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福林大厨正在准备“围千宴”经
典菜“炸月片”

摆“围千宴” （余姚酒楼供图）

传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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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关于余姚“十六围
千”的微电影纪录片正在筹拍中，
余姚电视台将以影像艺术的手段记
录这独具地域特色的经典美食。目
前，剧组正在向社会公开招募参与
公益演出的本地演员。消息一出，
即引来众人的关注和好奇：“十六
围千”是啥名堂？

在余姚民间，如果指请客难，
常有这样一种说法：“侬是贵客
啊？要我十六围千来请侬？”如果
对一个挑食的孩子则会这样说：

“这个伐吃，那个伐吃，侬想吃十
六围千呀？”“围千”，即“围千
宴”（又称会籖宴），是对余姚一种
具有地方特色的宴席的俗称，有

“八围千”“十二围千”“十六围
千”之分。其中规格最高、菜品最
丰盛的要数“十六围千”，堪称余
姚甚至江南的“满汉全席”，在苏
浙一带的美食界有着相当高的地
位。

随着时代的变迁，加上擅长制
作“围千宴”的名厨的流失，“十
六围千”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更
多的已成为余姚人“舌尖上的记
忆”。经过余姚文史研究学者的挖
掘、整理，2017 年，“十六围千”
被列入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目前正在逐级向上申报。

上了年纪的余姚人心底都有一
个“十六围千”情结，因为它是余
姚传统名宴中最高级别的象征。而
年轻人则充满好奇：这“十六围
千”的宴席到底奢华、丰盛到啥程
度呢？笔者为此请教了“十六围
千”的唯一传承人、余姚烹饪高级
技师、余姚酒楼顾问王福林大厨。

“十六围千”宴席总共有 52 道
菜肴和点心，冷热搭配，菜品繁
多，味道精美。整场“十六围千”
宴分为茶点干果、白切凉拌、热
菜、大菜等，各类菜品四道为一

个 回 合 ， 上 菜 时 也 是 四 道 一 起
上，四四十六，寓意为“事事六
合，大吉大利”，故称“十六围
千”。具体分为十六道干果、十六
道冷菜、十六道热菜，再加四道
点心，共计 52 道。另外还有宴前
宴后两道茶。

那么，为何叫“围千”呢？王
福林介绍，“围千宴”相传最早起
源于南宋。南宋迁都杭州，故杭绍
一带聚拢了众多皇亲国戚、达官贵
人，他们带来了奢华精致的宫廷美
食文化。而余姚历来有民间集款互

助的风俗，俗称“做会”（又叫
“摇会”）。每到收“会钱”之日，
发起人就要办酒席宴请各方，称之
为“会酒”。“会酒”非常丰盛，逐
渐演变成“围千宴”。“围千宴”盛
行于清朝、民国时期。今年 74 岁
的王福林回忆说，20世纪五六十年
代，他跟着师傅还做过“十六围
千”。

在老一辈余姚人的心目中，办
“十六围千”可谓一种最体面、最
气派、最隆重的待客之道，过去多
用于结婚典礼、满月庆生、学子中

举、官员晋升等特殊场合，也用于
接待达官贵人、宴请生意合作伙伴
及社会上层名流交往吃请等。

“十六围千”的上菜有一套严
谨的程序，比如第一个回合是四道
蜜饯、四道干果、四道鲜果、四道
甜点。第二个回合是四道冷拌、四
道白切，这些作为开场菜，既可下
酒，又可欣赏。接下去是四道热菜
……在这些冷菜和热菜中，不乏余
姚经典名菜，如“百鸟朝凤”“三
仙过桥”“炸月片”等。王福林
说，“十六围千”的菜品均为余姚
本帮菜。余姚地处宁波和绍兴之
间，境内物产丰富，山珍海味俱
全。余姚菜系兼具甬菜、越菜、杭
菜的特点，烹制精美，口味独特。

“十六围千”的菜式并不是固定不
变的，可以根据节气时令调整，比
如春天可以适时增添“油焖烤笋”
这类时令菜，也可以根据主人的意
愿采购相应食材。

据王福林介绍，旧时大户人家
设“十六围千”，都要提前预订资
深大厨。他记得自己当时跟着师父
提前三天做准备，从采购食材到切
配烤炸，三天里两人忙得团团转。

而赴一场“十六围千”宴会，
往往要耗时五六个小时。王福林解
释道，旧时交通工具落后，客人一
般天蒙蒙亮就坐船或坐轿出发，九
点左右到主人家。舟车劳顿，此时
客人已饥肠辘辘。殷勤的主人摆上
早就备好的点心、茶、干果等招待
客人，让他们垫垫肚子，这算是

“十六围千”的开篇。等到十点
钟，“围千宴”正餐才开始，一直
要延续到下午两点钟光景。

吃“围千宴”，具体吃什么菜
倒是其次，主要吃的是一种氛围、
一种文化。大家在菜肴陆续上桌的
间隙，互相敬酒交谈，加深感情。
王福林说，过去考究的人家还会在
宴会中安排吹拉弹唱等助兴节目，
显示东家隆重接待的诚意。

一桌“十六围千”宴，要上这
么多茶点菜肴，怎么吃得完呢？王
福林解释，由于交通不便，客人午
后吃完就要动身返家，路远一些的
到家往往很晚了。为此，热情周到
的主人会给客人准备好途上充饥的
东西，比如那些容易打包的干果、
水果、点心之类，让客人带走。过
去人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手绢，所
以主人往往用事先准备好的新手绢
给每位客人包一份这样的“返程礼
物”。余姚人把这种用手绢包裹的
礼物称作“绢爿包”。

余姚酒楼是余姚“十六围千”
的传承基地。酒楼总经理王利威介
绍说，在王福林师 傅 的 指 导 下 ，
酒楼已推出了“围千宴”，不过，
考虑到大众的消费能力，重点推
出“十二围千”和“八围千”。目
前价位在 2500 元左右的“十二围
千”比较受顾客欢迎，一般用于
订婚、寿庆、宴请外地客人等。
他希望关于围千宴的纪录片能进
一步促进余姚特色美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余姚“十六围千”：江南的“满汉全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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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说过一
句话，“职官、地理、年代、目
录，是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四
把钥匙。”历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
时间内发生的，因此地理和年代
是最基本的要素。而目录是帮我
们查找资料的。那么职官呢？职
官是人物的最重要的身份。

明初的职官制度，主要继承
元朝。中央分三大块：中书省、
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大都督府管
军事，御史台是负责监察的，中
书省就类似于国务院了，是最大
的 行 政 机 关 。 地 方 上 有 行 中 书
省，“行”是派出的意思，下面就
是府、州、县。这种官制只行使
了十来年。

其后的明代中央官职，最重
要的是内阁。内阁大学士，也被
美称为“丞相”“宰相”，实际上
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接下去
是七卿，七卿就是六部的尚书，
加上都察院的左都御史。

民间还有九卿的说法，九卿
就 是 七 卿 加 上 通 政 使 和 大 理 寺
卿。此外还有小九卿的说法，包
括：詹事府的詹事，翰林院的翰
林学士，国子监的祭酒，太常寺
的 太 常 寺 卿 ， 光 禄 寺 的 光 禄 寺
卿，太仆寺卿是管马匹的，鸿胪
寺卿是接待外宾的，尚宝司卿是
掌管皇帝各种玺印的，还有顺天
府尹是首都的长官。

明代还特别设有六科，跟六
部相对应。然后是五军都督府，
主管天下军队。最后是宦官，宦

官在明中后期权力膨胀，对国家
政治生活影响很大。

内 阁 的 一 把 手 ， 叫 内 阁 首
辅，排第二的叫次辅，其他的叫
群辅，少则两三个，多的话有六
七个。大家看电视剧，能注意到
一些很有名的首辅，如严嵩、夏
言、张居正。内阁最重要的职权
是“票拟批答”，就是替皇帝批阅
奏 章 。 内 阁 草 拟 初 步 的 处 理 意
见，把意见写到一个纸片上，就
是“票”，贴在奏章上，皇帝认可
了 就 批 红 。 这 个 职 权 ， 相 当 于

“决策的建议权”。
七 卿 ， 首 先 是 六 部 尚 书 ，

吏、户、礼、兵、刑、工，排列
是 有 先 后 顺 序 的 ， 吏 部 在 最 前
面。作为一个文官，做到吏部尚
书就到头了，原则上是这样。要
知道权力很大的内阁大学士只有
正五品，而六部尚书是正二品。
但后来随着内阁的发展，内阁大
学士一般有加衔，就是在大学士
之外，另授官职，比如说给他一
个礼部尚书当当。

文坛复古派“前七子”领袖
李梦阳提到明代有三个职位最要
紧，称“治平三要”：内阁掌印一
要；吏部尚书一要；左都御史一
要。内阁掌印就是内阁的首辅，吏
部尚书是六部尚书之首，左都御史
是负责监察的。李梦阳说：“内阁之
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执；都
御史之要，贞而无回。”

六部下面有分司，其中，户
部与刑部下设十三个司，其他的

部 设 四 个 司 。 六 部 的 长 官 是 尚
书，副长官就是侍郎，有左、右
侍郎。尚书和侍郎属于堂官，司
官是属官，正职称郎中，副职是
员外郎，再下是主事。

都察院的长官有左、右都御
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
都御史，再下面就是十三道监察
御史。都察院除了主管风纪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是外差，
外差就是离开京城外出，属于钦
差官。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外差是
什么？主要是巡按御史、提学御
史或者清军御史，尤其重要的是
巡按，在戏文中经常出现八府巡
按，权力很大。

都察院的御史与六科的给事
中，合称“科道官”，又叫“言
官”，就是给皇帝提建议、弹劾官
员的，他们虽然品级比较低，但
权力不小。

都察院和刑部，再加上大理
寺，合称“三法司”，国家的重大
案件由三法司会审。

小九卿里比较重要的是詹事
府和翰林院。詹事府名义上是东
宫太子的官署，长官叫“詹事”，

副长官叫“少詹事”，詹事府后来
成了翰林迁转的台阶。翰林院的
长官是翰林学士，其他还有侍读
学士、侍讲学士，他们是给皇帝
讲课、拟诏书的，是皇帝的近臣。

编纂国史的，也在翰林院，
有修撰、编修和检讨。翰林被视
作 清 华 之 官 ， 就 是 名 声 好 的 官
员。过去有个说法，“非进士不入
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不是进
士是做不了翰林的，如果做上翰
林，等于半只脚已经踏到宰相的
门槛里。

宦官有二十四个衙门，十二
监四司八局，其中司礼监为宦官
的第一衙门，里面有掌印太监、
秉笔太监、随堂太监，是比较有
名的大太监。宦官最重要的职权
是批红。批红本来应该是皇帝做
的，但皇帝犯懒的时候，会交给
亲近的秉笔太监。全国最大的特
务 机 构 东 厂 是 由 司 礼 监 来 管 理
的。宦官还有一个监督天下兵马
的 职 权 ， 就 是 跟 着 将 军 们 做 监
军，这个也非常重要。

关于地方官制，明代皇帝出
于分权的需要，把地方权力一分

为三，叫“都布按三司”。“都”
是都指挥使司，“布”是布政使
司，“按”是按察使司。都指挥使
司 的 长 官 是 都 指 挥 使 ， 品 级 最
高，但实际权力并没有很大，因
为中国向来是重文轻武的。布政
使司、按察使司是日常管理百姓
的，一个管钱粮，一个管司法。
下面再设府，府主要有四个官，
长官是知府，副职是同知，然后
是通判、推官。府下面是县，长
官是知县，副职是县丞，然后是
主簿、典史。

布政使司的长官是左、右布
政使，副长官是左、右参政，还
有左、右参议。参政和参议分司
诸道，因为一个省太大了，需要
再分成几个道。督粮道和督册道
是 专 门 机 构 ， 常 规 的 就 是 分 守
道，如浙江有杭嘉湖道、宁绍台
道、金衢严道、温处道。

按察使司的长官是按察使，
副职是按察副使，还有再低一级
的按察佥事。按察副使和佥事也
分司诸道，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常
规的分巡道。分巡道与布政使司
的分守道不是完全重合的。

明代官制的特点

主 讲 人 名 片

顾 玮 吴央央 整理

李开升 复旦大学

文学博士，天一阁博物

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

向为古籍版本学、中国

古代藏书史。

发 表 《 〈仪 礼 注

疏〉 陈凤梧本、汪文盛

本补考》 等专业论文十

余篇，出版 《天一阁藏

〈四明丛书〉 珍稀文献

图录》《中华大典·文

献目录典·校勘》（合

编） 等著作。

天 一 阁 主 人 范 钦 是 明 代 官
员，从他的宦途和交游，可以进
一步了解明代职官制度的很多内
容。

范钦于嘉靖七年 （1528 年）
中举，嘉靖十一年 （1532 年） 中
进士。中进士之后，首先在礼部
实习，叫“观礼部政”。他正式分
配的第一个职务是随州知州，从
五品。能够出任知州，就可推知
他殿试二甲，因为三甲的话，只
能分配为知县或者府的推官，而
一甲的三人可以直接进翰林院。

范钦是进士出身，升迁比较
顺利，三年后就进京了，任工部
员外郎。嘉靖十八年 （1539 年），
范钦在工部郎中任上，因得罪当

时的权臣郭勋进了监狱。好在不
太严重，很快被放了出来，但还
是受到处分，贬为袁州知府。袁
州知府其实是正四品，而工部郎
中是正五品，论官职要高两级，
但实际上是贬官，因为内重外轻。

接着，范钦升江西按察司副
使，正四品，这就进入省级官员
行 列 了 。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1548
年），任广西左参政。然后再调福
建按察使，又升右布政使，由正
三品升到从二品。嘉靖三十三年

（1554 年），又升了半格，升为左
布政使。随后，由于父母接连去
世，范钦回家丁忧。丁忧完了，
就正常补官，继续做左布政使。

然 后 ， 他 升 的 是 右 副 都 御

史 、 巡 抚 南 赣 。 南 赣 自 古 多 土
匪，王阳明也在那儿做过同样的
官，任务是剿匪，范钦的任务也
是剿匪。南赣巡抚，管的不光是
赣州，还包括现在广东的韶关以
及福建的一部分地区。这是范钦
真正做过的最高职位，因为之后
虽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但还没
到任就遭弹劾回家了。

回家后，范钦不停上诉，大
概于万历二年 （1574年），终于平
安着陆。这就是范钦宦途的大致
情况。做官经历跟范钦的收藏是
有很大关系的，否则他想收全国
的地方志就没那么方便。

范钦的交游很广泛，从留下
的文字可见一斑。范钦写过题为

《酬王凤洲中丞》 的诗，“中丞”
是什么？中丞就是巡抚。王凤洲
是谁？王世贞，明代文学家、“后
七 子 ” 领 袖 ， 他 曾 任 右 副 都 御
史、巡抚郧阳。王世贞写过 《答

范司马》，范司马就是范钦，因为
范钦曾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肯
定要用最高官职来称呼他。

范钦做过袁州知府，袁州是
严嵩的老家。严嵩写过《袁守范君
擢宪副九江赠以是诗》，“宪副”就
是副使，就是江西按察司副使。再
看《贺李太宰加宫保兼翰林学士
启》，这是范钦写给李默的。“太宰”
就是吏部尚书，“宫保”就是太子太
保。吏部尚书没法再往上升官了，
怎么办？加衔，加太子太保，这叫宫
官，不算实际官位。

再看范钦写的 《送郑宪使葵
山转湖藩》，“宪使”，是跟“宪
副”相对的，“宪副”是按察司副
使，“宪使”就是按察使。“藩”
指藩司，布政使司又称“藩司”，

“湖藩”就是湖广的布政使，郑葵
山由按察使升右布政使。

范 钦 还 写 过 《访 朱 侍 御 两
厓》 诗，“侍御”其实就是御史，

御史在古代叫侍御史，朱廷立做
的是都察院的河南道监察御史。
范 钦 的 《龙 虎 山 中 怀 万 参 政 懋
卿》 中，“参政”直接用的是当时
的官名，就是布政使的副职。范
钦的 《寄陆给事贞山》 诗中，陆
给事指的是陆粲，陆粲曾任工科
给事中。

明代官员的官服，中间有一
个四方的补子，补子上有图案，

“文禽武兽”，文官是禽，武官是
兽 。 补 子 图 案 代 表 了 不 同 的 品
级，如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
等 。 此 外 ， 风 宪 官 是 单 独 的 ，

“宪”是司法，就是都察院的官，
他 们 不 论 品 级 都 用 獬 豸 (xiè
zhì,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所
以，今天我们在天一阁东明草堂
前那个堆塑壁画里看到的象征范
钦官位的就是獬豸。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有删节）

范钦的宦途和交游

明代官制与范钦的宦途明代官制与范钦的宦途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天一阁东明草堂前堆塑壁画里象征范钦官位的獬豸天一阁东明草堂前堆塑壁画里象征范钦官位的獬豸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