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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物无美恶，乘时为贵;器无雕朴，适用为宜。" "生人之道，始於饮食。

饮食，天下之大欲也，则饮食之器，天下之大用也。"

一一-清-孙廷给著 《颜山杂记》

"博山是鲁菜的发源地，被称为鲁中派系，其历史发端于西周齐国之时。

博山菜作为淄博菜的代表，既有着一般鲁菜咸鲜脆嫩的特点，又独具特色，自

成一格。淄博主要以博山四四席、周村烧饼、大锅全羊、博山豆腐箱、红烧鱼

唇、酱计鸭方、博山烤肉等美食最具特色。"

一一赵荣光主编 《中国饮食文化史·黄河下游地区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以‘中国鲁菜名城'博山为代表的鲁中

菜，菜品制作十分注重汤头的运用，其中;区底

菜、鸡汁系列菜肴在国内独树一帜，特色鲜明，

风味独特……在传统的‘四四席'基础上，不断

研制开发出以齐国遗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名宴，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鲁菜的文化内涵。"

一一一 <<2006中国鲁菜发展情况调查报告》

2016年7月 16-21 日，中国食文化研究会对博

山区餐饮企业、聚乐村饮食文化博物馆、博山陶

瓷琉璃艺术中心、博山历史博物馆等进行实地考

察， 一致认定博山为"中国鲁菜发源地"。

一一博山区地方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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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民以食为天。短短五个字，道出了饮食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饮食体现了一个地域的风土民情，中华饮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诞生于齐鲁大地、孔孟

之乡的鲁菜，无论是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还是十大菜系，均位列榜首，它奠定了北方菜的基础，并深

深影响着其他菜系的走向。博山被誉为"中回鲁来名城"和"中罔鲁菜发掘地P\ 博山饮食文化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占有意耍的一席之地。挖掘、 保护、弘扬博山饮食文化是一件

极为有意义的事， <<博山区饮食志》的编辑出版，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博山，古称颜神，因学妇颜文萎的传说而得名，自古以来，物阜人丰，商贸发达。博山饮食业发

展得天时、地利、人和。博山境内多山，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开采业自唐代发端，因煤质火焰强烈、

挥发迅猛成为周厨者的必备之物;炉(琉璃)、窑(陶瓷)、炭(采掘)是博山三大传统产业，长期

的发展繁荣，造就人数众多的工商业群体，洽谈生意、人情往来，多假于饭店餐桌，助推了餐饮业的

发展;明清以降，博山科甲渐兴，以孙延锤、赵执信为代表的官群体长期在外游宦，尤其是在京为

首的经历，使其得以接触宫廷御宴，卸官归里后将宫廷和外地烹饪之法带回博山，并与本土食材、口

味相融合，极大丰富了博山菜的品种和内涵。长期的传承发展和历史积淀，使博山饮食形成特色鲜明

的烹饪技艺和自成一格的宴娃习俗，在中华美食中独树一帜。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博山饮食服务业实现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名庙、

名脯，拥有清梅腊、架乐村、石蛤蟆等3家"中华老字号"，博山翰林食府的相府圣宴等12台"中国

名宴"，架玉琢、王广销等厨艺大师。自 2001年起，博山区连续成功举办十五届美食节，吸引了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韩罔等国家以及国内众多餐饮企业和名月2大厨，开展技z交流与合作，推动了

博山荣食走向世界。

今天，饮食文化已经成为博山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之一，秉承传统、富于创新的"四四

席" "六六席"更加脸炙人口， "陶琉古城·美食博山"品牌影响力实现显著提升，特色鲜明、

凹溢的"中国鲁菜名城"大格局已经形成，勤劳勇敢的博山人民正在续写着博山饮食文化的新篇章，

创造活力博山、魅力山城的新架光。

博山区史志办编辑的《博山区饮食志>>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雅俗共赏，既包含了博山饮食文

化的起源与传承，也介绍了博山菜的选材、制作、食俗，更有关于博山饮食文化的理论研究;既是一

部具有较高水准的专业志书，也是…本优秀的烹饪教材，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地方风俗文化读本，对传

播和弘扬博山饮食文化必将起到积极推功作用。

《博山区饮食志》编篡委员会

2016年8月



例凡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力求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地记载博山饮食文化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

一、本志上限为事物发端，下限安U2015年底。大事记及相关内容延至2016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裁，以志为主体。前设概述、大事记，中设

一中，后设人物、附录。 ，章下设节、目或子目。图、表随文

插入。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出现历史纪年的加注公元纪年。数字的统计口径以历史形成的口

径范围为准，一般不作调整。货币单位和计量单位均以历史资料相当时称谓为准，不加换算。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档案、史志文献典籍、报刊和相关部门单位，部分资料采用口碑

资料。

六、老字号、名店选介以该店在历史上较突出阶段为主记叙。

七、本志按志书要求统一文字体例， j企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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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选
\ f 

博 1]J ，古称颇神。地处齐鲁腹地，三面环山，扼南北交通要冲。宋初

属青州府益都县，情雍正十二年 (1734)建县。距齐因故都 11自淄仅百里，子工业发达，煤炭、陶瓷、

琉璃二大行业唐宋时期开始发展，逐渐兴盛。至明清时期，其饮食因势而发，既取众长，

形成以博山菜为代表的得中菜系，同胶东菜、济南菜、孔府菜并称为鲁菜的四大派系之… 2013年12

月出版的同家"卡二五"社科慕金资助项目，由赵荣光教授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史》又明确提出

"博Lll 。 2016年7月 16 日，中国食文化研究会到博山考察，认定博山为"中国

发源地"。

山 机 )1民泊朝任户、 部尚书，康熙初年授任内剧书院大学士的孙

( 1613一1674) ，在康熙五年(1666) 刊行的 中说过， "生人之道，始于饮食。饮食，

下之大欲也，则饮食之器， ;器无雕朴，适用为宜。"

寥数话，说明了人生与饮食的关系、美食与英器的关系，也道出了博山先贤对饮食乃至饮食器肌的讲

究UE之重视饮食品质而j勿过分追求伙食器m农面奢华的主张。<<颇山杂记》具有地方志之实，以其作

者的学识、阅历、官位显要向入选《四库全书》及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系列， íft列《博山旧;志集成》

的六部典之阵。该书虽不是饮食专著，但对饮食器皿的论述表明，在此之前，博

达，同时对饮食器 ll!L的讲究已达到相当程度，从中可见当时饮食业的繁荣。

明代文坛前七F之首李攀龙在《颜神镇石城记》中， ì自颜神"是j画、菜、新、益之

哉! "反映出当时战镇在鲁巾的地位和l繁荣。从新发现的清道光八年 (1828) <<重修玉皇宫南北山路

和十二年 (1832) 的《重修碧霞元君祠记碑》两通碑刻史料看，早在200年前博山城镇仅参与这

两次修路建祠的商号就达上百家，其中酒店(馆) 10家以上，反映出当时博山城镇经济的繁荣及以餐

饮业为中的博山饮食文化的活跃。以博山菜为代表的博山饮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地理位置、自

然环境、人文资源、经济发展段历史文化密切相关，集中体现了博山人的饮食口昧和生活习惯，

… l'分鲜明的文化个性和地域特色。

博山的饮食文化包括主食与菜肴、饮j四品有、早点小吃及口味习俗等方面，其中博山菜则是最具

地方特色的标识。博山菜以独具特色的烹调技艺和饮食方式，作为鲁中派系的典型代表，

，与省内的孔府菜、济有派系、 四大支系。

树一帜，它是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墙、迥异于农耕地区的城镇经济和齐鲁传统文化的影响f ，

代人的努力探索，在广泛吸收和改进外来饮食文化的基础七充分发挥当地优势资源，融汇创新发展

形成的特殊地方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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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境内多山，鲁山为省内第四 i高山，山地面积442.84平方公里，占全民面积的63.3% ，两大问流

淄?可与孝水，穿境而过。面对"孝乡山多旧少"的现实状况，博山的先民们认识到"山多田少则得粟

难，若是而不疾作也则饥甚，故其民力力满。凿 LLJ煮右，履水蹈火，故犯难而不息，凡为饥驱也。此

，犹犬自食其力也"。 ，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矿产资源，凿井开矿，兴办

，实现了从地道农 经营商贩的蜕变，形成了

博山地域早期的城镇经济和商业文化，为博山菜及其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博山的煤炭开

采可以上溯到唐代， 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条件。

鲁菜素为北方菜的代表，是华夏饮食文化的源头之一。鲁菜经过历代传耿，帜累了一套成熟而

独特的烹调技法，尤以爆、炒、烧、塌、炸、州、蒸、扒见长，讲究菜品的色、香、眯、形，注重调

昧， I于火候，精于加工。其酋要技法在于"燥、炒"，烹饪时尤重火候，而火候的根本，则是旺

火能掘。在农耕时代，广大农村烧柴做饭，大多数地方以蒸榴煮炯为主的应厨条件下，不具备"，蝶、

炒"条件。而博山则不然，丰富的煤炭资源得天独厚，黑山等煤井生产的主焦煤，俗称大山炭，据测

量其发热最高达7990大卡/千克， "其火武，以刚其用，以锻金治陶"。历来为当地人用作熔炼金庸，

窑炉生产的燃料，其突出的火焰强烈、挥发迅猛的特点，成为商厨者"爆、炒"炉火的必备之物。

也就造就了博 LLJ 的"燥、炒"特点。从清道光初年的

，各家厨师都以"爆炒肉片" ((爆炒腰花"

惟和、桶i陈酒店等，到民国初年的ω家酒

，后世博山菜馆厨师们以此为考验其火候功

博山菜系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齐鲁大地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优秀的传统文化 ， ifij博山菜肴的独

特风味和博山人的饮食习惯，则来i眼于城镇任济的发达以及"窑、陶、琉"行业庞大从业者的特殊需

求 Q 长期以来，受齐文化"通商工之业，使渔盐之利"的传统影响，博山子工业发展较早。煤烧开

，始于唐代。宋朝时期，陶业蜂起。冗代，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琉璃生产中心。明清时代，

成为以"炭、窑、炉"三业为支柱，各行业兴盛的鲁中重慎。

掘史料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先启创办大型近代煤矿12个，博山就占3个。而地方民背煤矿达50余

，矿工近万人，煤炭年产量占全省165万吨的35%以上;窑户鼎盛时达200多家，

件，总产值约占全省的65%; 琉璃大炉作场100余户，窑、炉业工人4千余名。 1914年出版的《

乡土调聋录》估计，境内有"假号10家、酒家60家、杂货行5家、药材行4家、炭行30余家、备军业行40

'饭馆及零星售卖为数甚多。"尤其1903年胶济铁路张博支线开通后，博山较早接受现代工业文

明，除三大行业外其它饮食服务等大量开业，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推动着博山商业化城镇经济的

急剧膨胀发展。

博山饮食业的兴盛也缘于城镇居民成份的组成因素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富足。炭、窑、

，烟熏火烤， ，即茶之外惟忠甘脆之睐。

之人，在阴暗潮湿和危险四伏中作业，流lÚl流汗换来金

钱，上井之后多以润食桔搜解疲。而城中缔绅官宦、商号富贾、业主服及殷实子弟更是食不厌精，

映肥嚼嫂。同时，伴随商贸流通发展，南来北往交流增多，各种人群互相传播沟通等，这些都从各

方面剌激了博山餐饮业和风味小吃的蓬勃发展。工商业的繁荣，使得部分失地农民进城务工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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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促使产业工人和手工匠人为主体的城镇人口膨涨，伴生了迥异于农耕文化的产业型、商业型市民

文化，市民需求和城市功能的自我完善，成为博山饮食文化兴盛和博山莱创新发展的动力。同时，

山煤炭丰富，几乎家家户户煤炉日夜不熄，爆;kj、小菜、热水泡茶随时可得，因而众多当地居民业余脂

厨，人称博 LLJ男人"半把刀"，与师承名门或恨袭业厨的专业行家里子，切磋交流，取民补短，叉

，各有绝活，家家都有拿手菜，促使博城内外讲究饮食，烹饮之风大盛，应时套餐和风味

的形成和发展， 山饮食文化的广泛群众基础。

本土加外来的传统文化造就博山菜系的独特性和代表性，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博山饮食文化内涵。

蜿蜒穿过博城南部群 LLJ 的齐长城，表明了齐鲁交界的特殊位置，因而自古以来博山

文化的交会融合之中，饮食文化也无例外。

春秋战国时期，与博山毗邻的 l恼淄 '，对外开放以及奢侈风俗，推动了饮

食文化的形成。齐相公宠臣易牙，就是善于调和鼎捕的烹饪大师。北魏的《食经>) <<齐民要术>> , 

代的《邹平公食单>) <<西阳杂姐》等著作，记载了当时山东尤其是鲁中地区的烹饪技艺和食品、菜点

品种达300余种，概括总结了烹调八字诀"唯在火候，善均五昧"。鲁国:ìÆ游说敬的孔子倡导的"食不

厌精，精不厌细"的饮食理念，成为历代启厨者坚持推崇的理念。

除去本土传统文化影响和沿袭以往祖传师展的因素外，对近代博山饮食文化的最大影响是京城及

。自明嘉靖年间起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在博山境内先后有39名进士、 75人中举。

中，也有人位届中枢。官至尚书的有6人，一人做过户、兵、吏部三部尚书、康熙初年任内秘书院大学

士、入参机务。还有18岁中京城会试第6名，殿试二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诗文享誉京城的清代著

名现实主义诗人赵执倍。他们在京都上流社会经多见广，且有行走皇室机会。尤其是孙延性的长子孙

常仍，在其父辞官后被清廷恩授为光禄寺掌酿署署正。光禄寺是明清时代专管皇家膳食、酒宴和招待

宾客的机构。与巢家饮食相关的机构耳濡目染多年以后，孙宝仍与其父辈们将融汇了五湖四悔之山珍

海昧的京味饮食文化带回故乡。从博山人春节期间用开水冲泪以小米碾磨制作的茶汤为例，茶汤本是

光棉寺名小吃，一般地方光有，孙宝仍把此妙招带凹且传播开来，成为当地习俗。 1919年创办聚乐

村的荣玉琢，是早期随进士出身的张焕庭赴任所的专门厨师，他们不仅传播了博山风味菜品，同时

也开阔视野学习接触到更多地方的特色品昧和烹饪技巧，为博山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助推活力。

清代在京城皇宫内院，还有一批从事琉璃制作的博山炉匠群体，请初紫禁城养心殿设造办处琉璃

厂，该厂匠役和匠役民初由西洋人充任，后来逐渐由博山琉璃工匠所代替，最多时达50余人，长年在

此为皇家制作各式鼻烟壶以及套色或单色的陈设品、装饰品等。这些"御匠"打工者在皇宫院内生

活，不可避免与御腊房有关者接触交流，切暗之余的"打牙祭" u开洋荤"也是自然之事，从而开

阔了眼界，了解了许多故乡之外的口昧，回乡后对博山当地饮食成为丰富的补充。

另外，随着博山城镇经济发展，商贸流通愈加广泛，商贾云集，车马辅糕，南来北往的人员物

流，推动着饮食服务业发展以及对各种特色口昧的消费需求。博山|日时学徙学生意，

先学会伺候掌柜，学会做几样可口饭菜的"半把刀"就是头一关。除去较大些店铺财大气粗，

下酒馆，其余小接待都是臼炊操作。而销售琉璃的料货走向全罔各地，则把各店博山口味也带往四

面八方，同时也学会了当地口味习俗和烹调技巧，互为补充，成为兼容并蓄的博山菜…大特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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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料货庄最多时达百余处，直到公私合营时尚有30多处，分布在北京、天津、哈尔棋、沈阳、

石家庄、西安、上海、南京、汉口、南昌、长沙、衡阳、重庆、昆明、苏州、扬州、|、镇江、常德、徐

州、济南、激县、周村等处。

，随着博山近代工业的崛起以及传统三大行业发展，其鲁中工矿重镇的经济地位影响越

来越大，以博山菜为代表的博山饮食文化乃至博山风味亦越来越受到周边地区群众的认间和欢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博山区连续举办十五届中国博山美食节，央视等各种媒体的广泛传

播， "中国鲁菜名城" "山东省鲁菜烹饪之乡"等荣誉颁布，博 11J菜馆和厨师走出博山等，博山饮食

文化和"美食博山"愈来愈成为陶琉市镇的一张闪亮名片。

从1背道光初年的惟利、同盛、桶i原酒店到民国初的60家酒馆，时至今日博山城乡据不完全统计有

大小饭店、潮家3500余家。名店林立:清梅居、聚乐村、石蛤膜等3家"中华老字号"， 万杰国际大酒

店、原山大厦等4家"中国餐饮名店 ，博山假日酒店获"国际餐饮名店";名菜名宴多:博山翰林食

府的相府圣宴等12台宴席被评为"中国名宴"，还有34个"中国名菜"、 13个"中国名店"、 47个品

种被评为"山东名小吃" 0 2011年，聚乐村"四四席"作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宴"直接入选

"到山东最想吃的100种美食"之→;名厨辈出，名扬海外。老一代名厨如宋丑琢、五广楠、周黝成、

冯兰谱、李永昌、主f忠汉、高良德等，各有绝活拿手菜，有的主剧名馆，有的调任北京国家机关、人

，有的赴省、市或大企业招待所工作，还有苏文生、王承海、张敬志、 1革开民等人走出

国门在驻美国、俄罗斯、伊朗、 ，让博山风味香飘海内外。同时，博

山与国内外的餐饮文化交流更加广泛。新加坡马干舒特拉美食经典公司和马来西亚、

家的餐饮企业纷纷光顾中国博山美食节，并进行绝活技艺交流与项目合作，海峡两岸及全国各地风

味特色食品也在美食节大放异彩，愈加丰富扩大了博山餐饮文化的包容性和影响力。

20世纪20年代，名馆聚乐村就因"，眼菜到青岛，开馆进徐州、1" 。老厨师李洪明是名厨周黝戚、高

良德的师傅，技艺功底深厚，早年由博山乡贤、中国应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等介绍至国民政府财政部总

务副丰富机关食堂操厨，经常接待国民政府党政要人。博山最早的糖果老字号"老茂感" , 1932年就在

早码头~一周村开办分店，年产达到4万多斤。石蛤蟆水饺率先走出山城，在张店等处开办连锁店。

"江南人家"又在青州、|恼淄、沂源等地创办分店经营;博山区打出"陶琉古镇、美食博山"的品

牌，城郊许多秀美山村纷纷推出农家乐、民俗游等，游人如帜，让博山风味由城镇向农村扩散，促进

旅游业兴盛。 1956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博山拍摄《老师傅再显身手》的记录片，

东者技师石镇轩制作芙食糕点"芙蓉果"的事迹。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CCTV…4) ((走遍中国》

日组于2014年到博山拍摄《博山·咂出味道》专题片， <<远方的家》栏目组于2016年至IJ博山拍摄《琉

光璃彩博山咪道》专题片。 199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东省商业志》统计，截至1990年，

获部优以上名优食品26种，其中，博山出产的"颜风"牌烤肉名列其中，这也是当时淄博市唯一获奖

的食品。

博山饮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数代人对博山菜肴研究探索的成果，同时，传承弘扬

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剧艺遵循祖传师承、学f走拜师的习俗之后，从1960年开始，

博山创办服务商店红专学校，先是为厂矿企业培训炊事员，以后又举办多期厨师培训班，为此专门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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