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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豆瓣实时数据，《爱情神话》以8 . 3 的高分
领跑本周电影口碑榜。《爱情神话》于2021 年 12
月 24 日上映，是圣诞档影片首映日票房冠军，目
前票房已达2 . 42 亿元。电影聚焦中年人的爱情，
影片中三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性（李小姐、蓓蓓、
格洛瑞亚）因“爷叔”老白产生交集。此外，老白
的朋友——— 谈吐风趣幽默的老乌也加入了这个新圈
子。众人谈天论地，幽默过招，生活气息浓郁。该
片有着鲜明的上海特色，导演兼编剧邵艺辉长期在
沪生活，对上海的风物人情体会颇深，影片中众人
围桌谈笑风生的片段尤其经典。
  居榜单第二位的是多国联合制作的电影《记
忆》，该片同时也被纳入冷门佳片榜单。影片中，
女主角杰西卡·霍兰德突然出现幻听，在寻找幻听
根源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集幻想、偶遇与重逢于
一体的独特旅程。影片以大胆的叙事、独到的配乐
及超前的理念吸引了大批观众，并获第74 届戛纳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
  爱情喜剧《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居榜单第三
位，该片已连续霸榜四周。

“漂浮”酒店问鼎

2021年度最佳酒店设计

  据“环球设计”评选，墨西哥圣潘桥悬崖酒店
问鼎2021 年度最佳酒店设计。圣潘桥位于里维埃
拉那亚里特中心，酒店“漂浮”于圣潘桥悬崖峭壁
之间，高大的椰子树拱映周边，具有强烈的墨西哥
本土个性。浅白外墙搭配浅木色内装，温馨柔和又
显轻盈细腻。酒店设计师Marcio Kogan 称，“我
们想要波希米亚风情，而不是包罗万象的度假
村”。
  位居上海的浦东美术馆获“2021 年度最佳美
术馆设计”。浦东美术馆位于浦东陆家嘴的核心区
域，面对外滩历史建筑群，紧邻东方明珠塔和上海
国际会议中心，地理位置优越。美术馆由法国建筑
师让·努维尔主持设计，历时三年建成，于2021
年7月起正式投入运营，优雅的线条、灵动的光影
画面，美术馆本身就为人们带来视觉艺术的极佳
享受。
  位于广州的“春计划工作室”获“2021 年度
最佳办公空间设计”。受疫情影响，居家办公成为
热门社会议题，该作品中，设计师重新思考和定位
了工作空间与生活的关系。

“地中海饮食”

登最佳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22 年度饮食榜单新鲜
出炉。该榜单由27 名专家组成的健康专家小组评
选得出，旨在给予新年饮食计划指导。其中，“地
中海饮食”居“最佳饮食榜”榜首。“地中海饮
食”推荐每天吃多种新鲜水果和蔬菜，主食类多选
全麦谷物和面食，对高脂肪乳制品则适当限制，建
议首选脱脂牛奶、无脂酸奶和低脂奶酪。除“最佳
饮食”外，“地中海饮食”还登上了“最佳糖尿病
饮食”“最健康饮食”等多个子榜单。
  居“最佳饮食榜”第二位的是“得舒饮食”。
该饮食模式致力于解决高血压问题，对谷物、蔬
菜、水果、奶制品和饮酒都有明确的数量建议。参
照《中国膳食指南推荐》，大致范围是，谷薯类食
物每天摄入量需为250 克至400 克，蔬菜则在300 克
至500 克。水果的摄入量大约为蔬菜的三分之二，
应在200 克至350 克之间。此外，液态奶的摄入也
很关键，推荐饮用不超过300克。
  “弹性素食饮食”与“得舒饮食”名次相当，
并列第二。“弹性素食饮食”建议提高饮食中素食
比例以改善整体饮食质量。

《被讨厌的勇气》

领跑热读榜

  据微信读书平台数据显示，《被讨厌的勇气》
再度领跑哲学思想热门阅读榜。该书由岸见一郎、
古贺史健合作撰写，岸见一郎毕业于京都大学，是
阿德勒心理学研究专家。古贺史健则在文学创作领
域建树颇多。《被讨厌的勇气》聚焦内心力量和个
人成长，正如该书简介所说——— “被讨厌的勇气”
并不是要去吸引“被讨厌”的负向能量，而是如果
这是我生命想绽放出的最美的光彩，那么即使有
“被讨厌”的可能，我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往那
里走去。不少读者留言，该书给予自己更加努力生
活的勇气。
  柏拉图的《理想国》居热读榜单第二位。《理
想国》是西方哲学立基之作，全书以对话的形式展
开，涉及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方
方面面的内容，概括和总结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目前，国内已有众多译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
学术名著丛书”系列译本可读性高，读者易以此入
门。居榜单第三位的是希阿荣博堪布的《次第花
开》，此书为希阿荣博堪布心灵随笔集。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黄慧敏 整理）

《爱情神话》

居口碑榜榜首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有句白酒广告词流传甚广：“难舍最后一
滴”。“难舍最后一滴”，是言酒之美味，但米麦酿
造发酵最后的生成物，不是酒，而是醋。  

醋的总工：贾思勰

  淄博是一个和醋有缘的城市，临淄区的
“巧媳妇”食醋、周村区的“王村醋”，都很
有名气。
  “巧媳妇”公司（以下简称“巧媳妇”）
坐落在临淄济青高速北畔，院子里有一尊贾思
勰的塑像，有人戏言：贾思勰是我们的总工
程师。
  贾思勰，青州益都（今山东寿光市）人，
中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著有综合性农书《齐
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我国黄河流
域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是中国现存的最早、
最完整的大型农业百科全书。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翔实记载酿醋法，是
严谨揭示其制作过程的最早著作。在《齐民要
术》“作酢法”的“动酒酢法”中记载：“大率酒一
斗，用水三斗，合瓮盛，置日中曝之。七日后当
臭，衣（指菌膜）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移动，
挠搅之。数十日，醋成。”

  酢就是醋，古代称醋为酢，也称为醯、苦
酒或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醯解释为
酸，也称酢。我国醋的产生很早，公元前1058
年周公所著《周礼》一书，就有“醯人掌五
齐、七菹”的记载，但在贾思勰之前，仅仅是
提到醋，关于酿醋方法则少有记载。《齐民要
术》系统而详细地总结了我国劳动人民从上古
至后魏时期的酿醋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
是关于醋酸发酵的微生物学经典文献。
  《齐民要术》中酿醋用的原料，有小米、
高粱、糯米、大麦、小麦及大豆、小豆等，其
记载的酿醋法不仅有许多“苦酒法”，而且有
许多制曲酿醋法，例如“粟米曲作酢法”“回
酒酢法”和“神酢法”等共23种。

制醋先制酒

  醋的偏旁酉，读作yǒ u，最早见于商代甲
骨文，其本义是酒器，引申指酒。“醋”的字
形结构和有关醋的酿造故事表明，古人是在自
然环境中发现醋的，最早的醋是变质的酒。
  “巧媳妇”的院子里，除了贾思勰的塑像，还
有传说中酒圣杜康的儿子黑塔的雕塑。相传，历
史上最早的醋就是黑塔发明的：杜康发明了酒，
他儿子黑塔在作坊里提水、搬缸什么都干，慢慢
也学会了酿酒技术。后来，黑塔酿酒后觉得酒糟
扔掉可惜，就存放起来，在缸里浸泡。到了二十
一日的酉时，一开缸，一股从来没有闻过的香气
扑鼻而来，便贮藏着作为“调味浆”。这种调味浆
叫什么名字呢？黑塔把二十一日加“酉”字来命

名这种调料叫“醋”。
  无论是贾思勰《齐民要术》中的记载，还
是黑塔用酒糟制造出醋，都说明了醋在工艺流
程中的“最后性”。
  现代化学知识的普及，让人们进一步知晓
了醋和酒的关系及奥妙：食醋的主要成分是醋
酸，其化学名称叫乙酸，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有
机酸。通常情况下，纯净的乙酸是一种有强烈
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液体，易溶于水和酒精。白
酒的主要成分是酒精和水，酒精是俗称，化学
名称是乙醇。当然，若是其他酒成分就复
杂了。
  食醋制作的一般程序是先生成乙醇，再将
乙醇转化成乙酸。乙醇在酶的作用下经氧化生
成乙酸。从工艺程序上说，酒在醋前，二者紧
密相联，制醋先制酒，这也是醋被称作“苦
酒”的原因。
  醋和酒的关系如此紧密，醋也被认为是酒
的一种，那为什么人们喝酒容易喝醉，而醋就
不醉人？
  据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教授陈旭解释：喝
酒之所以可能会醉，是因为乙醛对大脑产生的
作用。当一杯酒喝下肚，大部分乙醇迅速地在
胃里被吸收进血液，剩下的乙醇到了小肠被吸
收进血液。当血液流经肝脏时，那里的乙醇脱
氢酶就会把血液中的乙醇氧化成乙醛；肝脏中
的乙醛脱氢酶把新产生的乙醛氧化成乙酸，乙
酸也就是醋的成分，乙酸会进一步代谢成二氧
化碳和水。因此，一旦乙醇变成乙酸，就不会
再对身体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人体对酒精的代

谢途径。

“醋”在“音阶”中的排名

  在“巧媳妇”采访，让人感到特别惊喜的
是各种味道居然会有“音阶”排名。“巧媳
妇”在厂区建设了一个“12345 踏步廊道”，
每一个踏板对应一个音符，踏上“12345 ”五
个踏板给大家演示，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哆、
来、咪、发、唆”，而是“酸、甜、苦、辣、
咸”五个字。
  “ 12345 踏步廊道”，是“巧媳妇”为发
展文旅产业所打造的一个体验式场景。记者在
“巧媳妇”看到，这里不但有干净宽敞的数控
自动化厂区，还设置了一些趣味性、知识性
“小景点”，比如，建设有倾斜的醉酒小屋，
让人体验醉酒的感觉。
  最吸引人的是富有趣味地展示自己浓厚的
酿造历史文化。山东“巧媳妇”历史悠久，前
身为1895 年由李锡汉、袁世恩创办的“福源
永”酱园店和1900 年由胡天文之父开办于西
关的“永顺和”酱园。
  参观“巧媳妇”的酿造传承，先要走过一
个光影斑驳的“时光隧道”，然后就进入了
“古法晒场”。在这里你能在墙壁上看到食醋
的小知识，了解到酱文化，知道“柴米油盐酱
醋茶”还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姓氏；在储藏库
里，有出口日韩的一层层的酱块，一个个2000
公斤的老“醋坛子”整齐地摆放，让人大开
眼界。

最后一滴：不是酒，是醋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前几天，负责社区工作的片警在小区群
内发布了一条消息，提醒大家注意，当天辖
区内发生4 起警情，其中3 起与醉酒有关，
有的因为喝多了酒，在出租车上呕吐，与的
哥发生纠纷，有的醉倒在车库不能回家，说
不清家住何方，民警都及时出警妥善处理。
民警特别提示：家有“酒鬼”的要注意了，
酒后误事、酒多伤身、酒大出糗、酒狂
违法。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
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
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
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
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
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
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
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
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
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
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
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
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
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
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
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
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
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
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
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
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
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
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
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
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

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
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
《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
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
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
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
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
“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
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
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
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
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
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
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
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
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
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
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
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
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
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
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
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
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
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
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
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
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
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
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
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
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 喝
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
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
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
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
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
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
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

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
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
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
“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
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
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
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
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
“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
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
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
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
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
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
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
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
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
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
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
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
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
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
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
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
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
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
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
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
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
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
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
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
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
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
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
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
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
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
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
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
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

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
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
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
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
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
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
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
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
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
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
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
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
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
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
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
“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
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
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
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
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
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
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
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
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
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
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
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
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
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
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
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
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
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
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
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
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
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
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
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
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

酒里的风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