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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会说话

非遗是生活

  清朝嘉庆初年（约1800年），家住临
朐县赵家楼村的高县是当地民间著名
的厨师，拿手菜当数羊肉制作。他不但
在本村做，而且常年下乡赶四集卖羊
肉，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五井集，因为
五井集规模大，吃羊肉的人多，羊肉
买卖好做。高县开创的在农村摆摊制
作经营的羊肉菜是今天临朐全羊的
源头。清朝道光年间，高县之子高振
邦继承了父亲的厨艺，他不满足于
在街头摆野摊子经营，而是沿街开
了综合饭店“义和饭店”从事厨师行
业。高振邦的儿子高乾、高坤又在此
基础上把羊汤发展为全羊汤。清朝
光绪十一年（1885年），高振邦之孙、
高坤之子高魁升在总结、继承祖辈
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创新，推
出了“全羊席”这一名吃。临朐全羊
的名气也随着岁月的流淌日益为人
们所熟知。
  临朐全羊，是临朐著名的传统菜
系。它选取经过阉割的、放牧3年以上、
体重25公斤以上的黑色或红色、白色
山羊为原料，根据羊体的不同部位，配
以不同佐料，通过不同的制作工艺，可
炮制出色、香、味、形及营养价值各不

相同的127种菜肴。这是一项技术含量
高、传承有序且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间
手工技艺。
  嵩山山羊作为临朐全羊制作的食
材来源，其主要生长在崎岖的山间，天
生善于攀岩，在陡峭的山崖上觅食、嬉
戏时如履平地，俗称“山羊猴子”。它不
食山下的杂草灌木，专吃山顶的洁净
植物；不喝井水与水库蓄水，只饮山间
流动的活泉，故被称作是“吃着中草
药，喝着矿泉水”成长起来的“绿色动
物”。由于活动量大、常年吃素的缘故，
它的生长期比其同类要长一倍，因而
肉质具有口感细腻、嫩而耐嚼、鲜而不
膻之鲜明特征。
  在制作方法上，集炸、溜、烧、烤、
炖、焖、煨、炒于一身，把羊体的每个部
位都纳入了选料的范畴，分别成菜的
羊体部位有：羊血、羊脑、羊蹄、羊腿、
羊肝、羊肺、羊心、羊脾、羊肠、羊里
脊、羊口条、羊腰子、羊头、羊排、羊
耳、羊唇、羊项、羊百页、羊肺管、羊食
管、羊鞭、羊尾、羊眼、蹄筋、羊宝、眼
皮肉、羊髓、鼻软骨等等。例如，羊臀
及脊部肌肉较丰，可做“玻璃方”“炸
铁伞”“宫爆肉”“小干烙”等；而往往

被忽略的羊眼皮可做“明开夜合”，羊
鼻可做“望风破”，羊唇可做“采灵
芝”，羊嗓可做“天花板”，羊尾可做
“炸冻篱”，羊脊髓可做“受天白禄”等
等。从羊头到羊尾，从羊脊到羊蹄，不
同部位烹制出的各种菜肴并根据其
部位冠以美妙的菜名，虽系全羊菜却
无一带“羊”字。再如羊耳朵可分为
上、中、下三段，三处可做三道菜，即
羊耳尖可做“迎风扇”，羊耳中可做
“双凤翠”，羊耳根可做“龙门角”，取
名吉祥，寓意芬芳。临朐全羊的每道
菜选料讲究，均用上等黑山羊。从宰
杀到分档，须按程序逐步理顺，均可
达到片、丁、丝、条，烹调方法有炸、
溜、烧、烤、炖、炝、拌、爆、溜、涮等等，
制作的全羊菜品具有软烂、清淡、口
味适中，以及酸、辣、脆、嫩、不腥不
膻、鲜香味醇之特点。
  临朐全羊菜品丰富，技艺复杂，全
部介绍过于繁复庞杂，其技艺流程、作
法仅举几例以作介绍：
  天赐鸿福
  主料：羊血、豆腐、菠菜、红干辣椒
  操作方法：将羊血30 0克、豆腐
30 0克切成3厘米乘6厘米的长方形

方片，用羊汤焯水备用。锅内放入花
生油50克，放入大葱、干红辣椒爆出
香味 ，加入高汤和焯好的羊血、豆
腐 ，放入菠菜5 0克 ，淋上香油出锅
即可。
  特点：口味滑嫩、香辣可口。
  麒麟顶
  主料：带皮羊脸、扒汁
  操作方法：将500克羊脸肉用刀切
成薄片，皮朝下放入碗中定形，加入酱
料高汤，上笼蒸30分钟，将汤倒出备
用。将蒸好的羊脸肉扣入盘中，围上花
边。锅内倒入汤汁，用生粉提芡，淋上
花椒油，浇在羊脸上即成。
  特点：色泽红嫩、口感细腻。
  佛手羊肚
  主料：羊大肚
  操作方法：熟羊肚300克切成4厘米
梯形状，每块羊肚划上四刀备用。锅内
放羊汤，将羊肚焯水呈佛手状。锅内放
入花生油50克，烧热，用蒜片爆锅，倒
入焯好的羊肚，加调味品香菜段，淋上
芝麻油，出锅。
  特点：脆嫩清香。
  （据《潍坊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卷》）

临朐全羊宴制作工艺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青州府松林书院办学盛大、学子
云集、名人辈出，在整个山东省名列前茅，青州府的其他学
校如府学、县学等无法与之比肩。
  松林书院的“山长”严锡绥曾主讲松林书院。严锡绥去
世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的弟子李文
藻、朱廷基、张希贤三人同时中举，被选为国家栋梁。
  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一字茝畹，晚号南涧，世
居青州府益都县东关春牛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李文
藻考上进士，在两广为官，后来官至广西桂林府同知。他被
称作清代山东知名的藏书家、金石学家及文学家。
  李文藻长什么模样？幸有多幅肖像写真画作存世，记录
了李文藻的样貌。
  观青州博物馆藏的《李文藻画像轴》，但见他身穿蟒袍，
外罩补服，头戴官帽，在圈椅上正襟危坐。他左手抚须，右手
把椅，身材魁梧，体格略壮；大脸盘，黑红脸膛，浓眉，直鼻，
目光有神，向左前方凝望；唇上八字胡，唇下络腮胡。给人的
第一印象好像一员武将，英气勃发，而他其实是一位胸有丘
壑的学者型文官。
  李文藻藏书数万卷，每卷都亲手校勘。其藏书处名为
“竹西书屋”。李文藻曾于纪晓岚处借抄《易汉学》等书，夏日
酷暑，汗沾衣襟，不以为苦。任官岭南期间，车载书籍几千
卷，以便随时阅读。
  李文藻嗜书如命。晋京应选时，他常出入琉璃厂书肆，
每遇好书，就是典衣借贷也要买下，还从朋友处借书来抄。
一本《海岱会集》他久访不得，偶然听说一刘姓书商有写本，
但不外借。他以皮袍赠送，得到许可，在冰天雪地的寒冬呵
手抄写34天，才将书抄完，抄后交于纪昀，得以编入《四库全
书》，避免了失传的命运。
  作为藏书家，李文藻更大的贡献在于搜集、刻印名贤珍
本。明代章丘李开先、清代新城王士祯等人的身后书籍接
近散失，李文藻慨然以抢救整理为己任。他把所藏、所见、
所闻珍本编为《所藏书目》《所见书目》《所闻书目》，都记
录翔实。
  李文藻著述丰富，在方志、金石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他
所修纂之乾隆《诸城县志》《历城县志》体例精洽、考订严谨，
为清代全国名志。其金石著作主要有《泰山金石考》12卷、
《益都金石考》4卷，等等，蔚为大观。
  李文藻的金石研究成就主要在于摩崖碑刻。李文藻酷
爱金石考据，为方便访碑，他让仆人时刻携带纸墨，随时
捶拓。在任恩平知县时候，他一次乘船迎总督，在南海庙
休息时秉烛整宿拓碑，天亮时才知晓总督的船早已过
去了。
  病危之时，李文藻手不能握笔，由自己口述，外甥蒋器
笔录成《南涧先生易箦记》一卷。他曾留下遗嘱，要后辈卖掉
藏书作为出版费用，但后辈并未执行。以后家道中落，书稿
散失，后又遭大火，数万藏书也被焚殆尽。
  文人翁方纲在《李南涧墓表》中称：李文藻借鉴朱彝尊
《经义考》的编写体例，对金石著作编写体例的规范也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李文藻成为乾隆年间大名鼎鼎的藏书家、目
录学大家，继宋代赵明诚之后的又一金石学大家。
  可惜李文藻官至桂林府同知，在岭南任职期间，长年累
月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染上了瘴气，不幸英年早逝。李文
藻去世后，葬于青州东关东阁外之李氏祖茔。
  在摄影技术面世之前，肖像画就相当于人物写真。李文
藻显然热衷于此，留下了多幅“写真图”。
  在山东博物馆，就收藏有李文藻的肖像画四幅。上官伟
的《李文藻肖像》轴和无作者落款的《李文藻肖像》轴，创作
者层层平涂、晕染、皴擦，充分表现了面部的起伏关系，主人
公鼻挺口阔，人物骨肉俱佳。肖像的皮肤质感表现充分，连
额头纹理都清晰可见。
  在任岭南期间，李文藻走村串户，调查民情，处理政务。
为疏通楚南粮道，曾三次徒步考察古灵渠，亲自到田间地头
与农民促膝交谈。他断案“打衙受讼牒，一日百余纸”，心血
耗尽，须发变白。
  张赐宁的《李文藻听泉图》卷，画面以横幅取势，画中
人着一袭青长衫，左手捻美须，右手执书卷，双眸若有
所思。
  听泉之间，李文藻听到了民间呼声。他的某些诗文，
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间疾苦。他在《陆丰城南作》中写
道：“夫把锄镰妇饷餐，稷苗三寸麦芒干。只轮车子辚辚
过，都作山东道上看”，写出了天旱苗枯，农民背井逃荒
的情景。他的《达濠民》写：“种芋遍高低，捞鱼无巨纤。飓
风一夕至，船碎田沧淹”，写出了广东沿海渔民的痛苦
生活。
  在无落款的《李文藻肖像》轴中，主人公李文藻端坐于
蒲团之上，钓竿轻放膝头，气定神闲；竹子与柳树随风摆动，
旁边的提篮似在暗示主人打持久战的心态；右下一仆人手
举一条大鱼，似朝主人兴奋喊叫，文人悠游自在生活的神采
跃然纸上。
  此图题跋者为国学大师王献唐。同为书痴，看到李文藻
的收藏事业中道受挫，而自己的研究亦因战乱停顿，王献唐
悲从中来，写下长跋。

“金石书痴”李文藻
◎崔斌

遇 见 潍 河
◎闫素娟

  潍河，古称潍水，总流长246公里，
流域面积6493.2平方公里，是山东省流
域面积最广的河流，也是潍坊人民的
母亲河。
  潍河流经临沂、日照、潍坊3市10
个县区后，在昌邑市下营镇北注入
渤海。
  滔滔潍水流淌了无数个春秋，滋
养了两岸千千万万的人民，潍河流域
是中华民族古老东夷文化最发达的地
区之一。为了探寻潍坊母亲河，我们从
沂水富官庄镇源头寻访到昌邑下营镇
入海口，来往行程近千公里，历时数
月，为大家全景展示潍河流域丰富的
人文、自然景观。

澡 饮水思源 澡

  据史书《水经》记载：“潍水出琅
琊箕县潍山”，即现在的沂水县富官
庄镇泉头村云秀山。云秀山与箕山连
脉，由于历史原因，潍河所流经的各
县县志上关于发源地的记载不尽相
同。2020年，有关部门在云秀山北麓
的山泉畔立起“潍河源”标志，正式
确定潍河的源头。据闻，潍河发源之
地，泉多水多，空气潮湿温润，常有
云雾绕其间，宛如仙境一般，故名云
秀山。
  站在云秀山上，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始建于春秋时期的齐长城。云秀山
既是重要的人文地理分界线，也是自
然地理的分界线。以山为界，西面之水
汇入沭河（淮河水系重要支流），东面
之水汇入潍河，是淮河与潍河两大水
系的天然分界线，更让泉头村云秀山
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

澡 聚水成河 澡

  潍河上游山岭叠嶂，支流众多，较
大支流多以左岸注入。主要支流有汪
湖河、洪凝河、涓河、百尺河、渠河、汶
河等。“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为
进一步探寻潍河流域的厚重文化，我
们走访了同样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重
要支流——— 涓河（古涓水）。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潍水
又东北，涓水注之，水出马耳山”。马耳
山，位于诸城与五莲交界处，主峰海拔
706.7米，是鲁东南最高的山峰。清乾隆
年间《诸城县志》介绍：“马耳两峰之间
有洞在山腰，深莫测，云出其中，土人
呼仙人洞……此其（涓水）源矣”。根据
史书记载和现场考证，基本确定涓河
源头是马耳山仙人洞。山脚下流传着
独特的气象谚语，“马耳山戴帽，和尚
睡觉，大雨就到”，人人皆知，成为当地
村民的“天气预报”。
  涓河源头出仙人洞后是一片山
谷，抗日战争时期，“冰雹救村民”等故
事更使马耳山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的一
座神山，也让涓河更添了一丝神秘色
彩。关于这个故事，我是深信不疑的，
从小就听奶奶讲过，她当时也是亲身
经历者。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驻扎在马
耳山一带的抗日军民，发动了惨无人
道的“大扫荡”，附近村民都跑到马耳
山谷里躲避。听奶奶讲，当时山谷里就
跟赶集一样都是人，日军到了山坡上
架起机枪，吼叫着些听不懂的话。日近
中午时分，晴朗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雷声大作，拳头大的冰雹砸了下来，

奶奶没地方躲藏，只能找个石头缝，
把头伸进去躲避冰雹，让身子在外面
挨砸。一时间日军也被冰雹砸得晕头
转向，马耳山这一方百姓也万幸躲过
一劫。
  因此，当地流传歌谣：
  一九四五年呀，
  五月二十三，
  鬼子扫荡马耳山，
  穷苦老百姓呀，
  从此遭了难，
  为避难躲进仙洞间；
  驴的一声长喊呀，
  引鬼子近前，
  多亏山神救兵搬，
  瞬间黑云翻呀，
  冰雹往下掀，
  砸得鬼子直滚下山。
  神奇的马耳山孕育出清澈的涓
水，汇入潍河，奔流入海，滋养了这一
方水土，也佑护着一方百姓。

澡 峡山水库 澡

  历史上潍河曾叫淮河，因频繁决
口，泛滥成灾，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
产造成巨大损失，所以下游的两岸群
众称它为“坏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
在水利建设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严
重威胁的大江大河的治理。
  1958年至1960年，昌邑、安丘、潍县
和高密四县10万多百姓不计酬劳，自
带干粮，用自己的双手修建峡山水库。
修水库时，库区水位线下大概淹没了
100多个村庄，其中高戈庄公社全部位
于水位线下，公社被整建制取销。库区

移民有的安置在本地，还有近4万人被
安置到吉林省。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
月，移民听从安排，不计较个人得失，
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水库建设者不畏
困难，众志成城，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光
辉历史，已经牢牢镌刻史册。
  六十多年前，十万民工在潍河上
筑坝，建成山东省最大的峡山水库，彻
底解决了潍河下游两岸的洪涝灾害和
农田灌溉问题。现如今，峡山水库风景
秀丽，是观光旅游胜地。

澡 下营入海 澡

  潍河、汶河交汇后的下游地区，水
流量大且平缓，易于航行。清末至民国
初期，潍河航运已具一定规模。得益
于潍河千百万年的冲刷，下游地区的
沿河两岸是一马平川、沃野千里。入
海口的冲击平原上，万亩盐田在阳光
的照射下五彩斑斓，犹如大地的调色
盘，美不胜收。湿地滩涂上一排排水
产养殖池，是母亲河入海前最后的
馈赠。
  潍河是古老的，很难说清它形成
于何时，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时她
便在那里，塑造出我们浩瀚的文化。但
潍河又是新锐的，峡山水库建成后，千
百年间的水患彻底根除，灌溉着两岸
无数良田。站在昌邑下营镇潍河入海
口，看潍水汇入渤海莱州湾，这次的行
程就到此结束了。但这又是一个新的
开始，勤劳的潍坊人民从这里走潍河、
入渤海，带着昌邑丝绸踏上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现如今，潍坊港已成为联
通世界的“窗口”，万吨巨轮从这里起
航，御风破浪、挺进深蓝。

潍河昌邑段（图片由潍坊市河长制办公室提供）。

李文藻画像（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