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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庆祥 卢昱
本报通讯员 孟昭福

明清两代，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兴盛，聊
城市东昌府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达400年之久。
京杭大运河由南向北环绕着东昌府古城，像母亲
一样怀抱着哺育着这座城市。

初秋清晨，古朴秀丽的东昌老城在冉冉升起
的红日和袅袅炊烟中缓缓苏醒。雄姿伟岸、镇守古
城的光岳楼，在晨曦中抹上一层金辉的山陕会馆，
给东昌府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

街道两旁星罗棋布的小吃摊点，散发出馥郁
馨香。这些多姿多彩、百味陈杂的风味小吃为这座
古城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乡土气息和不老的活力。
在这些小吃中，有许多是东昌府土生土长的，它们
扎根于此，延续百年而不衰，在传统中打造出自己
独特的历史标签，浸染着东昌府独有的气息。

老舍奇思赐名

铁公鸡叫响华夏
在东昌府旧城的北关大街上，有一家店铺，挂

着“聊城铁公鸡”的牌匾。“铁公鸡”平时是形容小
气、吝啬，一毛不拔的人，这家商铺缘何把贬义词
语当做招牌呢？难道有什么典故？

走进店铺，一股香气袭来。现任店主、魏氏熏
鸡第六代传人魏丙田讲述了“铁公鸡”招牌的由
来：1935年的一天，当时的山东大学还在青岛，时
任文学院讲师的萧涤非收到聊城任教的朋友寄来
的包裹，打开蒲草包一看，里面有四只用草纸包的
熏鸡，瘦骨嶙峋，黑乎乎、干巴巴的。萧涤非与老舍
先生到小饭馆小酌，便带去一只熏鸡当下酒菜。别
看这熏鸡外表不雅观，但是一经手撕装入盘中，不
但色泽光亮而且香味扑鼻。

老舍先生品尝后，称赞道：“生平未曾尝过，别
有风味！”便询问这鸡叫什么名字。萧涤非说这大
概是一种药制烧鸡，但不清楚叫什么。想到刚开包
的熏鸡黑里泛紫，老舍先生首先联想到京剧里铁
面无私的包公，随即又想到了铁铉，想到了大明湖
畔的“铁公祠”，认为山东有这一名胜，起名“铁公
鸡”是再恰当不过了。从此这个名字很快就流传开
来，熏鸡也便得了个“铁公鸡”的名号。

若追溯起“铁公鸡”的源头，魏丙田介绍说，两
百年前魏氏祖辈一开始是制作扒鸡。当时东昌府
紧靠运河，交通便利，为了便于扒鸡能够远销外
地，魏永泰于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在魏家扒鸡
的基础上，研制了能够长时期保存的熏鸡制作工
艺。那时魏家每年从农历十月初一开始到腊月二

十三结束，可加工熏鸡二三千只。由于当时漕运畅
通，各地客商纷纷向聊城魏氏熏鸡店订购，成箱的
熏鸡被运销绍兴、宁波、上海、天津等地。

魏丙田还介绍说，魏氏熏鸡生意红火的状态
一直延续到清末，到第二代传人魏世忠接手经营
时，因京杭大运河漕运渐衰，加之东昌府屡遭兵
变，外销逐年锐减。1894年，魏世忠根据市场要求，
决定常年加工熏鸡，使年产量达万只左右，并在东
昌府城白衣堂巷口北侧设门市部销售。1932年，魏
丙田的父亲魏立申挑起熏鸡事业的大梁，先后在
聊城设立九家店铺，还到济南普利门内的异品香
食品店及魏家庄、芙蓉街等处设立代销点。

魏氏熏鸡一直是东昌府的风味名吃。1938年
10月下旬，毛泽东从延安写给聊城坚持抗战的范
筑先将军一封亲笔信，交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黎玉
同志送来。范筑先见到毛主席的信后非常高兴，并
在一次宴席上，特意请黎玉同志品尝了魏氏熏鸡。

魏丙田介绍说，熏鸡熏制时是用松木屑使得
整只鸡出水分挥发出来，再用果木屑熏制出鸡肉
本身的香味，嚼起来韧性十足。

熏鸡尝起来味道略咸，是为了更好保存和运
输。虽然当下我们已经拥有了多种多样的科技化
方式，然而像烟熏这样古老的方法，在保鲜之余，
也意外地让我们获得了与鲜食截然不同、有时甚
至更加醇厚鲜美的味道。

郑板桥猛然失手

压出名吃“呱嗒”

“到沙镇不吃呱嗒，等于到泰山没看日出”。而
沙镇呱嗒最出名的要属杨家呱嗒。说起沙镇呱嗒，
是有几百年历史渊源的。据沙镇呱嗒店老板杨宪
锦介绍，相传沙镇东街杨氏家族从山西移民东昌
府，带来了一种馅饼的祖传技艺，郑板桥去范县做
县令时，路过沙镇想亲眼看看这祖传技艺，正入迷
时，被身后的人误撞了一下，一只手正好把一个生

肉饼压扁了。主人舍不得扔掉，便把它放在鏊子上
煎熟了，吃时竟感觉香脆可口，照此又煎了几个，
众人竟齐声赞美。于是郑板桥根据压饼的形状类
似于“呱嗒板”，而给新式馅饼取名“呱嗒”。

杨宪锦还介绍说，“呱嗒”一词的由来可能还
有其他说法，大概是祖辈在制作之前，要用擀面杖
敲打几下面板，呱嗒的响声起到了开张营业的作
用，虽不吆喝，但是大家都知道做呱嗒的开摊了。
至今，所有做呱嗒的杨氏后人从不吆喝。而且在制
作过程过程中，要把面皮在面板上摔打得“呱嗒”

“呱嗒”响，这也是“呱嗒”一词的一种合理解释。
呱嗒中有一种极致的吃法，就是把鸡蛋加肉馅

混合，这种吃法还有个别称———“风搅雪”。杨宪锦
说是因为将鸡蛋打入碗中，蛋清如雪，蛋黄似风，
风和雪搅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才有

了这么诗意的名字。“风搅雪”吃到嘴上又酥又脆
又嫩，到了胃里有如疾风卷冬雪，味道也是极好。

在当下现代化日益发达的社会，各种美食层
出不穷，但是“呱嗒”却凭借其自身的品质依然在
滚滚潮流中朝气勃发。

傅斯年常到包子铺

范筑先待客孟家包
若在一百年前，在今天东昌府旧城中心的光岳

楼上往西面的街上看，那时的县衙门就在这条街
上，平日熙熙攘攘，每年农民在夏秋两季来缴纳地
丁钱粮，这时的楼西大街更是车马如流。这条街上
有城关首屈一指的三德圆饭庄，以及鲁西饭庄、宴
宾楼、文明饭庄等，而在这些繁华商铺中还有一家

经济小吃——— 孟家灌汤包，铺面虽小，名气却大。
孟家灌汤包的第四代传人孟宪忠介绍，光绪

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孟继海创制了孟家灌汤包。
孟继海之前从城西农村生活难以为继，便以拾荒
为生，后来到东昌府城里的小饭馆做学徒，勤俭持
家，家道逐渐殷实。孟家曾开过酱菜店，后来以经
营包子为生计。孟继海自己摸索出一套做包子的
工艺，有挎篮子沿街叫卖的，也有开店出售的。等
形成规模之后，在古楼西街安定下来，就有了孟家
包子铺。

孟家灌汤包第五代传人孟庆海介绍说，孟家
灌汤包不同于“狗不理”灌汤包，“狗不理”是水打
馅，也就是顺时针方向搅肉馅，同时先慢后快地缓
缓加水，使之成为肉滑，而孟家包则是切馅包子，
在馅子里放肉皮冻，在蒸的过程中，肉冻自己化
开。而在一百多年前如何在盛夏时节让肉冻不化
呢？孟庆海介绍说，包子铺的后院有两口井，一口
是专门吃水的，另一口是专门冷冻的，将肉皮汤放
在罐子里，然后吊在井里水面之上，这样可以使得
肉冻保持凝固状态。小买卖中的大智慧呼之欲出。

孟家包子铺与状元府和范筑先司令部相距不
远。孟宪忠听爷爷孟广阔讲过，清朝开国状元傅以
渐的后代傅斯年幼年时，常跟爷爷傅淦一起来包
子铺吃包子的故事。傅斯年在东昌府老城北门的
祖宅里长大，那时包子铺常有一位老者带着胖嘟
嘟的小孙子光顾，在包子铺的长条凳子上，一个孩
子抱着包子在那悠哉悠哉地啃，谁能想到这就是
后来的大历史学家呢？范筑先来了贵客，也经常差
人到孟家包子铺订包子，一些时政要员也经常光
顾，可见当时之名气。

无论是熏鸡，还是呱嗒和灌汤包，这些具有鲜
明鲁西文化特征的小吃，正印证了“至味在民间”。
如今，这些特色风味依然在东昌府人的餐桌上出
现，蕴藏着鲁西人们对运河往事的遥想和世道人
心的感触，它在运河的馈赠中出现，又回到运河的
故事中去。

■ 山东好味道

相传，郑板桥赴范县上任，路过沙镇，想亲眼瞧瞧杨氏馅饼的祖传技艺，

正入迷时，被身后的人误撞了一下，一只手正好把一个生肉饼压扁了……

东昌至味：“公鸡”叫，“呱嗒”响

□ 本报记者 王建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洪波

7月15日，一场隆重的新闻发布会在淄博市
张店区举行，来自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炎黄
文化学会、国家文物局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
重点科研基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
民大学国学院、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13位专家出席。群贤毕
至只为宣布一个重大发现：淄博铁山为中国冶铁
发源地。

炉神姑的传说

铁山，位于淄博市张店区东北11公里处，古
时称“商山”或“西山”，海拔254 . 6米，面积10平方
公里。

恩格斯说，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
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冶铁
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
事件，中国冶铁术起源于何时何地历来众说纷
纭，铁山这座小山为何能被众多专家认定为中国
冶铁发源地呢？

未至铁山，先闻一个动人的传说，在铁山脚
下的中埠镇孟家村，70岁的段美兰老人讲述了炉
神姑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铁山上出现了一只
铁牛，每到晚上便会危害庄稼、祸害百姓，官府令
铁匠在七七四十九天内将铁牛熔化，否则将处以
极刑。眼看期限将至，铁牛仍纹丝未动，一个名叫
李娥的女子为使父亲免于斩首，纵身跳入炉中，
铁牛立刻熔化。为了纪念李娥，人们尊她为“炉神
姑”，历代统治者为了弘扬李娥的孝道，多次敕封
炉神姑，唐高宗封炉神姑为商山孝女，并重修炉
神姑庙大殿。

今天，孟家村仍有一座炉神姑庙，大殿两侧
墙壁的壁画描绘着炉神姑投炉救父的故事。此庙
建于何时已不可考，院内碑刻林立，内容多为炉
神姑庙的重修记录，最早的立于乾隆十九年(公
元1754年)。据村里的老人讲，庙里曾经有更古老
的碑刻，可惜均已毁弃不见踪影。

中国青铜研究会理事、淄博市收藏家协会副
会长陈旭查阅史料发现，在中国冶铁史上，“投
炉”现象带有普遍性，比如《吴越春秋》就记载，干
将、莫邪铸剑，三月未成，莫邪“断发剪爪”，投入
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古人并不明白，富
含磷的头发、指甲、骨头实际上起到了催化剂的
作用，使铁更易熔化，但他们还是根据经验掌握
了这一现象。有“投炉”传说的地方，往往是中国
冶铁技术水平最高的地方，炉神姑的传说说明古
时候铁山一带冶铁业非常发达。

根据碑刻记载及传承人的讲述，专家推测
炉神姑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这一点引起了
张店区文物保护协会会长周国成的注意，“我
国何时何地开始冶铁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春
秋时期我国已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炉神姑的
故事起源于春秋时期，铁山有没有可能是中国
最早冶铁的地方呢？”2007年，周国成、陈旭
等人对这一问题展开调查

冶铁条件得天独厚

走上铁山，便会明白这里为什么会产生炉神

姑的传说。
杂草丛中，不时可见黑色的石块，其分量比

一般石块要重不少，磁铁靠近这种黑色石块时如
吸铁无异。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中，星星点点地布
满了黑色的块状物。陈旭说这些都是铁山的露天
铁矿石，含铁量最高可达75%。铁矿石含铁量在
50%以上就被称为富矿，铁山铁矿石品质之优令
人惊叹。

根据史料记载，铁山铁矿石的开采从春秋到
今天一直绵延不绝，清代以前，铁山出产的铁矿
石往往被用来铸造货币，“以广军国之用”。

1898年，德国攫取在山东的特权，为了掠夺
铁山铁矿石，在修建胶济铁路时，德国人专门修
筑了通往铁山的支线。此后日本夺取德国在华权
益，继续大肆开采铁山铁矿。据《临淄县志》记
载：“此矿一夺于德，再攫于日，估计全量为10
万万吨，无穷资源授之外人，殊为可惜。”

如今，铁山上的露天铁矿石已开采殆尽，但
地下仍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山东省最大的铁矿基
地——— 金岭铁矿便坐落于此。历经两千多年的
开采而不绝，铁山铁矿资源之丰富由此可见一
斑。

《鲁中晨报》记者苏一宏曾在山东耐火材料
厂工作，他在查阅山东省冶金厅第3勘探队1960年
7月对铁山附近的勘探报告时发现，铁山周围有
丰富的耐火黏土，储量达664万吨，并且品位很
高，达到了53 . 92%。冶铁需要较高的炉温，耐火
黏土必不可少，苏一宏认为齐国人就是利用铁山
附近的耐火黏土砌炉冶铁的。

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变化将发明冶铁术所需要
的一切材料都聚集于铁山，静待齐人发现，可以
说铁山拥有成为中国冶铁发源地的得天独厚的条
件。

齐国文献最早记录冶铁

丰富的铁矿和耐火黏土只是发明冶铁术的必
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凭此并不能认定铁山最早
冶铁，陈旭等人将目光转向了浩瀚的史籍。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认为，铁字古作銕，从金从
夷，当是东方夷族最先发明冶铁术，后为华族采
用，齐国封地在东夷之地，自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
月。

《管子》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及管
仲学派言行事迹的书，其中有大量关于齐国冶铁
的内容，是中国记载冶铁的最早文献。

《管子·海王》记载管仲回答齐桓公如何治理
国家时说：“唯官山海可耳。”郭沫若认为“官”者管
也，“管海”自然是指管制盐业，“管山”就是把矿产
管制起来，这里就包含着铁铜。陈旭认为，铁山地
处齐国都城临淄西郊，铁矿品质极高，自然在“官
山海”之列。

文献还有很多关于铁器在齐国广泛应用的记
载。《管子·轻重乙》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
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
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
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
女。”意思是说，耕者必须有耜、铫、镰、鎒、椎、铚等
工具才能做农事，修造车辆的工匠必须用斤、锯、
釭、钻、凿、銶、轲等才能造车，妇女必须有刀、锥、
箴、鉥才能做女工。这些工具均为铁制，说明铁器
已成为当时齐国各行业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国
语·齐语》里，管仲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
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郭沫若认为，美金
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铁在未能锻成钢之前，品
质不如青铜，故有美恶之分。

《管子·地数》云：“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
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
铜；上有赭者，下有铁。”如果下面有铁，上面便会
呈现赤褐色，这表明春秋时期人们已经懂得了如
何找矿。当时已经发现了不少铁矿，《管子·地数》
说：“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

为了冶铁，齐国还建立了专门的机构，《管子》
记载：“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
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
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
焉。”里为齐国的一级行政单位，在铁山就下有冶
里村(今为铁冶村)，这里便是当年齐国冶铁工匠
集中之地。春秋中叶齐灵公的《叔夷钟》铭文记载，
齐灵公一次就赏给叔夷“造铁徒四千”，足见当时
冶铁规模之大。

陈旭认为，根据文献，至少在齐桓公时代，齐
国已经开始使用铁器，这表明冶铁术的发明至少
在齐桓公之前，并且齐国是最早冶铁的国家，冶铁
地点就是铁山。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
文字汇总，反映的是战国至汉代的情况，《叔夷钟》
铭文中被解读为“铁”的文字其实和铁无关，要确
定铁山为中国冶铁发源地仍需要考古发掘和出土
文物证据。

齐地出土铁器非最早

齐地考古发现的铁器主要有四批：临淄商王
墓地战国晚期墓葬出土铁器103件；临淄郎家庄一
号东周墓出土的铁器，其中有土铁削两件；临淄孙
家营村出土战国铁农具7件；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
墓出土铁器约401件。

齐地考古发现的铁器数量虽然很多，但在制

造时间上并非最早。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
岭虢国墓发现了一把玉柄铁剑，剑长20厘米，
茎长13厘米，属西周晚期器物，该剑集铁、铜、
玉三种材质于一体，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
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被誉为“中
华第一剑”。

陈旭曾专门到河南考察此剑，他发现当
地没有冶铁遗址，没有铁矿，也没有关于冶铁
的文献记载，这说明此剑不是在当地铸造，

“这把剑的出土只能说明当时已经冶铁，但冶
铁的源头在何处仍不确定。”

陈旭推测，此剑有可能是从齐国流入的，
因为铁器在当时十分珍贵，齐国肯定会将生
产的铁器作为贡品进贡给周王室，而虢国最
初的国君是周文王的弟弟，与周王室关系密
切，从周王室得到铁器赏赐是非常有可能的。

然而，这只是推测，要想确定铁山为中国
冶铁发源地仍需要更直接、更有力的证据。

最后的证据

2011年10月，在淄博市张店区区委、区政
府的推动下，中国冶铁发源地课题组成立，关
于铁山是否是中国冶铁发源地的调查工作大
大加快。

齐国故都临淄城内有六处大规模的冶铁
遗址：小城西部冶铁遗址、小城东部冶铁遗
址、大城西部冶铁遗址、大城中部偏西冶铁遗
址、大城南部冶铁遗址和大城东北部冶铁遗
址，这些地方有丰富的冶铁遗迹和很厚的堆
积层。中国冶铁发源地课题组邀请北京科技
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对这些遗址的冶炼
遗物进行了炭14测年，结果显示：这些遗址所
使用的木炭的年代大约从西周晚期一直持续
到东汉后期(公元前790年至公元230年)。这一
结果是根据堆积物表层的冶炼遗物得出的，
这说明齐国至晚在西周晚期已经开始冶铁，
而我国其他地方尚没有发现如此之早的冶铁
遗址。

根据对冶铁遗物的金相学分析，专家认
为，临淄城内冶铁遗址所利用的矿石来自于
铁山。1957年，铁山曾经发现过春秋时期开采
铁矿的老矿洞，出土了绳纹陶器碎片和铁制
开采工具；1958年，冶里村发现了春秋时期冶
铁的熟铁砂和捣矿粉用的石臼等工具。陈旭
说，根据矿洞结构和发现的铁制工具及熟铁
砂来看，当时采矿和冶铁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采矿时间应该更加提前，这正好可以和对临
淄冶铁遗址的炭14测年结果相互印证。

专家认为，铁山还保留有春秋时期开采
铁矿石的老矿洞和原露天矿石开采面等遗
迹。铁山东侧有冶里村，当是齐国时期组织冶
铁的机构所在地。经对齐故城冶铁遗址冶铁
遗物的炭14测年，其年代可至西周晚期；科学
分析表明，遗址所使用铁矿石来自铁山。铁山
一带自古还广泛流传着炉神姑的传说。以上
种种，有力地证明了铁山是齐国最早冶铁之
地，也是我国冶铁发源地。

“齐国能成为春秋首霸，不仅仅是因为有
名君名相和渔盐之利，最早发明冶铁术同样
重要。”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淄博市考
古学会会长张光明说。

冶铁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冶铁术起源于何时何地历来众说纷纭，

淄博的一座小山为何能引起众多专家的关注呢？

铁山：中国冶铁发源地

□ 卢昱 席真

1896年3月2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
三)傅斯年出生在聊城北门里路东的相府大
院内。傅家世居聊城，是鲁西名门望族。傅斯
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状元。祖父傅
淦博古通今，工诗书画，为人淡泊，对傅斯年
的影响最大。父亲傅旭安勤奋好学，仁慈宽
厚。傅斯年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良好的教
育环境培养了他对国学浓厚的兴趣，也为他
以后在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成就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傅斯年出生的时候，傅家早已败落，但正
因为此，长辈才在他身上寄予了更大的希望。
祖父和父亲都希望他学业有成，重振门庭。也
正是幼年的清苦，使他得以比较深刻地理解
社会，理解世事人情。几十年后，在一次闲谈
中，他的学生何兹全曾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
情世故，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1901年春，还不满5周岁的傅斯年就被送
入聊城名师孙达宸的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
于傅斯年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再加上祖辈父
辈的严格督导，短短几年里，他通读了四书五
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初步奠定了国学基础。一
个十岁的孩童能够通读十三经，这在当时引
起了不小的轰动。傅斯年在聊城的这段时期
正是他品德和学业的初步养成期，他深厚的
国学功底无不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寒窗苦读。

1908年冬天，两个轿夫抬着一顶蓝呢小
轿，从天津来到聊城，过了北关桥，轿子在相
府门前停下。这是傅斯年父亲傅旭安的门生
侯雪舫登门拜访。对于傅斯年来说，这是他人
生的一次转折，他随侯雪舫去了天津，翌年春
考至天津府立中学堂。

从12岁外出求学离开故土后，傅斯年曾
两次重回聊城老家。一次是1919年夏，他考
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这年，出国前他曾回
聊城老家省亲。他登上光岳楼，并有感而
发，写下了《阴历九月十五夜登东昌城》一
文。其中有：“年来梦不断/醒后每追羡/梦
境息息刻刻变/还记得他的景色……行止一
般的年牵连/无意愿/孤伶伶的立着想/心绪
结成些团团/赶紧回家……”出门在外多
时，经历纷杂，傅斯年对家乡故土的眷恋与
日俱增。

1926年冬天，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傅斯年
又一次回到聊城，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
他把聊城看了个遍——— 曾经的学校，曾经的
家，老城墙，光岳楼，包子铺……他慢慢行
着，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带走似的。他离开时
还是懵懂少年，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已是
青年才俊，故乡没有变，变的只有自己。

·相关链接·

年来梦不断 醒后每追羡

——— 傅斯年与聊城

魏氏熏鸡第六代传人魏丙田

呱嗒传人杨宪锦在制作呱嗒

皮薄馅鲜的孟家包

炉神姑庙铁山上的露天铁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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