先，提供法律保障與政策迭代。二○一

三年《文化遺產保護法》專設非遺章節，突破
性地引入 「活態傳承評估機制」 。該法明確規
定：文化局須每五年對非遺項目的存續狀況進

行評估，對瀕危項目啟動緊急保護程序。在此
框架下，二○二四年文化發展基金設立非遺專
項資助計劃，覆蓋魚行醉龍節、土地信俗等十
一項國家級非遺。

其次，建立傳承人支持體系。
以道教科儀音樂為例，傳承人吳炳志家族

四代守護五百餘首道曲，其子作為第五代傳人
已開始參與傳承工作。二○一六年，吳炳志獲
文化部頒發傳習經費，並成立 「道教科儀音樂
傳承基金」 ，通過數字化記譜（與武漢音樂學
院合作）和成立道樂團，將傳統儀式音樂轉化
為舞台藝術，吸引青少年參與。

第三，形成社區參與的活態傳承。魚行醉
龍節的保護實踐堪稱典範。澳門鮮魚行總會通
過 「醉龍醒獅團」 培養青少年傳承人，二十七
歲的關志永從四歲起學習舞龍，帶動二十餘名
同齡人加入。每年農曆四月初八的巡遊活動，
不僅保留噴酒、派發龍船頭飯等傳統，更通過
社交媒體直播吸引全球觀眾，實現 「傳統儀式
─現代傳播」 的轉化。

第四，展開數字賦能創新實踐。在數字技
術重構文化生態的當下，澳門探索出 「虛實共
生」 的非遺保護新範式，構建 「澳門記憶」 數
字平台。該工程收錄文獻圖像四點二萬件、口
述歷史影像二百小時，並擬建立非遺項目三維
模型數據庫。以道教科儀音樂為例，平台不僅
保存傳統曲譜，還通過動作捕捉技術記錄道士
的科儀動作，形成 「音畫一體」 的數字檔案。

文明對話的微觀鏡像
我們嘗試列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道教科

儀音樂作為宗教儀軌的現代轉化。澳門道教科
儀音樂融合正一派與全真派傳統，現存曲目達

五百餘首，數量居全國前列。其保護路徑體現
三大創新：學術化整理：與武漢音樂學院合作
完成曲譜記譜，出版《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專
著，將口傳心授轉化為可傳播的學術資源；藝
術化呈現：成立道樂團，加入揚琴、古箏等樂
器，在澳門藝術節上演《道韻仙音》專場；教
育化滲透：在中學開設道教音樂選修課，通過
「非遺工作坊」 讓學生體驗法器演奏，近五年
培養青少年傳承者超二百人。

第二個案例是魚行醉龍節作為民俗信仰的
社區再造。這一起源於明代香山縣的民俗，在
澳門演化出三種獨特形態：儀式創新：保留柚
木龍首龍尾、噴酒驅邪等傳統，新增 「五香
水」 沐龍、電子祈福燈等現代元素；經濟賦
能：開發醉龍主題文創產品（如限量版米酒、
AR互動明信片）；國際傳播：通過 「一帶一
路」 文化交流項目，赴葡萄牙、巴西巡演，將
醉龍舞轉化為文化外交載體。

灣區協同與國際對話
澳門非遺保護的終極價值，在於為文明對

話提供 「第三種方案」 ──既非文化同質化的
全球主義，亦非封閉的本土主義，而是 「多元
共生」 的灣區範式，可從以下三方面切入：首
先是制度創新，進行標準化建設，例如制定
《灣區非遺分級保護指南》，建立 「瀕危─傳
承─創新」 三級評估指標；其次是增強流動
性，推出 「非遺跨境通認卡」 ，實現傳承人資
質灣區互認；其三要數字化躍遷，應用虛擬現
實技術再現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並進行區塊鏈
確權，可以在橫琴共建 「灣區非遺數字走
廊」 ，開發跨域非遺數據庫與版權交易平台。

同時，加強國際交流合作，舉辦文物保護
與文化發展國際研討會。澳門還可依託 「海上
絲綢之路」 節點優勢，推動土生葡人美食烹飪
技藝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該技藝兼具
中西文化基因，其 「非洲雞」 等多種菜單配方
融合葡式烤製與東南亞香料，恰是文明交融的
活態見證。

非遺保護的本質不僅是文化存續的技術方
案，更是文明對話的哲學實踐。道教科儀音樂
的悠揚道韻與醉龍舞的鏗鏘鼓點，苦難善耶穌

聖像巡遊的嚴肅壯觀，共同譜寫
着澳門 「和而不同」 的文化密
碼。這種跨越時空的守護，正是
「一國兩制」 賦予澳門的深層使
命：讓傳統與現代在此交響，令
地方經驗昇華為人類共同價值。



◀ 「魚行醉龍節」 舞醉龍隊伍
在澳門議事亭前地進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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