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是国人最熟
悉的古典名著之一。在这
部名著中，有不少喝酒的场
景，好汉们无论何时何地吃
的好像都是牛肉。

梁山好汉们真的动不
动就“上二斤牛肉”吗?你可
别被文学作品给骗了。中
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历朝历
代都强调牛是重要的生产
工具，上升到律法保护，不
可随意宰杀，也正因为牛之
珍贵，牛肉是最高规格的肉
食，所以吃牛肉在很长的历
史时期内一直都是少数人
享有的特权。那么，“高高
在上”的牛肉是如何走上普
通百姓餐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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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好汉动不动就“上二斤牛肉”?

牛是古代珍贵的祭祀品1

考古发掘表明，在距今 7000 多年的
北方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已
开始饲养黄牛；距今约 8000 年的浙江萧
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大量水牛的标本；
大汶口文化遗存中有水牛的遗迹，而在
殷 墟 中 所 发 现 的 水 牛 骨 也 比 黄 牛 骨
多。可见先秦时期，水牛就生活在包括
黄河中游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

“伏羲氏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
“牺牲”二字的部首均为“牛”，足见牛
在 祭 祀 品 种 中 的 重 要 位 置 。《史 记》记
载 尧 时 即 有“ 特 牛 礼 ”，即 选 用 牡 牛 作
为 祭 品 。 殷 商 时 期 ，关 于 用 牛 祭 祀 的
卜 辞 很 多 ，在 小 屯 地 区 发 现 了 很 多 牛

骨 遗 存 ，都 属 于 祭 牲 。 清 华 大 学 艺 术
博 物 馆 馆 藏 的 一 件 卜 骨 的 内 容 为 ：在
乙丑日卜问发生“日又（有）戠”（日食
或是太阳黑子现象），应以 3 头、5 头还
是 6 头牛为祭品举行告祭？由这件卜
骨 可 知 ，当 时 祭 祀 所 用 牺 牲 的 品 类 和
数 量 都 要 进 行 占 卜 。 用 于 祭 祀 的 牛 ，
品 级 非 常 高 。 甲 骨 文 中 的“ 牢 ”字 ，是
牛被封闭在固定空间里的形象。从造
字 本 意 来 看 ，“ 牢 ”字 表 明 了 远 古 君 王
对 于 祭 祀 活 动 的 高 度 重 视 ，精 心 养 育
的、用于祭祀的品质高的纯色牛，最值
得拥有专门的“牢”。

据记载，周成王在洛邑王城告成之

祭时，对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祭祀分别只
用一头骍牛（红色毛皮的牛），相比于商
代隆重的祭祀，实在是寒酸。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牛应用于农耕劳动日益增
多，因此用于祭祀和宴飨场合的数量定
会有所减少。西周时期，官府设有专门
的官职来管理国有畜牧业，其中“牛人”
的职责为掌管国家公有的牛只。西周
礼制规定，“太牢”是最隆重的祭礼。所
谓“太牢”是三牲齐备，即牛、羊、猪三种
牺牲俱全，没有牛的即称“少牢”。天子
祭祀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只
有天子可以用牛来祭祀，可见牛肉在各
类肉食中的尊贵地位。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相
继崛起的春秋霸主不仅僭越了周天子
礼乐征伐大权，还延续了周天子无限制
独享牛肉的特权。诸侯会盟大会上，齐
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们主动宰牛来招待
各位诸侯，因此“手执牛耳”成为当时霸
主的标志。《左传》记载，秦师袭郑，到达
滑国，得知此事的郑国商人弦高便先后
赠送给秦军 4 张熟牛皮和 12 头牛以稳
住 他 们 ，从 而 赢 得 时 间 派 人 向 郑 国 报
告。给几万人的秦军送去 12 头牛犒劳，
在当时已算是颇有分量的礼物了。《楚

辞》的《招魂》《大招》中记载了战国时期
楚国的饮食名品，其中肉食类馔品第一
个提及的就是“煨牛腱子肉”，这足以证
明牛肉在肉食排行榜上的尊贵地位。

秦 时 ，国 家 对 官 牛 的 管 理 非 常 严
格 。 睡 虎 地 秦 简 中 记 载 ：如 若 官 牛 死
亡，当事人必须呈报官府，卖其肉的钱
及筋、皮、角等如数上交官府，最后由主
管官府通知销籍。秦律还规定每年必
须根据养牛情况对这个专门人员进行
考评：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对耕
牛饲养情况进行考核评比，被评为优秀

者，就有干肉 10 条、免除更役等奖励；
若是耕牛腰围减瘦 1 寸，要笞打主事者
10 下。

西汉时期，各地畜牧业发展迅速。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期
的巨富桥姚就是通过在边疆大力发展
畜牧业而积累出“马千匹，牛倍之，羊万
头，粟以万钟计”的财富。汉景帝阳陵
陪 葬 墓 放 置 了 大 量 彩 绘 陶 牛 ，栩 栩 如
生，形态逼真。其中有一只陶牛长达 71
厘米，是目前见到的最大的同类陶俑，
显然是力役型的黄牛。

弦高退敌巧用牛皮和牛2

施耐庵《水浒传》中，经常有这样的情景
描述：英雄好汉们一进酒馆，张口就喊，筛几
碗酒，再切几斤熟牛肉。这些情节很容易让
人产生误解，牛肉在当时是随处可见的肉食，
但其实这并不符合史实。周密《武林旧事》中
记载了 100 多道菜品，食材无所不包，却唯独
不见牛肉馔品的踪影。宋代司膳内人《玉食
批》（“玉食批”的意思是关于美食的指示、说
明）记载了宫中食谱，并无牛肉。可见，无论
是民间和宫廷食谱，都没有牛肉的记载，说明
当时牛肉的食用并不普及。且宋代对杀牛者
处罚较此前更为严厉，杀牛者要判徒刑两年，
甚至要刺配充军。那么为什么《水浒传》中会
有如此多食用牛肉的情节呢？一方面恐怕是
为了彰显英雄好汉们的反抗精神而进行的艺
术夸张，另一方面也说明宋代偏远小店为了
追逐高额利润不惜违规售卖牛肉。当时的牛
肉还可生食，洪迈《夷坚志》记载了这样一个
故事：南宋绍兴年间，有位叫郑行婆的老妇，
去报恩光孝寺听悟长老说法。路过一家熟牛
店，她见到有人正在切割牛肉，便对同行者说

“此肉生切后，用盐醋浇泼，十分美味”。当她
到了光孝寺，悟长老问她是否吃过“牛生”，她
谎称从未吃过。长老遂调了杯汤药让她喝，
她随即吐出一碗多生牛肉。

由于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所以元代不忌
讳也不禁止吃牛肉。元代御医忽思慧所著的

《饮膳正要》记载：“肝病禁食辛，宜食粳米、牛
肉、葵菜之类。”而且其还介绍了牛腱、牛蹄、
牛脯、牛髓、牛酥、牛酪、牛乳腐之类的滋补食
品。用牛肉和牛内脏烹制菜肴，以往比较多
见，而食用牛蹄则较为罕见。“攒牛蹄”就是元
代宫廷的一道名菜。

明代宋诩《宋氏养生部》中记载的牛肉制
法多达 17 种。明清以来，山东、陕西和四川
地区都出现了日后名扬天下的牛肉馔品。清
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因避祸逃往西安，途
经平遥品尝兴盛雷的“平遥牛肉”后，大加赞
赏，称“观其色而生津，闻其香而提神，食其肉
而解困”，遂封其为皇家贡品。除了“平遥牛
肉”，还有一款闻名遐迩的牛肉制品，即四川
达州地区的“灯影牛肉”，因其牛肉切得片薄
透明，用箸夹起，举在灯前，可以透光，且味道
独特，因此获得了“灯影牛肉”的美名。

山东的牛肉种类丰富，其中鲁西黄牛是
中国五大名牛之一，以其产肉率高，肉质鲜
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
的大理石花纹，有“五花三层肉”而著称。山
东牛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末期，曹县烧
牛肉自元朝以来便是民间餐桌上的一道名
菜，历经数百年的传承与发展，其制作工艺和
口味逐渐完善，成为曹县乃至菏泽地区的特
色美食之一。此外，肥城演马牛肉也有着悠
久的历史，起源于清朝嘉庆年间，至今已有
180 多年的历史，仍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
诱人芳香赢得交口赞誉。

据《齐鲁晚报》

骗人的!牛肉原本只有少数人享用，明清以后才逐步被端上百姓餐桌

大口吃肉的场景是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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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降牛肉出好品
5

滉

“杀牛”激将为哪般3

西汉时期，尽管当时也有“毋得屠
杀牛”的诏令，但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
时，皇帝“赐民百户牛酒”，百姓也能有
幸吃上牛肉。在权贵之家的餐桌上，牛
肉更是常见。西汉时，昌邑王刘贺（后
来的海昏侯）赐大臣王吉牛肉 50 斤，酒 5
石，脯 5 束；东汉时，光武帝诏太中大夫

“赍牛酒”赐冯异。
《后汉书》记载了一则“吴汉椎牛飨

士”的故事。吴汉为东汉开国名将、杰出
的军事家，东汉初年，苏茂叛乱。光武帝
刘秀派遣大司马吴汉率兵平定叛乱。一
次，吴汉与苏茂大战时，不慎落马摔伤膝
骨，败回营中。诸将见此情形，便对吴汉
说：“大敌在前，而您却受伤卧床，恐怕军

心忧惧啊。”吴汉听罢，立马起身下床，杀
牛犒赏将士们，并对将士们说：“贼兵虽
然人多，但都是匪盗不义之徒，胜了互不
相让，败了则各自奔逃、互不相救，所以
现在正是大家立功封侯的好机会啊!”众
将士们享用美味的牛肉后，又被吴汉的
说辞深深感染，于是群情激愤，士气大
振。第二天，吴汉挑选精兵数千，一举将
叛军打得落花流水。

这里还有“魏尚杀牛”的故事。《史
记》记载，西汉时期，有一位名叫魏尚的
将军抵御匈奴时，为了激励士气，5 天
杀 1 头牛给军士吃。于是，军士奋勇杀
敌，以致“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
高 等 级 的 肉 食 ，军 士 们 平 时 基 本 吃 不

到，所以杀牛飨士才起到如此大的激励
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
进入中原，推动了养牛业的发展。这一
时 期 ，牛 主 要 用 于 耕 田 、驾 车 ，而 非 食
用。不过，权贵之家不受禁令制约，依
然宰牛食肉。

隋唐时期，确立了“以农为本”的基
本国策，加之北方和西部游牧民族的频
繁内迁使大批牛、羊进入内地，养牛业
和养羊业都迅猛发展。故宫博物院收
藏的韩滉的《五牛图》中，5 只肥壮的黄
牛，分别作昂首、独立、嘶鸣、回首、擦痒
之状，姿态迥异，牛的筋骨和皮毛的质
感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 韩滉《五牛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