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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美但有毒的
河豚鱼，宁波人都
知道，彭玉平从宋
代名臣范仲淹请好
朋友梅尧臣吃河豚
讲起，解读了一个
独特又有趣的文化
现象。

“宋代这一著名
的河豚宴，催生了
梅尧臣一篇笔力雄
健、情感饱满、议论
纵横的长诗。这首
诗的背后，又蕴含
着当时的政治风云
以及诗人对人性的
拷问。”所以彭玉平
认为，范仲淹在庐
山脚下宴请梅尧臣
的这顿午餐，可以
载入中国美食史的
“大事记”。

宋代一顿著名的河豚午餐

彭玉平：
范仲淹这一河豚宴
足可写入中国美食史

彭玉平

文学博士，中山大
学中文系主任，著有《唐
宋词举要》《王国维词学
与学缘研究》《诗文评的
体性》《人间词话疏证》
等，曾在中央电视台“百
家讲坛”主讲《诗歌故人
心》《人间词话》《诗歌里
的春天》。

8 月 30 日下午，彭
玉平做客宁波图书馆

“天一讲堂·云讲堂”，主
讲 了《河 豚 与 宋 代 文
化》。

人物
名片

“河豚味道鲜美却带有毒性，将‘极
美’与‘极恶’融于一体，其‘外美内毒’
的特性在宋人眼中也别有寓意。”彭玉
平解读，梅尧臣那首长诗的最后两句，

“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
称，此言诚可嘉”，其实是把河豚的这一
特性暗喻为社会现实。从表面看，是写
河豚的美味使人忽略了其对生命产生
的威胁，实则是在讽刺宋代贪污腐败的
社会现象。

对于梅尧臣的这首诗，宋代文坛宗
师欧阳修评价极高，称“此诗作于樽俎之
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彭
玉平认为，“笔力雄赡”四个字当得起，因
为这首诗确实感情充沛，写出了诗人对
河豚的看法，笔力和气势都比较足，“但
是欧阳修说这诗是绝唱，有没有一些独
特的言外之意？我觉得可能有。”

因为范仲淹宴请梅尧臣的河豚宴
发生在景祐五年，而在两年前，朝廷发
生了一件事，当时，范仲淹向宋仁宗提
了意见，他觉得用人制度上漏洞太多，
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现象普遍，问题主

要出在宰相吕夷简身上，他就向宋仁宗
告了吕夷简一状，而宋仁宗对吕夷简却
非常欣赏，所以，范仲淹不仅没有把吕
夷简告倒，反而自己被贬到饶州。欧阳
修想帮范仲淹说话，结果被认为是同
党，被贬到湖北夷陵做县令。所以后来
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

“知道了这一历史背景，就能明白
当时范仲淹、欧阳修和梅尧臣都处于人
生的低谷。梅尧臣说河豚‘中藏祸无
涯’，是比喻那些话说得好听、但是内心
邪恶的奸臣，就好像眼前的河豚，味道
鲜美，却包含着强烈的害人之心。”彭玉
平说，“欧阳修夸梅尧臣这首诗是笔力
雄赡的绝唱，是因为他看出了诗中流露
出来的强烈的讽刺意义和批判精神。”

彭玉平在讲座中再三强调：“我不
是给河豚做广告，只是想告诉大家，历
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段故事。美食
的前提是安全，如果没有专业厨师对河
豚进行专业的去毒，我们还是离河豚远
点为好，像梅尧臣那样做一个理性的美
食主义者。”

彭玉平讲的这一场河豚宴，发生在
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

这一年，范仲淹49岁，在饶州（今
江西鄱阳）任知州。他的好朋友梅尧
臣，正好卸任浙江建德县令。因两地相
距不远，范仲淹就写信给梅尧臣，说你
在赴任新职前，到鄱阳来看看我吧。梅
尧臣便应邀前往。

两人先在鄱阳相聚，然后又游庐
山。范仲淹尽地主之谊，中午在长江边
的一家酒馆宴请梅尧臣。

这顿午宴的规格比较高。因为梅
尧臣是范仲淹的挚友，又正值河豚上市
的时候，范仲淹给在座的每人点了一份
河豚。“在宋朝，宴席上有河豚，是一种
规格。曾巩写过一首《金陵初食河豚戏
书》，诗中有‘亲朋相过从，以此代饔饩’
之句，就是说，亲朋交往，请吃河豚就是
一个大礼。”彭玉平解释说。

然而梅尧臣并不领情。尽管席间

有人讲河豚是如何的美味，
理性的梅尧臣坚决不吃，说
自己在饮食上不愿冒险。
看着众人大快朵颐，梅尧
臣非常不理解，吃河豚有
生命危险，冒这个险干吗
呢？于是他走到另一张桌
子边，铺纸研墨，即兴写了
一首长诗《范饶州坐中客
语食河豚鱼》：

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
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其状已
可怪，其毒亦莫加……

“这首诗比较长，大家有兴趣可以在
网上查一下。梅尧臣平时写诗特别慢，
他要字斟句酌。这首诗在别人狼吞虎咽
享受河豚美味的时候，他竟一气呵成，熟
知梅尧臣的欧阳修后来听说了此事也非
常惊讶。”至于这顿饭为何可以载入中国
美食史，彭玉平做了进一步阐释。

宋朝有众多写河豚的诗文

“享用河豚的记载在古代挺多，但
是真正把品尝河豚作为一种时代的风
情和独特的文化，应该是在宋代。”彭
玉平介绍，宋代中有很多写河豚的诗
词文章。

除了上述梅尧臣的长诗，苏东坡的
诗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时”，很多人小时候都背过，曾巩也写过
一首《金陵初食河豚戏书》。宋代学者
张耒在《明道杂志》一书中，称河豚为

“水族之奇味”，“在仲春间，吴人此时会
客，无此鱼则非盛会”。

而关于河豚的毒性，古人也很早就
知道。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把河豚的
毒性与蝮蛇相提并论。宋代也有好几
种笔记提到了河豚，说河豚被猫狗吃了
以后，往往是猫狗的“最后一餐”。“为什
么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河豚很毒，另一方

面，历代品尝河豚的欲望从来没有停止
过呢？这涉及到一个如何烹制河豚的
问题。”彭玉平说，宋人对如何烹调河豚
的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首先，要去除河豚的毒素，把鱼籽、
鱼肝、鱼肠等整体去除，彻底清洗鱼头，
把鱼血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加上进一
步去除残余毒素的配料。“哪些配料能
够解毒？宋代人很有研究。”彭玉平说，
苏轼诗中提到的蒌蒿和芦芽，就是很好
的河豚配菜。梅尧臣诗中写到的“荻
芽”，就是芦芽。此外，曾巩的诗句“芦
芽橄榄实，调芼杂姜桂”，还用到了橄
榄、生姜、肉桂等，“调芼”则是一种制作
方式，即把蔬菜等植物剁碎后撒在鱼羹
上。“经过这一系列的工序，一道色香味
俱全的河豚大餐才能诞生。这是我们
根据宋人的记载概括出来的。”

宋人写的河豚诗别有寓意

彭玉平荐书

讲座预告

《如何用斯多葛主义面对焦虑》
时间：9月5日（周六）14:00
参与方式：宁波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线上直播（ID: ningboli-
brary）

主讲人：郁喆隽，复旦大学哲
学学院宗教学系副主任，德国莱比
锡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
西方哲学与宗教学。著有《神明与
市民：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
研究》《当柏拉图遇到卢米埃尔：电
影中的哲学思辨》，翻译了哈贝马
斯作品《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对于缺失的意识——一场与哈贝
马斯的讨论》。

《安徒生及其童话》
时间：9月6日（周日）14:00
参与方式：宁波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ID:ningbolibrary）
主讲人：李红叶，文学博士，湖

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丹麦
大学安徒生中心访问学者，湖南
省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儿
童文学研究会理事，著有《安徒生
童话的中国阐释》《安徒生童话诗
学问题》等。 记者 俞素梅

《唐宋词举要》
作者：彭玉平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推荐理由：这本书精选唐宋时

期62位词人的219首词，每位词人
名下，都有生平小传、词作引录，然
后注释其中典故、名词等，并重点对
词作的创作背景、基本意蕴、词心词
境进行分析，对学术史上有争议的
问题加以辨析，以合“举要”之义。

《人间词话疏证》
作者：彭玉平
出版社：中华书局
推荐理由：《人间词话》是王国

维撰写的一部重要的词学批评著
作。本书根据《人间词话》用注释
和疏证相配合的方式，在具体条目
的阐释笺评中，清理王国维词学思
想演化轨迹，探讨所涉理论及词学
渊源，尤其重视通过历次增删修订
的痕迹，探讨王国维的心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