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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二，是个名称挺多的节
日：“龙抬头”“春龙节”“青龙节”“龙兴
节”“农事节”……对名称里的“龙”，我
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语文工具书《辞
源》这样溯源：“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
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
为鳞虫之长。”龙既然是动物，那么它就
和来自动物的肉类食品有关系，而且是
那么久远、那么紧密的关系。

回望二月二的节日餐桌上，称面条
为“龙须面”；称一锅煮的面条、馄饨为

“龙拿珠”；称米饭为“龙子”；称水饺为
“龙耳”“龙角”；称烙成龙鳞状的煎饼为
“龙鳞饼”；称吃猪头为“食龙头”；称吃
葱油饼为“撕龙皮”……

吃来吃去，人们在解读这些含“龙”
字的菜名时，打开中华饮食的历史画
卷，找到了“吃龙食”与肉类食品更为确
凿的证据。

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山海
经》不止一次提到这种怪东西——“视
肉”，后人注释为：“聚肉，形如牛肝，有
两目也；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故。”可
见，先民渴望老天赐给他们肉吃，就幻
想出“自来肉”的神话。人类终于有肉
可吃了，这还得从食物史三个阶段的

“三皇”说起：受自然启发燧发明钻木取
火，后世尊之为“火祖”燧人氏；驯养野
兽成为家畜以供食用，后世尊之为“华
夏民族人文先祖”伏羲氏；“尝百草”，教
人医疗与农耕的神农氏，后世尊之为

“神农大帝”。
且说伏羲氏，看到“天下多兽”“天

下多水”，他“教民以猎”“教民以渔”，还
综合多种动物特点拼凑成龙、凤的形
象。龙、凤成为贵族身份的标志。贵族
有吃肉的特权，古代称他们是“肉食
者”。《礼记·王制》记载：“诸侯无故不杀
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
庶人无故不食珍。”

曾得到著名史学家季羡林手书推
荐其作品的高成鸢，在完成国家史学课
题《“尚齿”（尊老）：中华文化的精神本
原》之后，推出“追溯中餐演进道理”的

《味即道 ——中华饮食与文化十一
讲》，书中专设一节，讲述《龙、凤来自华
夏祖先的肉食》。

“龙的臆造出发点是肉食，凤的臆
造出发点也一样。龙是鳞类外加兽类
的代表，而凤只是鸟类的代表。龙代
表的动物包括兽类，所以龙比凤更重
要。”这个说法，更有助于人们知晓为
什么含“龙”字的菜名多：吃龙麟（薄如
蝉翼的春卷皮就像是龙的鳞片）、吃龙
眼（白肉黑核、形圆味美的桂圆，也称

“龙眼”）、尝龙胆（黄米面包入糖馅、豆
馅或菜馅等馅料，油炸后色泽金黄，外
酥里香）、啃龙骨（油锅中翻滚的油条，
就像一条金黄的长龙在翻江倒海。二

月二吃“龙骨”，特别有“骨气”）、吃龙
蛋（二月二这天早上的鸡蛋不叫鸡蛋，
而叫作“龙蛋”哦）……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
流。”这流传久远而广泛的民谚，到了新

时代的龙年，也将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美
食呈现。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食品科
普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餐饮
文化大师）

尽管人们知道茶树到了春天
会一如既往地发出新芽，但当新
芽如约而至时，还是会欢呼雀跃
地奔走相告，早早地备好茶具，等
着品饮新年里第一杯春茶。

六大茶类中，率先上市的当
然是绿茶了。据统计，绿茶是我
国产量最多、消费市场最大的茶
类，占所有茶类总销量的五成至
六成，当之无愧成为六大茶类历
史最悠久的“元老”。

我国绿茶花色品种之多，居
世界之首。仅从茶叶的形状来
看，有扁形的西湖龙井、形曲如螺
形的碧螺春、形如竹叶的竹叶青，
以及条形的黄山毛峰和信阳毛尖
等名茶，大多是采一芽一叶、一芽
两叶制成的。也有用单芽制成的
茶叶，如名字中直接带着“芽”的
峨眉雪芽等，这种单芽茶，外形秀
丽，毫香清鲜，只是“500 克干茶
需要 5 万至 6 万个芽头”才能制
成。想着茶山上采茶女工的手指
至少得掀动 6 万次，才能换来自
己茶罐中的一斤茶，不由得分外
珍惜手中的这一杯绿茶了。

绿茶的氨基酸、茶多酚含量
高，这使得茶杯中的绿茶汤香气
清幽，滋味鲜爽，为众多消费者所
喜欢。其鲜爽，更是绿茶作为非

发酵茶诱人的一大特点。饮上一
杯早春绿茶，似乎就让自己的身
体实实在在地知道春天来了！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
暖鸭先知。”人们喜欢用苏东坡

《春江晚景》来描绘春天的到来，
如 果 将 鸭 比 作 动 物 界 的“ 知 春
者”，那么植物界的“知春者”，就
应该是长于南方的茶树了。可
谓“好茶知时节”，人们根据春茶
采摘时期的不同，给予了它们不
同的名字，如清明节前采制的称

“明前茶”，雨水前采制的称为
“雨前茶”。在 5 月份前采制的茶
都可以称为“春茶”。

龙年，人们自然格外期待茶
名中带“龙”字的西湖龙井。但
是如此隆重的时刻，一定要注意

茶叶到达的时间。有专家根据
以往的经验和各地气候，以及产
茶的种类，向广大春茶爱好者公
布了龙年春茶上市的时间表，在
3 月中旬，你就可以喝到春意满
满的西湖龙井茶了。

迫不及待地想把春天请进
茶碗里的你，在此之前可以用率
先上市的“乌牛早”，来暂时满足
自己的味蕾需求。

春 天 里 ，你 在 手 捧 一 杯 春
茶，观茶舞之余，还可以为自己
泡一壶调饮茶。你只需要挑出
几片漂亮的薄荷叶、柠檬片，和
绿茶一起放进茶壶里，在你注入
开 水 的 那 瞬 间 ，鲜 爽 的 早 春 绿
茶，融合薄荷的清香与柠檬的酸
爽，犹如春天里的一道清泉，沁
人心脾。这道绿意盎然的春日
调饮茶冲泡时根据个人口感喜
好 ，加 入 适 量 蜂 蜜 调 匀 即 可
饮用。

就这样，从茶山上的第一枚
茶芽萌发，我们就期待着品饮来
自杭州的龙井茶、浙江长兴的紫
笋茶，安徽六安的瓜片……一年
一年地期待春茶的到来，就如同
一年又一年地期待春天的到来
一般。

这种可持续的乐趣，让我们
发自内心地感叹：看啊，一个新
鲜的世界又来到面前了！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副编审、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农
业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委员）

二月二吃“龙食”
□ 单守庆

把春天请进茶碗里
□ 文/图 童 云

图为粤菜名厨林中
文制作“黄椒酱蒸盘龙
东星斑”。

（作者供图）

嗑葵花籽容易上瘾，主要是
其特殊香味刺激舌头上的味蕾，
再通过大脑的食欲中枢，反馈于
唾液腺等消化器官，使之呈兴奋
状态。特别是市场流行的多味
葵花籽、五香葵花籽等，更是喷
香焦脆，大开胃口。但是，嗑葵
花籽有利也有弊。

其一，嗑时容易带走大量唾
液。如古人言：“瓜子多吃伤津
液。”据统计，每天嗑葵花籽 125
克，唾液随壳吐出10毫升。这样
会增加唾液分泌腺的负担，损失
体内的有用物质。时间长了，还
会使味觉迟钝，食欲减退，甚至
引起胃痉挛。许多人嗑葵花籽
后感到口干舌燥，就是唾液耗
损、伤了津液的缘故。如果嗑时
泡一杯绿茶，不时缓缓地呷上一
口，或许要好些。

其二，制作中会使用大量香
料和食盐。如八角茴香、桂皮、
花椒等，大都含有一种黄樟素，
已证实其会致动物肝癌，长期食
入，应引起注意。食盐摄取过
多，则会在血管内潴留，造成血管阻力增加，细胞
内外的钠浓度改变，使血压升高，于健康不利。
且葵花籽油性大，多吃会引起肥胖、高血脂、脂肪
肝等病症。

此外，葵花籽除了嗑，还可以榨成油。葵花
籽油清亮透明，芳香可口，质地纯正，被誉为“高
级食用油”或“健康油”。食品化验证明：葵花籽
油所含的亚油酸，比如棉籽油、菜籽油、豆油、花
生油或芝麻油都多。经常食用葵花籽油，对防治
高血压、动脉硬化和冠心病大有益处；对因缺乏
亚油酸所引起的营养不良，如皮肤干燥、鳞屑肥
厚或老年性白内障等病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健康人能增强体质，防病抗病，延年益寿。葵
花籽油还可以制造人造奶油、固体油等。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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