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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人离不开食物，食物离
不开灶具。灶具的发展体现了人类文明
的进步，反映了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
早期的人类在使用火的过程中，逐渐学会
了掌握和控制火，后来又用土将火围起
来，不仅安全而且更聚集热量，这就是灶
的雏形，同时也是“灶”象形字的来源。

内蒙古博物院《边关岁月》展厅中，
汉代龙首青铜灶被单独摆放在玻璃展柜
里，它是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青铜灶中体
量最大、级别最高的一件随葬品。精致
的造型，傲然昂立、呈嘶吼状的龙头，带
给观众无限遐想。

龙首青铜灶通长 40厘米，高 44厘
米，宽 30.1厘米，龙首造型烟筒高 24.5
厘米。灶台上，大灶眼的釜上有甑，底部
有许多透气孔格，像我们现在的蒸锅；剩
余2个灶眼上均配置着釜，也就是我们
今天的锅，如果 3灶齐开，可同时进行
蒸、煮（炖)、炒烹饪。

仔细端详灶、甑、釜、烟筒，这些看上

去很平常的设计实则暗藏“玄机”——
灶身长、灶门窄、龙首形烟筒高，做饭
时，通过灶门往灶里加柴，烟便从龙
嘴吐出，高烟筒有利于吸风拔火、提
高火力。

龙首青铜灶还有一个特点是灶、
釜、甑、烟筒四大组件可以拆分，使用
时简单组装起来即可，离开时迅速拆
散打包，非常适合游牧部族游猎或作
战使用。

据考古资料记载，先秦时期，灶坑
或火塘设在屋内门口处，不仅是炊具，
也是取暖、照明的工具。从西汉开始，
室内有了正规的垒砌灶。最初，一个
灶台上有多个灶门，后来人们在使用
中发现，如果灶台只设一个灶门，那么
只需从一处往灶膛塞柴草，照样能煮
饭烧水，不仅操作方便，还节省燃料。
同时，增大灶膛空间，利用冷热空气对
流回旋，柴草燃烧更充分，热量也能得
到充分利用。

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承燕介绍，中
国的古人对灶十分尊敬，有祭灶神、打扫
灶舍等习俗，灶的使用为人民的生活带
来极大方便，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不断
提高。灶在形成之前，经历了篝火、火
塘、灶的形态。秦汉时期，灶具的功能
和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有固定
式垒砌灶，也有可移动式小型金属灶；
既有单火眼灶，也有多火眼灶。固定式
垒砌灶不仅推动了釜具朝着后世铁锅
的方向演化，而且成为随后 2000 年人
们一直沿用的基本灶具形式，对中国传
统炊具造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出土龙首青铜灶的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金河镇，因紧邻大黑河而得名，大黑河
古称金河。该镇是原阳古城遗址，战国
时属于赵国。当时，这里草原辽阔，水草
丰美，是良好的天然牧场，再加上这里的
人喜欢骑马，所以被赵武灵王选为骑兵
训练基地。到了汉朝，为了稳定边疆的
统治，朝廷实行移民屯垦、开发边疆的政

策，在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实行郡县制管
理，营建了大大小小40余座边疆城镇，
今天的呼和浩特地区当时属云中郡管
辖，下设11个县，这时是呼和浩特地区
历史上最早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内蒙
古地区古代历史上建造城市最多的一
个时期，成为巩固边疆的生动典范。

如果历史是首诗，那么文物便是最
雅致的文字。龙首青铜灶是典型的中
原文化产物，始于炊烹、达于交融，在内
蒙古地区出土，说明汉代时中原地区先
进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经传入漠北
地区，见证了2000多年前中原文明和
游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郑承
燕说：“今天，我们站在龙首青铜灶前，
仿佛穿越到2300年前的时空。在灶的
发现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吸取了草
原文化的精髓，延展了黄河文化的内
涵，这里既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融
汇点，也是北疆文化形成中的重要闪光
点。”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我是汉代集成灶

□娜拉

远古时期，人类祖
先点燃篝火，围坐在一
起取暖、烧烤。那团火
焰，就是我们“灶”家族
日后的雏形。

随着人类祖先从
移居到逐渐定居的生
活方式，我们家族的面
貌也越来越有模样、实
用性也越来越强。到
了汉代，我们家族成员
彻底融入汉族人的家
庭生活，只是汉代“事死
如生”的丧葬习俗让我
的身份有些尴尬——
我是模拟主人生前生活
场景的青铜明器。我在
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
在现在的呼和浩特市金
河镇格尔图村重见天
日，成为内蒙古地区出
土青铜灶中体量最大、
级别最高的随葬品。

后人从我精致的
造型、独具匠心的设
计，就能了解到我主人
生前的生活品质。我
由灶、甑、釜、烟筒组合
而成。灶呈船形，正面
有长方形灶门。灶面
上有3口锅，其中一口
锅上“背”着甑，就是现
在的蒸笼。这个能同
时进行蒸、煮、炒的多
功能灶，相当于现在人
们用的集成灶。灶面
两侧饰铺首衔环，灶底
下有 4 个相互对称的
兽蹄足。最吸睛的是
灶后面插着的昂首嘶
吼的龙头烟筒，由此可
见我的主人生前对龙
是何等崇拜。

顺便给大家科普
一下，三眼灶的灶台通
常都是立体长方形，灶
眼有大、小之分。大灶
眼在前，小灶眼在后，主
要火力在大灶眼下，小
灶眼位于烟火道上，用
来预热、煨素和保温。

袅袅炊烟，是汉代
最温馨的日常景象。
2000 年来，主人家开
饭前的场景常常浮现
在我脑海——灶台上
的蒸锅热气腾腾，另外
两口锅，一口煲着汤，
一口炒着菜，干净整洁
的厨房里弥漫着令人
垂涎的饭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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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彤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
深。物质遗产、思想文化和
典籍文献是我们挖掘传统饮
食文化的根基和脉络。食物
离不开灶火，正如汉代词典
兼百科全书《释名·释宫室》
里定义的：“灶，造也，创造食
物也。”“灶”字的楷书最早出
现于汉代初年，汉代也是厨
房从住所建筑里独立出来，
灶文化开始流行的时期。古
代，柴草是灶火的燃料，汉代
的灶台布局合理，可以使柴
草充分燃烧。1982年，山西
太原尖草坪汉墓出土了少见
的六眼圆头灶，我们可以想
象一下，当时 6 个灶眼同时
开火的烹饪场景是怎样的一
番热火朝天。

内蒙古博物院珍藏的汉
代龙首青铜灶是3眼灶。在
新石器时代，灶的模型以陶
灶存在，到了春秋战国列鼎
而食的青铜礼器时代，又以
青铜灶的形式被复制出来。
从秦汉至隋代，考古发掘出
的诸多灶具文物中，出现连
眼灶，以单眼、双眼、三眼灶
最为常见。龙首青铜灶有点
像今天的多头灶台，锅的丰
富，代表了饮食的丰富程度，
锅的数量越多，说明生活质
量越高。龙首青铜灶的烟
筒，除了运用中华民族的吉
祥符号外，它的身高有助于
吸风、提高火力，不仅使人避
免烟熏火燎之苦，还最大限
度利用热能更好地烹饪。

龙首青铜灶是典型的
中原文化产物，在内蒙古中
原先民聚居区墓葬中出现，
说明今天的呼和浩特在当
时为多民族聚居地区，反映
了民族大融合的史实。龙
首青铜灶可以放 3 口锅，充
分说明汉代人饮食种类很
丰富。从灶的形制还有体
量上看，说明当时金属冶炼
术十分发达。这件器物让
我们领略到的不仅是先民
们的智慧，更让我们体会到
文化互融所带来的祥和与
美好。

（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
研究员）

文化交融带来祥和
灶的后面插着昂首

嘶吼的龙头型烟筒
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汉代龙首青铜灶出土
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
格尔图村。金河镇因紧邻大
黑河而得名。

大黑河是呼和浩特的
母亲河，又名金河、金源，古
称敕勒川、黑水，发源于乌兰
察布市卓资县十八台乡，一
路西流折向西南，纵贯呼和
浩特地区,自古以来就川流
不息。

据《呼和浩特史料》记
载，这条河在秦代以前就
已经在流淌，汉代以后才
有名字“荒干水”。东汉学
者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了
荒干水的流向。北魏郦道
元在《水经注》中称荒干水
为“芒干水”，文中详细记
述了大黑河流经地带与诸
水汇流情况，说它流经阴
山(大青山)以南，沿途汇集
了许多支流注入黄河。从
战国至汉代，勤劳的人民
在大黑河两岸垦荒种地，
引水开渠，将亘古荒原辟
作平畴万顷的良田。

到了隋唐，有关的历史
著作中又将大黑河称作“金
河”“紫河”。这一时期，这里
是北方游牧部族突厥驻牧的
苑囿。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隋炀帝从榆林城(今准格
尔旗北部黄河南岸十二连城
古城)出发，沿着今天的大黑
河巡行，受到突厥启民可汗
的隆重接待。辽代，大黑河
被称作“金河”“黑河”。元
代，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将大
黑河称作“黑河”“黑水”。明
代，黑河有了“大黑河”“小黑
河”之分。
（本报记者 张劲 整理）

【观点】

亘古通今大黑河

【史话】

甑 是 古 代 的 蒸
食用具，底部有许多
透气的孔格，食物置
于甑上蒸煮，如同现
代的蒸锅。

龙首青铜灶
通长40厘米

高44厘米

宽30.1厘米

龙首造型烟筒
高24.5厘米

【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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