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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历史

方言杂记

大开眼界

流年碎影

火锅是全国各地都非常流
行的一种饮食方式， 火锅尤其
是川黔滇渝一带的人， 就算是
七八月份的酷暑天气， 也挡不
住对火锅的那种热情。 四川重
庆的火锅在全国的大小城市都
随处可见， 由于普遍以麻辣为
主，比较开胃，所以最受欢迎。
全国各地的火锅各具特色五花

八门，两广的海鲜火锅、北京的
涮羊肉火锅、湖北野味火锅、上
海什锦火锅等等都是各地的典
型代表。

中国人吃火锅的传统由来
已久，浙江等地曾出土 5000多
年前的与陶釜配套使用的小陶
灶，可以很方便地移动，可以算
是火锅初级形式。 嘉庆皇帝登
基时，在盛大的宫廷宴席中，除
山珍海味、水陆并陈外，特地用
了 1650只火锅宴请嘉宾，成为
我国历史上最盛大的火锅宴。

南京博物院在江苏盱眙县境内
大云山西汉墓中考古出土的一
件分格鼎，直接证明墓主、西汉
江都王刘非是一位十足的火锅
“吃货”。而且，不只证明他喜欢
吃火锅，还证明他吃的是“鸳鸯
火锅”。

鼎是商周时期人们做饭做
菜、祭祀最常用的炊具———即今
天的锅。不少鼎出土后，腹下有
烟熏火燎的痕迹， 就是这种原
因， 而这正是火锅的加热特征。
这种鼎， 其实就是一种火锅，将
炊器与盛器结合到了一起。

2010年 11月，在陕西西安
咸阳机场二期考古工地上，清
理出一座距今 2400 多年的战
国时期秦墓。 在墓的壁龛中发

现了一件青铜鼎、 一件青铜钟
和一件漆器残件。此鼎高 20厘
米、腹径 24.5 厘米，有盖，令考
古人员惊讶的是， 鼎内竟然还
有骨头汤。骨头经鉴定，被认定
是狗骨，证明这是一锅狗肉汤，
被圈内趣称为 “狗肉火锅”。而
在更早的西周， 甚至再早的商
代墓葬考古中，也出土过火锅。

1974-1975年，在陕西宝鸡
市茹家庄发掘了两座西周墓葬，
其中一只出土于二号墓中，上面
有铭文“白乍井姬鼎”。此鼎造型
奇特，只有一只足，上部是立耳
鼓腹圆鼎，底部中央有一圆柱鼎
足，立于一个三足盘上。经分析，
这不是普通做饭的鼎，而是当时
的火锅， 底部盘内可置炭火加
热，方便将火源与菜品一起端到
桌上。从其容量来看，盛满菜也
只够一人食用，进而推测是分餐

制情况下所用，一人一只，吃的
是“小火锅”。

汉代人已吃 “鸳鸯火锅”，
染炉将调料加热后涮蘸， 到了
汉魏时期， 人们吃火锅更为普
遍了。从考古发现来看，此时已
有各式各样的火锅， 火锅的材
质也不局限于青铜一类， 出现
了铁火锅、陶火锅等；除了吃分
餐制形式的“小火锅”外，那时
人们还吃起了可以放不同料
汤、烧煮不同口味的鸳鸯火锅。
南京博物院在江苏盱眙县境内
大云山西汉墓中考古出土的一
件分格鼎，直接证明墓主、西汉
江都王刘非是一位十足的火锅
“吃货”。而且，不只证明他喜欢
吃火锅，还证明他吃的是“鸳鸯
火锅”。

分格鼎， 就是将鼎分成不
同的烧煮空间， 避免不同味道

的料汤串味，其
饮食原理就是现
代的鸳鸯火锅，

方便有酸 、
辣、麻、咸等不同
饮食习惯的食
客。鼎分 5 格，中间圆格
外面再分出 4格，可以将
猪肉、狗肉、羊肉、牛肉、
鸡肉这类肉品，放在不同
的格内， 从而能吃到 5种不同
风味的火锅。 刘非很会吃火
锅， 在分格鼎旁边还出土了两
套“染器”。所谓染器，就是吃火
锅时放作料的盘子。 从这些年
的考古发现来看， 染器有的是
盘状，有的则呈杯状，如果有加
热装置，则称为“染炉”。从染炉
的出土来分析， 汉代人吃火锅
与现代人的吃法稍有不同，将
调料加热后，再涮蘸着吃。

2007年年初在湖北郧县境
内上宝盖遗址上发现的一只陶
质火锅， 则与现代鸳鸯火锅设
计完全一样。经鉴定，此火锅系
西汉时期炊具， 可见当时的鄂
西人也吃火锅了。 类似的陶质
火锅，在重庆云阳 2000年前的
一座汉墓中也有发现。 这是一
件釉陶质釜灶， 釜灶相当于今
天的烫火锅， 应该是根据墓主
生前生活中的实物， 原样制作
出来的随葬明器。可见，以吃火
锅著称的重庆人，在 2000年前
就好这一口了。

佢“求”咗半朝啰
□舒饭

广府话中表“蹲”义的动词，音 mou，其本字是
什么呢？香港的彭志铭先生在其《正字正确》一书
中，给出了一个“踎”字，他说：“‘踎’是香港的自创
字，七、八十年代起面世，是谁作出，还在追查。”

他在书中提到， 当年广州的杨子静先生写有
《粤语钩沉》一书，里头有提及“踎墩”一词，杨先生
认为，“踎墩”来自“猫蹲”，“猫，北方话早已作动词
或形容词用，如：猫腰就是弯腰，猫着走就是佝偻而
行。”所以杨先生说，广州话的“踎”，实际上就是这
种词义的“猫”的摹音俗字。杨先生还说，“猫蹲”，也
有作“猫冬”的，过去东北冬天实在太冷的时候，人
们不能外出工作，只会待在家里“猫冬”，而广府话
的“踎墩”，就是指长期失业，蹲在家里无所事事。

不过，彭志铭先生非常肯定地说，“踎”的本字
不是“猫”，至于为什么。我不知为什么彭先生似乎
并没有说。

现在的石岐话，跟广府话一样，表“蹲”这个动
作的，大都用“踎”这个词，但那天，我在石岐听到一
个七旬老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佢‘求’咗半朝啰。”
我听了一怔，一想，我祖母生前好像也是这样说的，
还有好些老石岐人也是这样说的。那么，石岐话这
表“蹲”义的“求”，本字是什么呢？

那就是球，你看，他或她一蹲下来，屁股就呈两
个半球状，于是石岐人就用“球”来表示蹲，这挺顺
理成章的，顺到你也不信，我更存疑，况且，石岐人
与其他讲广府话地区的人们一样，都是用“波”来形
容球状物体的（其实有一点我一直没弄清楚，“波”
乃英语 ball 的意译，这引入这个舶来词之前，粤人
用什么来形容球状物体呢？）

好吧，我还说一本正经地找了一个词———尻，
我得承认，我找到“尻”这个词，是受到彭先生《正字
审查》书中所言的启发，书中提到，日本电视剧《一
公升眼泪》的女主角泽尻绘理香的姓氏“泽尻”之
“尻”，原是中国汉字，古意是臀部或肛门，粤音是
“够”的高音。

我翻查了《汉语大字典》，里头的解释跟彭先生
所言差不多。我在想，人蹲着的时候，屁股是外突
的，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而用“尻”来表示蹲这个动
作，我作如此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是“求”“尻”音近。

在《正字正确》之前，彭先生还写有《次文化语
言》一书（他创办的出版社就名“次文化堂”），书中
有一节曰“‘无厘头’研究”，如他所言，“无厘头”一
词 ，解作 “不依常理 ，无章法可言 ，令人摸不着头
脑”。他认为，“无厘头”一词，是源自“无厘头尻”这
个广东老俗语。

彭先生在书中首先说明，“厘”是简写，或曰俗
写，本字是“釐”。这个“釐”有一解释，就是“微小，一
丁点儿”，彭先生说，“尻”是臀部，背骨末端处，“头
尻”，就是“头尾”，“无厘头尻”，就是“无厘头尾”，其
实，粤俗语就有“无厘首尾”的讲法。

有人认为，此处的“釐”，是“釐清”的
意思，“无釐首尾”和“无釐头尻”，就是分
不清头尾，首尾。但这“无厘”家族，在粤俗
语里头多的是，如无厘搭霎，无厘拉更，无
厘家教，无厘醒目，无厘神气等等 ，这些
“无厘”中的“厘”，应该都是“微小，一丁点
儿”之义。

我赞同彭先生的看法，“无厘头”很有
可能源自“无厘头尻”，更有可能的是，因
为“尻”跟粤语的一粗口字的读音几乎一
样， 人们不好意思说它，慢
慢就变成了“无厘头”。

如果石岐话表 “蹲”义
的“求”，真的就是这个“尻”
字的话， 若有人莫名其妙，
无端端地在某处蹲了大半

天，那就是：佢无厘头尻咗
半朝啰（彭先生在前面提到
的两本书中都一直强调，这
个“尻”不是粗口字）。

闲来无事， 偶翻漫画剪贴本，重
温了《六艺》创刊号上的一幅珍贵老
漫画《文坛茶话图》。这幅漫画描绘了
我国三十年代文坛名流俊杰群贤毕
至，在茶话会上畅所欲言，共商文化
事业之大计方针的宏大场面，当年在
漫画界、文化界曾风靡一时。但因年
代久远，当今中青年一代，知道这幅
画的，堪称凤毛麟角。笔者在此愿将
它公之于世，以飨读者。

《六艺》杂志创刊于 1936年 2月
15日，编辑由高明、姚苏凤、叶灵凤、
穆时英、刘呐鸥五人组成。成谓六艺
者，指的是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
画、雕塑。《六艺》内容涵盖以上六个
方面，图文并茂。当年著名漫画家鲁
少飞、张光宇、胡考、张正宇、陆志庠、

张英超都曾为《六艺》画过漫画。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当是这幅发在创刊号
上署名鲁少飞的大型漫画《文坛茶话
图》，该画通栏刊于 16开本的《六艺》
中心插页上， 用浅黄色道林纸印刷，
精美异常，实为逸品。

该画描绘了 20多位三十年代我
国著名作家的漫画形象。右上角墙上
挂着袁中郎和高尔基像，像下中间坐
在主人地位的是邵洵美， 右侧为茅
盾，左侧是郁达夫。席间左起：林语堂
口衔雪茄， 介于老舍与达夫之间；张
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你
看他右边是冰心女士，左面是白薇小
姐；洪深一本正经，也许是在构思电
影剧本；傅东华昏昏欲睡，又好像在
偷听什么，可不是吗，在他后面的鲁

迅和巴金不是正在谈论文化生活出
版计划吗？知堂老人（周作人）道貌岸
然，一旁坐着的是郑振铎。左下角背
坐者（左起）沈从文回过头来，专等拍
照；杜衡和张天翼、鲁彦成了酒友，大
喝五茄皮。茅盾左首捧着茶杯的是施
蛰存， 隔座的背景大概是凌淑华女
士。前面站立的五人（右起）是现代主
义的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三位大
师；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
明（高明见鲁迅在座，满脸怒气，要拂
袖而去。）推门进来的是田汉，口里好
像在说：“对不起，我来迟了。”田汉后
面露着半边脸的是丁玲女士。左面墙
上挂的是已故的作家（右起）刘半农、
徐志摩、蒋光慈、彭家煌像。

这幅漫画的作者署名鲁少飞，但

漫画家鲁少飞生前对此予以否认。有
人推测可能是鲁少飞怕引起漫画所
涉及的作家的不满而不予承认；也有
人认为可能是鲁少飞年长日久或年
迈失忆而忘记了。但老漫画家季小波
也断言该画的风格与鲁少飞大相径
庭，绝非出自鲁的手笔；无论从画技，
还是画风上看，都很像是另一位擅长
画集体肖像画的漫画家汪子美的作
品。至于为什么署名“鲁少飞”，季小
波先生认为可能是作者开玩笑，但我
想也会有另外的可能， 不排除在编
辑、发稿过程中出现差错。

我们今天说打劫， 一般指抢劫，
也就是抢夺别人财物的行为。 然而
“打劫”这个词最初并不是指抢劫，而
是围棋术语中的一种，对局双方从开
劫、提劫、找劫、应劫、再提劫，直至劫
最后解消的整个过程，均可概括称为
“打劫”。

这里我们有不得不来说说这个
劫字，在道家思想中，劫也叫劫数，指
灾难与困难，当一个人做了违背天理

伤天害理的事情后，会受到上天的惩
罚，这叫天劫。我们常常在小说或者
影视作品中看到 “何方道友在此渡
劫？”类的词，这里的渡劫实际上就是
渡天劫。
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一定的规

律，这仿佛是上天注定的，但道家的
修仙之人，可以通过修炼来获得特殊
的能力， 妄图以凡人之身修得真仙，
这本拉力就是一个违背天理的过程，

上天会降下劫难，只有读过这些劫难
才能让修炼这更强大， 所有劫难中，
最高级的劫难称为天劫。当修真者渡
过天劫后， 即可突破人间界的桎梏，
飞升到仙界成为仙人或者神人。这个
过程就称为渡劫。
有趣的是，劫在佛教中还是一个

极大时限的时间单位，出自古印度婆
罗门教。婆罗门教认为世界应经历无
数劫，一劫相当于人间之四十三亿二
千万年， 每一劫最后有劫火出现，烧
毁一切，复重创世界。佛教中的劫指
时间单位，也指一次轮回重生。

其实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的思
想中，劫都有灾难的意思，各种灾难
就可说成为各种劫，比如因为犯桃花
导致的劫难叫桃花劫，巨大的劫难叫
浩劫；毁灭的劫难叫灭劫，火灾叫焚
劫，坐牢叫狱劫等等。

今天的汉语词典中对打劫的解
释为“拦路抢夺财物”，也就是抢劫。
然而打劫最初是在下围棋过程中，黑
白双方都把对方的棋子围住，这种局
面下，如果轮白下，可以吃掉一个黑
子；如果轮黑下，同样可以吃掉一个
白子。 因为如此往复就形成循环无
解，所以围棋禁止“同形重复”。根据
规则规定“提”一子后，对方在可以回
提的情况下不能马上回提，要先在别
处下一着， 待对方应一手之后再回
“提”。如果轮白下子时，白在提黑一
子；此时，黑不能立即回提原位的白
子，必须寻找劫材，即在别处下一着，
待白方应后，再回提白子。但是，并非
所有的劫材都会导致对方应一手，在
价值判断取舍的情况下，对方也可能
不应劫而解消劫争，“劫胜”也叫“消
劫”。

汉朝就已经有鸳鸯锅

中国人吃火锅起源于什么时候？
□木子朵朵

一幅鲜为人知
的老漫画

□雷克昌

打劫一词是围棋术语
□纯点

←文坛茶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