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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名家名笔 Z 烟火人间
烧麦，分两种：一种是南方的烧麦，中间包

着的是糯米，我很少吃，没什么发言权；还有一

种是北方的烧麦，馅多以牛羊肉为主，我在济南

吃过，在临清吃过，在正定吃过，在太原吃过，

在呼和浩特吃过。

都好吃。

最好吃的，还是最北边的呼和浩特的烧麦，

当地人又有新的分法，认为烧麦分两种：一种是

呼和浩特的烧麦，一种是别的地方的烧麦。

作为别的地方的人，我平日在济南，好吃

的烧麦不好寻，本身卖烧麦的也少，有个小区

里 有 一 家 ， 拐 弯 抹 角 进 去 ， 在 一 个 小 院 子 里 ，

摆着几张桌子，有两三个小店共用，一家卖甜

沫、牛肉烧饼，一家卖炸油条、糖糕，还有一

家，专卖烧麦，门口摞着几个小蒸笼，冒着热

气，掀开就是蒸好的烧麦，里面则放着一个大

冰 柜 ， 存 放 着 冻 实 了 的 烧 麦 。 前 几 年 我 常 去 ，

有 时 在 那 里 吃 ， 有 时 买 些 生 的 带 走 ， 放 冰 箱

里，吃的时候蒸熟，总体的味道还可以，嚼起

来像老家的烫面蒸饺，肉香，面香都有，但算

不上特别美味，只能说是烧麦，在济南可以吃

到还及格的烧麦。

整个山东，临清的烧麦最有特色，那座小城

曾是运河重镇，又一度被现代铁路交通遗弃，所

以保留了诸多古老的习俗，比如小吃丰富，美食

诸多，烧麦在那里也算历史悠久，以临清为地理

背景的 《金瓶梅》 中就有“桃花

烧卖”，西门庆和他的拜把子兄

弟吃饭，“每人吃一大深碗八宝

攒汤，三个大包子，还零四个桃

花烧卖，只留一个包儿压碟儿。

左右收下汤碗去，斟上酒来饮酒

……”感觉烧麦普普通通就上了

桌，随随便便就撤下了，至于味

道如何，兰陵笑笑生也没细说，

或许就是笑笑，呵呵而已。

我 在 临 清 没 有 吃 “ 桃 花 烧

卖”的运气，其实，烧麦的形状

更像梨花，或百合，薄薄的花瓣

似 开 似 合 ， 包 裹 着 花 蕊 一 样 的

馅料。

到了正定，烧麦的特点就开

始 凸 显 了 ， 皮 薄 味 足 ， 汤 汁 丰

盈，绝不是包坏了的包子，而是

恰如其分的小笼。这和正定的地

理有关，贯穿南北的交通要道，

如同中原的咽喉，这个位置，咽

下一口烧麦，自然滚烫鲜美。

今年夏天，我又去了趟正定，晚餐烤全羊，大口吃肉之余，总觉得肚

子里还有些不踏实，好像有只羊在里面啃草，于是，朋友带着又去吃了顿

烧麦，那只羊才盖好被子睡觉了。当时感叹，若梁思成、林徽因当年来正

定考察古建时吃过烧麦，或许就会更爱正定了，但他们当时一心想找唐代

木构建筑，唐代应该是没有烧麦的。

太原的烧麦其实也不错，在老店里，要配着“头脑”吃。所谓“头

脑”，是一种羊肉粥，粥浓油大，特别顶饱。再弄上几个烧麦，早晨吃

完，要晚上才有饿意。

当然，烧麦的最佳蘸料是陈醋，所以，无论哪里，有烧麦，必有好

醋。能吃烧麦的人，也都能吃醋。能不能吃“头脑”无妨。

论味道的细微差异，大同的烧麦位于太原与呼和浩特之间，略胜于太

原，略输于呼和浩特。不过无所谓，大同也是名副其实的美食之都，这个

地方自古是游牧民族和中原的交接，美食大开大合，融会贯通，如同云冈

石窟，既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点，又有犍陀罗风格，上接西域，下启盛

唐。其烧麦，和什锦火锅、刀削面等诸多美味一起，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毫无疑问，呼和浩特的烧麦，是最有名的，并在当地的饮食行

业颇具规模。在那里，烧麦多被称为稍麦，又称玻璃饺子，从菜市场，到

街头巷尾，处处可见，甚至还有专门的烧麦一条街。

在做工上，呼和浩特的烧麦讲究手工剁馅，羊肉绝不会搅成泥，而是

剁成细小的方块，吃起来有颗粒感，和葱或者沙葱一起，香味浓郁。其皮

又大又薄，还能让汤汁不漏，整个吃起来，既有满足感，又有成就感，还

有幸福感。

在呼和浩特，烧麦虽以蒸为主，但很多店都有煎烧麦，将烧麦像锅贴

一样，煎熟，煎出一层薄薄的油饹馇，吃起来不但更香，口感也更为丰

富。不过，吃煎烧麦，通常要等的时间长一些，因为煎烧麦是个技术活，

要小心翼翼，那么薄的皮，不小心就煎破了，不光要煎熟，还要煎得漂

亮，才能赢得食客心中的大选。

去年“十一”，我去呼和浩特做一个系列节目，几天的集中录制结

束，准备返程，因为是下午的航班，空了一上午时间，专门去寻烧麦吃。

朋友介绍了一家本地人常去的，门脸不大，进去后满满的人，找一张桌子

坐下，点了二两烧麦，差点把肚子撑破。

呼和浩特烧麦的“两”，其实指皮的重量，一两就是一笼，连上馅的

话，至少半斤多，以我的饭量，最多吃个一两半，还好，我那天吃了二

两，因为我知道，离开那里，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烧麦了。

原本，我也想打包一些生的，冻实了的，带回济南，但走的时候，离

飞机起飞还有大概三个小时，老板帮着算了一下时间，说不行，冻烧麦

一化，汤汁可能会把面皮弄破。如果想吃，只能分开买冻好的馅和皮，

然后发给我一个视频，让我回去自己包，并且，每次包的时候，提前一

天放入冷藏，让馅自然解冻，包好后，等水开了，蒸九分钟，才能达到

在店里吃的效果。我看了看视频，思考了半天，最终觉得，还是再来呼和

浩特吃吧。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烧麦也如此，无论是南北方的差

异 ， 还 是 城 市 的 不 同 ， 对 其 都 有 着 不 同 的 认 知 。 别 的 事 物 又 何 尝 不

是呢？

每回到济南，还是喜欢去吃两个刚出锅的热油旋，和烧麦有一点相

同，在制作步骤上，都需要轻轻一握，油旋是熟了握，将其握开，烧麦

恰恰是在生的时候将其握合，一开一合间，就是从生到熟，就是千山

万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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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人生履历中，做过很多的田

野调研，可以说是从国内到国外，从天

南到海北。仅随全国政协做的调研，就

有关于大运河、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遗址公园、长江文化、文化生态保

护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主题。在田

野考察和调研的过程中，我不断看到祖

先留下的丰厚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听到

许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动人故事。这

些文化遗产是来自不同时代的馈赠。它

们尽管属于不同类型，呈现不同规模，

身处的状况也不一样，但是它们都具备

独一无二的内涵和价值，都蕴含着拨动

我们心弦的奥秘。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

察时指出，要“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今年 8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 要 求

“ 进 一 步 加 强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的 整 体

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

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对

这些年来所做的关于文化遗产考察和调

研工作有了一些更深入的思考。

多年前，我曾接受委托，带领团队

去三峡库区进行调研。那是在水库快要

建成之时，我们感受着原生态的三峡，

高山陡峭、水流浩荡，大江两岸还住着

许多人家。我们和老百姓交谈，和当地

的干部交流，在刚刚建成的新的移民城

市和城镇里，要如何处理有关三峡文化

遗产问题。家园搬走了，原来的文化根

脉能不能被保留在新的移民点之中？我

能够感受到，当地老百姓在谈这个话题

的时候，都很感兴趣。我们跑了很多村

镇，深入现场调研，做了不同的方案，

比如老房子拆掉之后，房子中的柱子能

不能重新利用？老地名能不能继续沿

用？老街能不能恢复？民风民俗能不能

保留？挖掘出的很多文物能不能修复？

能不能建设新的博物馆？三峡库区的文

化旅游如何发展？文化遗产事业与移民

就业是什么关系？

我们急群众所急，设计了四五百个

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项目。

到了 2021 年的时候，我们又去调

研，欣喜地看到，当年参与设计的很多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利用规划都一一实

现了，人们很愉快地在文化遗迹公园、

在博物馆里看到那些被复建、被修复展

示的文物，在新的三峡移民聚集地点，

感受到了曾经的家园文化，曾经的魅力

三峡依然还在。

面对文化遗产，我们能够不断听到

老百姓渴望它们被保留和保护的心声，

正是因为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些文化遗

产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也看到今

天的人们是多么需要它，仍然希望它们

存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鲜活的人生与

历史遗产都应该共同“活”下去。

我曾到新疆 调 研 ， 一 直 深 入 到 边

塞村子当中，与当地的各族群众做深

入 的 交 流 ， 我 们 到 伊 犁 哈 萨 克 自 治

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吐鲁

番市、和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 等 地 。 我 们 深 入 到 当 地 老 百 姓 之

中 ， 他 们 拉 着 我 一 起 跳 当 地 的 舞 蹈 ，

我们一起聊天拉家常。我问他们，你

们最想要什么？他们曾经很多次对我

说，最希望大家来我们新疆看看，看

我 们 这 里 有 特 色 的 文 化 。 如 果 路 更

好，旅游服务设施更健全，展馆更丰

富，那么大家来这里就能够看到更加

美好的新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应

帮助他们做的工作。

我们通过调研、座谈，走进当地

群 众 的 生 活 中 ， 去 倾 听 他 们 的 心 声 ，

了 解 他 们 对 文 化 遗 产 的 看 法 。 当 然 ，

我们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欣赏他

们的文化遗产，思考如何将这些文化

遗产与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与新疆

民 族 团 结 、 与 新 疆 文 化 旅 游 结 合 起

来 ， 让 这 些 文 化 遗 产 充 分 发 挥 作 用 ，

为 新 疆 现 代 化 发 展 做 出 更 大 的 贡 献 。

这也是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真实

的感知，只有这样，才会充分认识和

发挥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我 也 是 在 那 时 提 出 “ 文 化 援 疆 ”

“文化遗产兴疆”等工作计划或者提交

相关提案，后来我的研究成果被中央

采 纳 ， 成 为 “ 文 化 润 疆 ” 的 一 部 分 。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在田野现场获

得的体会。

我和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

所的同事还走出国门，把中国的剪纸、

陶瓷工艺、考古发现、世界遗产申报项

目等带到欧洲和日、韩等国家，通过举

办展览、开展学术交流、讲课等形式，

共同分享各自的文化遗产。我们把剪纸

带到欧洲，外国的观众踊跃来欣赏，他

们觉得中国人只用一把剪刀就能剪出万

千世界，这是很神奇的事情。我们也在

南京接待过来自欧洲的朋友，他们在中

国剪纸、书法、绘画、紫砂、云锦等文

化遗产的背后，感受中国人的文化思

想。我们用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遗产

和智慧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通过文化

遗产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

事，这对于开展中外合作交流都是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文化遗产确实是一个沟

通世界的桥梁。

我们曾经在江苏南通的如东县发

掘遗产，那里在海边，过去认为没有

什么古老的东西，2018 年，我们就在

那块地方挖掘出唐宋时代的国清寺遗

址，关键是这个挖掘出来的文化遗产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我们一下就把

江淮大运河和唐代日本遣唐使以及海

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找到了。

后来我到日本明治大学与他们的

专家交流我们的发现，我们探讨 1000

多年前中日文化的关联。日本新闻媒

体报道了我们的这些发现。此后，他

们的大学老师、学生也到我们这里来

考察交流，共同探讨中国文化曾经对

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由此我们建立了

学术合作，有了持续深入的交流。

我们通过文化遗产看到了中国与

世界的关系。我们的文化创造，可以

给世界带来一份惊喜，世界也会给我

们一份敬意。这些年，我在从事文化

遗 产 工 作 的 过 程 中 ， 有 着 太 多 的 收

获。比如以色列的艺术家也到南京来

与我们交流，因为中国的剪纸艺术曾

经传到欧洲，所以他们也来中国观摩

剪纸艺术，我们找到了共同的沟通语

言。无论是学者、非

遗实践者、学生、老

师还是艺术家，通过

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创 作 实 践 和 文 化 分

享 ， 我 们 加 深 了 理

解，密切了感情，沟

通了心灵。在人类文

化遗产面前，我们都

感到谦卑，生发出敬

意。

那些几百年甚至

几千年前的祖先的创

造，在今天，我们仍

然可以共同欣赏、共

同喜爱、共同呵护，

它是一种共同的“语

言”，无论是我们到

国外，还是国际人士

到中国，每当走进文

化遗产，我们共同调

查、研究、体验、创

作、交流，我们看到

的都是同样的友爱、

喜 悦 ， 我 们 不 分 彼

此，共同面对历史的

创造，共同面对历史

遗留的艺术、思想、智慧、知识、创

造，那些文化遗产，就如同一杯蜂蜜，

让大家都可以共同享用它给人们带来的

甘甜。

文化遗产构成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

忆、文明成果、文化根脉、人文智慧、

文化家园、文化标记、文化资源，是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任何一个

国家，离开其文化遗产体系而进行现代

化的建设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是世界

上为数不多的 5000多年文明未曾断裂的

国家，其连续发展而积淀的文化遗产极

其丰厚，从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根基、载体及内涵。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如何

认识文化遗产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意

义与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

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树

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保

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把长江

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等重要

指示精神引领下，我国的文化遗产在得

到积极保护的同时，也在更多方面服务

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从实践层面归纳，可以发现文化遗

产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表现有

如下几个方面：

文化遗产可以服务于公共文化建

设。文化遗产成为我国具有特色的城

市、城镇、乡村乃至区域建设的重要依

托。它让许多城市、城镇、乡村拥有独

特的魅力以及影响人、吸引人的不可复

制的特殊资源。因有文化遗产，我国诞

生了数以千计的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有的还是驰名世界

的历史文化城市，如云南丽江、山西平

遥、新疆吐鲁番、贵州遵义、陕西延安

等。还有许多文化遗产地本身就是闻名

中外的风景名胜地，如杭州西湖、山西

五台山、甘肃敦煌、承德避暑山庄、南

京秦淮河与紫金山等。

文化遗产可以服务于科学研究事

业。文化遗产中包含着人类特别是特定

人群的文化智慧、文化创造、文化知识

和文化运动规律，它能够引导我们依据

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思想创新

和实践创新。为此，近年来文化遗产的

调查、研究、学科建设以及中高级人才

培养，成为许多大学高度重视的学科创

新方向。从学术史上观察，学术界对人

类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

器时代的生产力运动规律的认知即是从

考古遗产中得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文明诞生以及人类社

会的整体运动规律的理论成就也包含着

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丰富

成果。今天，文化遗产中许多知识领域

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

究对象，大量的文化遗产领域中的知识

发现、知识概念和知识体系进入教科

书、各类出版物、博物馆及互联网，极

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王国，开拓着科

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时间和空间。

文化遗产资源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

经济，推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创意

产业、生态产业、传统特色产品制造

业、休闲产业、健康产业、数字产业以

及整个服务业的发展。

目前，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文化遗产

已经成为旅游业的重要参与力量。中国

各地几乎所有的重要文化遗产地都能够

发展成为文化旅游的热点，2023 年全

年，我国 6000 多个博物馆吸引了超过

13 亿的国内外游客，有的博物馆甚至

一票难求。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同样受

到观众的喜爱。

文化遗产还可以服务于不同国家的

文化交流传播与文化合作。无论是每年

数以千万计的各国游客来到中国观览各

地的文化遗产，进而深入了解中国文明

和中华民族，还是中国每年会有多个文

物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中医中

药中餐等走出国门，都让世界各国人民

实实在在地欣赏和感知到中国人民的历

代才智和丰富创造，为“中国文化走出

去”和中华文化造福于世界人民作出了

特殊贡献。中国开展的外国考古、国内

跨国合作考古和广受关注的“世界遗

产”事业也为国际合作与跨文化交流提

供了重要渠道。

人类实践反复证明，没有能够离开文

化遗产的“今天”和“明天”，没有能够离开

文化遗产的个人和人生，更没有离开文化

遗产的现代化。随着人类科技发展和物质

生产能力的日益提升，人们更加渴求的是

能够丰盈心灵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而

文化遗产将在这方面发挥难以替代的作

用。文化遗产虽然是先人的创造，但它们

都是现代人的生存基础，它与自然遗产共

同构成人类社会健康延续与可持续发展

的必备条件。5000多年文明连续发展的中

国拥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量文化遗

产，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金山银山，也是

世界的文化宝库。中华先民创造的丰厚无

比的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但更是当下中国

现代文化发展之基和文化创新之源。为

此，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传承立国

之本，就是开拓和拥有创新资源，就是挖

掘筑牢民族精神家园和文化自信的根基，

就是建立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图大业。

（贺云翱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杨雪整理）

倾听民众的心声倾听民众的心声
—文化遗产保护思考

贺云翱

1987 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2024 年 7 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

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图为油画 《中轴瑞雪》（高华征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