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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佳声 郑莉

九道主菜皆出自史书典籍

12月22日，记者来到泰山豆腐宴文化研究
院下设酒店的豆腐加工间，看到水缸里浸泡的
豆子已经涨大，工作人员开始制作豆腐。经过
磨浆、滤渣、煮浆、点卤、压制等步骤，白亮
莹润的泰山豆腐就成形了。豆腐现做现用，厨
房里几位厨师各司其职，备料、蒸炒、造型，
一道道精致的豆腐菜品飘香上桌了。

泰山豆腐宴主要由冷菜四美碟、四配碟和
九道主菜组成，均以泰山豆腐为主材，配以泰
安当地特色食材。四美碟分别是盐水豆腐、五
香花生、生菜蘸酱和糖炒栗子，取谐音“福”
“生”“财”“立”寓意福到财气到；四配碟
体现了豆腐的四品相，分别是豆腐干、豆腐
皮、乳豆腐和豆腐渣；九道主菜分别为“太极
福寿羹”、“吉祥纳福”、“有福同享”、
“玉皇赐福”、“麒麟豆花鱼”、“福气滚
滚”、“洞天福地”、“九转大肠”和“泰山
三美汤”

“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九道主菜。”泰山豆
腐宴文化研究院理事长王小刚告诉记者，这九
道菜是研究院翻阅了大量史书典籍还原出的历
代皇帝来泰山封禅时所用的御膳，其文化价值
是泰山豆腐宴入选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的关键。

据史籍记载，康熙皇帝登封泰山时，泰安
当地厨师将宫廷的御膳八珍布袋鸡进行了改
进，在不动刀的情况下取出鸡肉鸡骨而保留完
整的鸡皮，然后将豆腐、海参、青豆、莲子还
有泰山四大名药之一的四叶参等填充进去，放
入蒸屉中蒸熟后浇汁而成，御赐名为“吉祥纳
福”；干炸豆腐丸在泰安可谓是家喻户晓，史
籍记载乾隆皇帝曾11次登临泰山，每次登临泰
山必品尝的就是这道豆腐丸，其外形金黄色，
外酥里嫩，咬一口豆香四溢，御赐名为“滚滚
福气来”；“九转大肠”代表的是泰山的宗教
文化，泰山是道、佛、儒三教合一的名山，这
道菜借鉴了道家菜的制作技艺，用豆制品做出
大肠的外形，用浓汤煲汁做出大肠的味道。

“其他的菜品，如‘麒麟豆花鱼’是对登
封泰山的宋真宗所食御膳的还原；‘有福同
享’是对舜帝登封泰山后过年贴福字的习俗在
全国流行开来的纪念；‘洞天福地’冲制时采
用了茶道的表演手法，展现了西汉时期豆腐的
起源。”王小刚说，“品尝每一道菜都是在品
尝文化，我们所做的就是还原呈现，将御膳席
转变为今天的百姓豆腐宴。”

自汉至清发展历经三阶段

王小刚介绍说，泰山豆腐宴是鲁菜的代表

菜之一，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萌芽融入期，古代帝王信奉封禅必须食素
以表诚心敬天，所以泰安当地的山珍野菜曾一
度成为封禅御膳中的主要食材，自汉代出现豆
腐以后，由于其口感爽嫩、营养丰富逐渐被引
入到封禅御膳当中。

第二阶段为发展期，因为豆腐可以通过加
工、烹饪技法的不同，将菜肴做到素菜荤味、
“吃鱼不见鱼、吃鸡不见鸡”的饮食境界，所
以自唐宋时期起，豆腐便成为了帝王封禅御膳
中的主角。但是仅仅停留在豆腐菜肴阶段，没
有成为真正的系统宴席。

第三阶段以宋、清时期为代表，宋代为快
速发展期，当时泰城的豆腐加工作坊盛极一
时，“清晨街口梆子响，夜晚家家豆花香”便
是最好的写照。豆腐的大量生产也加速了豆腐
传统加工烹饪技艺的改革，豆腐菜渐渐地由原
来简单的“煎炒烹炸”技法，发展成为以豆腐
为主料、利用烹饪手法融入当地文化的“文化
大菜”，为其由简单的豆腐菜肴向豆腐宴席升
级奠定了基础。到清代豆腐宴已经成熟，并成
为了封禅御膳的代名词。帝王封禅泰山必食用
豆腐宴，豆腐宴也就自然成为了泰山饮食文化
的重要代表。

“由于泰山豆腐宴用料考究，做工精细，
且制作成本昂贵，所以过去泰山豆腐宴只出现
在达官贵人的餐桌上，普通百姓无缘消受。”
王小刚说，为了使正宗的泰山豆腐宴呈现在大
众面前，2009年起，他和3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开
始挖掘历史、还原封禅御膳，并邀请了许多专
家学者前来品鉴指导。2012年，泰山豆腐宴正
式成为泰安市非遗，泰山豆腐宴文化研究院下
设的泰安市大红船酒店，不仅成为了市民游客
品尝封禅御膳的好去处，还被指定为全国“十
艺节”和第28届国际泰山登山节的指定用餐单
位。

400多道延伸菜品供食客品尝

在泰安大红船文化艺术中心店记者注意
到，这个3000余平方米的酒店里有一半的空间
用作博物馆和文化展厅。该公司总经理吴士国
告诉记者，泰山豆腐宴贵在文化价值，通过图
片、文物等对泰山豆腐宴以及泰山文化进行展
示，能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文化载体。

吴士国是泰山豆腐宴研究团队成员之一，
自幼向老一辈学习传统豆腐的制作工艺。他介
绍说，泰山豆腐宴所用的豆腐是使用绿色非转
基因大豆和泰山泉水按传统工艺制作加工而成
的，而且整桌宴席用料考究、做工精细，所以
在当下制作成本也比较高，一桌豆腐宴席人均
100元左右。

“当前，全国部分非遗的传承陷入窘境，
主要就是价格高、市场竞争力弱导致运营困
难。所以，我们依托酒店这一实体，既把泰山
豆腐宴呈献给消费者，又能维持这一非遗项目
的运营，助力研究院继续研究御膳菜品，并通
过我们的厨师进行还原。”吴士国说，酒店现
有延伸菜品400多道，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消费能力和口味需求，单点泰山豆腐宴中的菜
肴品尝。

“目前，我们只挖掘了一部分御膳菜品，
研究院也在继续研究之中，希望能有更多菜品
被还原出来，不断丰富我们的文化菜谱。”吴
士国说。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张宾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2月17日，中国戏曲学院与泰

安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签订协议，将合作创演
戏曲动漫舞台剧《墙头记》，预计明年“六一”
儿童节在北京上映。

据介绍，戏曲动漫舞台剧的表现形式是把高
科技动漫制作与舞台表演艺术有机结合后整体体
现在舞台上。山东梆子传统剧目《墙头记》与高
科技动漫制作技术的结合，旨在保留传统精华和
中老年观众的基础上，提升青少年观众观赏度，
从而推动山东梆子剧种的宣传普及和传承。

□记者 刘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不少泰城市民在手机上

下载了一款被称作公交乘车“神器”的“泰安公
交”APP软件，能够随时掌控公交车的实时位
置，以便乘车。目前，市民通过该软件可查看泰
安市公交公司全部47条配有GPS设备的公交线
路。

打开软件后，主页面上显示有公交车、收藏
夹、公告和建议专栏四项内容。点击公交车专
栏，可以直接输入公交线路名称以及点击站点查
询、换乘查询等信息。在站点查询栏内，可以输
入公交站点名称查询相关到达线路信息。在换乘
查询栏中，除了可以设置“我要回家”、“我要
上班”、“我的位置”三个选项外，还能直接在
起点和终点栏中文字输入站点名称，或者通过定
位锁定当前位置和终点位置，长按进行路径设置
以确定乘坐、换乘公交路线。

据泰安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软件后台
与公交车GPS后台相连接，通过数据处理服务
后，现装有GPS设备的公交车实时运行数据都能
实现精准反馈。这样一来，用户打开软件后所看
到的车辆位置与公交公司GPS后台的位置相同，
也与车辆实际行驶区域相连通。

目前，通过该软件可查询泰安市公交公司全
部47条配有GPS设备的公交线路，所有城区公交
线路都被囊括其中。但泰安第二公交公司旗下的
多条城乡线路公交车未能出现在软件应用中。

□记者 刘涛 报道
本报肥城讯 近日，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

院发现了2000年前的《左传精舍志》序，为研究
左丘明的姓氏、故里、墓祠及博大精深的左丘明
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据。

该谱除记录了自左丘明一代至民国七十五代
的完整谱系外，还从左丘明上溯至姜太公三子吕
印，为二十代，前后共九十五代。这是丘（邱）
氏家族在全国唯一最完整的谱系，所载重修碑记
在全国也十分罕见。

据了解，肥城是“史圣”左丘明的故乡，左
丘明留给后人的传世名著主要有《左传》和《国
语》。“左传精舍”又名左丘明祠。《左传精舍
志》即丘（邱）氏家谱，汉代建武六年（公元30
年），由左丘明第十六代裔孙丘堂始修，此后历
代多次重修。这次对《左传精舍志》序的发现与
研究，将进一步把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研
究推向一个新台阶。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孙丽莎 苗成标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由山东煤机集团申报的
9项实用专利技术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授
权。至此，2014年该公司共申报专利25项，累计
授权专利13项，年度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均创公
司历史新高。

多年来，该公司重视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工
作，把专利工作作为技术创新的“助推器”，把
自主知识产权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力技术支
撑，鼓励和支持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学习运用专利
知识，积极申报专利，利用各种途径保护科技成
果，把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纳入到
生产、经营、研发全过程。截至目前，共申报专利
350余项，授权专利84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

□记者 张强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宁阳县被授予2014年

“山东省绿化模范县（区）”称号，肥城市边院
镇、新泰市新汶街道、东平县接山镇荣获2014年
“山东省绿化模范镇（乡、街道）”称号。

据了解，“山东省绿化模范县（区）”、
“山东省绿化模范镇（乡、街道）”是省绿委、
省林业厅共同组织开展的全省范围内的绿化先进
县、镇创建评选工作，旨在进一步调动各地干部
群众植树造林、绿化家园的积极性，为建设生态
文明、加快国土绿化作出更大贡献。该项评选活
动自2012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实行申报
制。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姜斌

为病菌滋生提供温床

其实，“暖气病”只是一个俗称，并非医
学上的病种。寒冷季节供暖，人们都希望暖气
烧得热些，但因门窗紧闭，空气流通不好，加
上暖气、空调、电暖气等取暖设施会造成室温
过高，使得室内空气更加干燥、污染加剧，为
病菌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致使感冒等呼
吸道疾病发病率猛增，人们出现不同程度的内
热和种种不适感，这些就是让暖气给热出来的
“暖气病”。

据泰安市中心医院呼吸重症科主任于亮介
绍，“冬季‘暖气病’多发，最近医院接诊的
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加不少，主要是以感冒为
主。有的一个班的学生能有四五个感冒发烧
的。”

于亮告诉记者，嘴唇干裂、鼻咽干燥、干
咳声嘶，都是“暖气病”引起的上呼吸道症
状。通常，如果及时补水，这些症状都能得到
缓解，但如果持续时间太长，使呼吸道黏膜分

泌物减少，灰尘、细菌等附着在黏膜上，刺激
喉部引发咳嗽，容易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发生
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疾病。心血管系统推
动全身的血液循环，暖气过热则会“抢走”人
体的水分，导致血液黏稠度增高，引起血压下
降及心绞痛等心血管疾病。此外，冬季人的皮
肤本身就容易干燥、瘙痒，供暖后室内温度较
高，更会加速皮肤水分流失，使皮肤纤维失去
韧性而导致断裂，从而形成无法恢复的皱纹。

补水更需补电解质

造成“暖气病”最大的原因就是空气干
燥，人体水分流失。至于解决的办法，很多人
觉得再简单不过了：多喝水。不过，补水也不
是件简单事，有时喝水不少却依然感觉很渴，

这是因为只补了水，身体流失的电解质却没有
得到补充。

专家指出，人体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当环
境温度过高时，人体为缓解高温，皮肤就会通
过出汗来降低体温，而出汗除了丢失水分外，
还会丢失大量的电解质。供暖后，室内干燥，
人体会通过皮肤和呼吸等蒸发形式流失水分和
电解质。而一旦感冒后，伴随发烧、流鼻涕等
症状，则会再次造成人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大
量流失。大量饮用纯水而不补充电解质的话，
会导致电解质失衡，这就是越喝水越渴的原
因。

因此要想预防“暖气病”，就要及时给身
体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增强身体免疫力。对于
健康成人而言，最简单的补充电解质的方法是
直接饮用含有电解质的饮品。

控制好室内温度和湿度

“冬季房间温度最好在18℃—22℃，湿度
50%—60%比较合适，否则呼吸道会不舒服。而
且，如果是内外温差过大，更易导致感冒。”
于亮说，要想远离暖气病，当然也得从家居环
境着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常开窗通
风，保证室内有一个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他建议，在空气质量良好的情况下，家中
应保证每天两次的开窗通风，上午8点到10
点，下午4点到5点各一次，每次要超过半小
时。

保持空气湿度方面，除了用加湿器、在床
前摆盆水来加湿外，在室内多养些绿色植物，
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在室内摆放植物时，最
好选绿萝、吊兰，这些植物叶面蒸腾的水分比
较多，既可以调节室内空气湿度，同时还有吸
附空气当中有害气体的作用。

再就是，冬季也要多到户外参加体育锻
炼，增强身体抵抗力，减少“暖气病”的发
生。冬季体育锻炼时，应根据天气情况和个人
的身体健康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量。老年人和孩
子最容易得“暖气病”，这部分人更不能“猫
冬”。

冬季贪暖，当心患上“暖气病”
专家建议要经常开窗通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冬季天寒地冻，室外寒风呼啸，室内温暖如春，很多人都只愿窝在屋里。可是，供暖之

后，常会出现感冒、咽干、嗓子痛、皮肤干、头晕、胸闷等症状，被称之为“暖气病”。专家

提醒，冬季供暖期间要控制好室内外温差和空气湿度，经常开窗通风、多补充水分，谨防被

“暖气病”找上门。

古代帝王封禅须素食洁心，豆腐佳肴不可或缺

泰山豆腐宴：昔日御膳成大众美食

◆“泰山有三美，白菜豆腐水。”泰

山豆腐色白如玉、嫩而不散、久煮不老不

糊，有“神豆腐”之称，与泰山黄芽白

菜、泰山泉水并称为“泰山三美”。古代

帝王封禅须“沐浴更衣，素食洁心”，因

而豆腐成为封禅期间不可或缺的菜品，泰

山豆腐宴代代流传至今。2012年，泰山豆

腐宴入选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以泰山豆腐为主材料、重现史料记载

皇家御膳的菜品，成为可供市民、游客享

用的泰山特色饮食。

泰安1县3镇（街道）

获省绿化模范称号

用手机可实时查询

公交车位置

戏曲动漫舞台剧

《墙头记》明年上映

山东煤机集团

获得13项专利

肥城发现2000年前

《左传精舍志》序

▲12月22日，泰山豆腐宴文化研究院下设酒店的厨师长现场表演神豆腐制作工艺。

□郑莉 报道

□记者 曹儒峰 报道

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做到

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从孩子抓

起”，12月22日，泰安卓雅新城

幼儿园开展了以“消防知识记心

间，安全教育重在行”为主题的

社会实践活动。图为泰安高新区

消防大队龙泉支队二班长马寒冬

(右一)为幼儿园小朋友讲解消防

安全知识。

消防知识

记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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