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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吃辣辣》》从从文文化化史史角角度度看看辣辣椒椒

漂洋过海而来，融入本土文化
□长庚

从美洲传来

中国菜要是没有辣椒，简直不
敢想象。可问题是，16世纪70年代之
前中国根本就没有辣椒。各种辣
椒，从甜的到极辣的，从长的、尖的
到圆的，都原产于中美洲以及南美
洲北部，因此，它们肯定是被引入
中国的。

学者蒋慕东、王思明关于辣椒
的文章认为，辣椒进入中国主要有
三个路径：从东南亚进入中部沿海
地区，从朝鲜进入东北地区，经由
荷兰人进入中国台湾。达白安的研
究，包括分析每个省的最早史料，
每个地域居优势地位辣椒的命名
情况，以及辣椒的可能传播路线，
都证实了辣椒从这三个路径进入
中国的结论。最有可能的是，辣椒
大约同时期进入中国这三个区域。
辣椒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名字，是
支持多点进入的重要证据。

辣椒到达东南亚马六甲地区
是在1540年。考虑到当时的贸易模
式，辣椒引进中国极可能是在此之
后。而中国已知最早的辣椒记录来
自浙江杭州，是在1591年。

晚明收藏家和鉴赏家高濂，生
活在中部沿海地区的杭州。高濂的
父亲是粮商，很富有。他通过教育
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并通过营建藏
书楼和收藏艺术品，来寻求增强他
的经济影响力以及文化和政治的
声望。然而，高濂与许多同辈人一
样，并未能在令人精疲力尽、决定
职业生涯的考试中高中。高濂并不
垂涎于身为官员的名声以及寻求
社会地位的提升，而是投身于艺术
与雅致生活。他追求各种各样的精
英消遣方式，包括艺术收藏、写作
诗歌和戏剧、赞助他人著书立说，
以及写作关于高雅生活的著述。

高濂住在杭州西湖边上。没有
证据表明他远途旅行过，因此他很
可能在杭州或附近见到过辣椒。辣
椒的描述，可以在他的著作《遵生
八笺》中找到。然而，他并没有把辣
椒置于此书的饮食或医药部分。这
不足为奇，关于饮食的论述他开篇
就说：“若彼烹炙生灵，椒馨珍味，
自有大官之厨，为天人之供，非我
山人所宜，悉屏不录。”

《遵生八笺》中，高濂用“番椒”
这个名字指称辣椒，称“番椒丛生，
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
可观”。“番”字强调了这一植物的
外国起源，“椒”则是借用了众所周
知的土产花椒的刺激性，来形容这
一新来物种的强烈味道。

研究历史离不开文献。分析作
为调味品的辣椒，很显然会用到食
谱。然而，直到18世纪末，辣椒才出
现在这种体裁的著述中。在刘大器
主编的从周到清末的大型食谱汇
编《中国古典食谱》中，收集了3249
种食谱，只有3种含有辣椒。

19世纪中叶以前食谱中鲜有
辣椒，这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对辣椒的普遍态度。更确切地说，

是不予处理。“我所查阅的地方志
中，出现辣椒的不及四分之一。此
外，在地方志中，最长的词条只有
半页，绝大多数都很短。而且，记载
辣椒的最早的其他文献与记载辣
椒的最早的地方志之间相差80年。
因此，尽管文献证实了辣椒广泛使
用的事实，但关于它们使用的翔实
书面记录远远滞后。”达白安指出。

认知的割裂

《吃辣》直言，仔细阅读以上两
种不同的文献，可以看到精英对辣
椒消费的一种不情愿，文献的作者
描述当地习俗的同时，也夹带了他
们自己的精英层偏见。

王路的园艺著作《花史左编》
称辣椒为“地珊瑚”：“产凤阳诸郡
中。其子红亮，克肖珊瑚，状若笔
尖。初青后红，子可种。又名海疯
藤。子有毒，甚辣，不可入口。”

王路同高濂一样，是浙江人，
但他在对辣椒的评论中指出它们
生长在邻近的内陆地区，也就是今
安徽凤阳。尽管都指称辣椒，但王
路使用的名字与高濂不同，这很可
能是因为辣椒是从浙江沿海扩散
到内陆安徽的。王路照抄了高濂的
文字，将辣椒果实描述为毛笔形
状，种子是用来繁殖的。

给人的印象是，他更陶醉于辣
椒之美。尽管他专注于辣椒果实的
外形描写，但他把辣椒置于书中关
于花卉的那部分。王路在名字和描
述中用到了“珊瑚”，像高濂描述辣
椒果实看起来像毛笔一样，突出了
精英文化，因为精雕细刻过的珊
瑚，几乎不可能存在于高级店铺和
精英家庭之外。当时这类注重审美
的作者，倾向强调人们喜欢把辣椒
放在盆里作为装饰。常用的动词多
是“蓄”或“植”，而王路用的动词是

“产”，可见，凤阳已广泛种植辣椒。
显然，这种农业生产行为，目

的可不光是为了好看而已。《吃辣》
援引了另一则文献。1756年江西的
一部地方志记载：“(蔬属)椒茄：垂
实枝间，有圆有锐如茄，故称茄。土
人称圆者为鸡心椒，锐者为羊角
椒。以和食，汗与泪俱，故用之者甚
少。”

细读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辣椒
的社会下层种植者与精英作者之
间的鸿沟。首先，所列的名字“鸡心
椒”和“羊角椒”，用的都是与农民
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比喻。鸡心、
羊角，这些是农民日常所见之物，
借用它们的形状很自然地对不同
类型的辣椒形状做了描述。这些与
高濂的毛笔和王路的珊瑚意象形
成了鲜明对比，后面两种都是来自
学者书斋中的比喻。再者，“椒茄”
的条目属于物产的蔬菜类，这表明
它是食用的。

地方志的编纂者吃辣椒流汗
并流泪，很显然丝毫受不了这种极
其刺激的香料。《吃辣》认为，尽管
他个人对于这种香料不能容忍，但
声称“用之者甚少”，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他和精英同仁们的普遍态度。
他们明显忽视了生产、命名，以及

这一味道强烈香料的主要消费人
群的感受。

达白安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
的食谱，主要收录的是长江下游也
就是江南地区的精英食谱。当时精
英社会饮食强调的是味道清淡，乾
隆皇帝非常喜欢这种烹饪传统，尤
其是苏州菜。乾隆皇帝对苏州菜的
偏爱，主导了主流社会的选择。然
而，当时普通民众通常只能吃一些
寡淡、淀粉含量较高的食物，辣椒
对于改善食物口味、提高生活幸福
感很重要。

另一个可能造成精英写作中
不见有辣椒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信仰体系力戒食物的强烈
味道，有的要求长年如此，有的是
在特定时间。比如，在儒家的礼仪
传统中，某些仪式的表演者在演出
前几天，需要通过斋戒和避免特定
的活动来使自己清心寡欲。斋戒通
常不是完全不吃东西，而是避免吃
肉和味道浓烈的蔬菜。在如何斋戒
中，一个方式就是戒荤。汉字的

“荤”，意思是肉或味道浓烈的蔬
菜，或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吃了会
影响休息，显然辣椒在这一范畴之
内。

从食用到入药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献都将
辣椒归为蔬菜，但还是有一些将它
列为药物。例如，广东和贵州最早
记载辣椒的地方志都将它视作一
种药。可以说，在有些地域，人们更
看重的是为了健康而食用辣椒，而
不是它作为调味品的价值。

五行理论将自然现象、味道、
感官、各种气、脏腑与消化道的各
部分联系起来。五味与五行相对
应，从而将中药与食物建立了联
系。最早记载辣椒的医书将辣椒归
为“辛”味，按照五行理论，辛味调
味品属于“金”。

只有非常辣的辣椒，也就是那
些含有大量辣椒素的辣椒，在中医
治疗中得到使用。人们认为柿子椒
是甜的，不是“辛”。同样，现代生物
医学疗法使用辣椒，也是依赖从极
辣的辣椒中提取的高含量辣椒素。
在中国古代，“辛”的种类包括葱属
植物、蒜、姜、肉桂、花椒。在中国，
辣椒的早期食用或药用，常用来替
代以上这些辛味调味品。

辣椒用于治疗疾病的案
例，在许多医书中找得到，
其中之一是由医学研
究者汪绂所写。汪绂
早慧，刚会说话，
母亲就教他读
经典，他八岁
时就能成诵。
汪 绂 后 来
写有医学
和 经 学
研究的

著述。他观察认为，辣椒可以“味
辛泻肺”。原因是，中医理论认为，
与“金”和“肺”常常相关的一种症
状是咳嗽，咳嗽的生理作用是祛
痰。辣椒中的辣椒素会令鼻腔黏
液变薄，这样就可以清除窦道。另
外，五行之中，“辛”也与“气”相关
联。因此，辣椒被用来祛除肺部疾
病。

不过，相当多的从医之人认为
辣椒太辣，不喜欢将其入药。一个
原因是，他们觉得，辣椒的浓烈辣
味会盖过药方中的其他药材。另一
个原因似乎是，一些人在完全赞同
辣椒的用途之前，总想在先前的医
书中找到辣椒作药材使用的例子。
虽然很多作者意识到辣椒被引进
中国是不久前的事情，但仍有一些
人要在更早的受人尊敬的书中为
辣椒找到先例。最典型的是李时珍
的《本草纲目》，古代医者特别偏爱
从中找出依据。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最早刊行于1596年，这一著作显
然没有提到辣椒。这成为辣椒入药
的一大障碍。

除了食用、药用之外，《吃辣》
还从审美、宗教等角度，分析了辣
椒与中国文化的交融之变。这本书
中，达白安尽可能地多方面寻求两
个貌似简单的问题的答案：第一，
在中国，辣椒是如何从一种不起眼
的外国植物演变成无处不在甚至

“正宗”的调味品、蔬菜、药物、象征
符号的；第二，中国人对辣椒的使
用是如何改变中国文化的。

辣椒的本土化经历很特殊。玉
米等美洲作物引入中国，是在当地
精英和官员的公开赞助下实现的，
推广它们主要是看中了其热量或
收益，而辣椒与此不同。事实上，古
时的精英作者往往无视辣椒的存
在，更不用说会写到它们。不过，如
今辣椒已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献
中，表明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
深入骨髓。辣椒作为调味品，它的
影响甚至改变了中文，使“辣”字的
含义发生了变化，以至辣椒和“辣”
交织在一起，不可分离。

从《吃辣》可以看出，研究食物
历史的所得，远不
止于烹饪。

辣椒在中国的饮食文
化中影响深远。如今，即便
在中国内地传统上不吃辣
的地方，辣味也逐渐流行。
在最近出版的图书《吃辣：
辣椒的中国史》中，美国汉
学家达白安书写了一部辣
椒在中国的“文化传记”。
从烹饪、医药到文化意义，
辣椒因其多样性的用途，
逐渐跨越了阶层和日常生
活的限制，构建起地域身
份的象征，成为中国文化
的一部分。

《吃辣：辣椒的中国史》
[美]达白安 著

董建中 译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