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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宋辛弃疾《菩萨

蛮·书江西造口壁》）但陕菜的故事并没有因为

唐王朝的堙灭而结束，在历史长河中，陕菜的命

运又将如何？在返璞归真后，又会以怎样的姿态

流传于三秦大地？ 

返璞归真：后都城时代西安的饮食文化

从 西 周 到 大 唐 长 安 饮 食 文 化 是 华 夏 饮 食 文

化的代表，是引领千年饮食文化的典范，但它毕

竟是宫廷政治文化和官僚权贵文化，是漂浮在社

会上层的“食肉者”书写的长安城市精英饮食文

化，是无法全面注解这座城市饮食文化的丰富多

彩。唐末五代后，金元数百年的异族统治，无数

次战火的百般摧毁，让这座城市在华夏城市版图

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城市的没落导致长安饮食文

化渐渐消失在历史书写的视野之中，但长安饮食

文化的历史记忆却并没有随风飘逝。无尽岁月的

灶火明灭，天南地北的迁徙交融，都依然在演绎

着长安饮食文化的历史传说。

虽然不能说长安饮食文化传统至此断裂，但

历经金元数百年间少数民族统治之后的明清西安

饮食文化与此前有着明显的差异。明清期间，西

安城是省会所在，而西安府的泾阳、三原则是西部

经济中心，商业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分化使后都城时

代西安饮食文化出现了分化——合流的特点。

明清时期，发端于西周的乡饮酒礼在其起源

发祥地再度兴盛，这是官方政治饮食化，食礼文

化民间化、地方化、活态化、实践化在明清社会

的新发展。倡导“躬行礼教”“经世致用”的关

学再度兴盛，以周礼为核心追求的《吕氏乡约》

等乡规民约与传统的乡饮酒礼合流使饮食文化重

新回到伦理政治文化的轨道，并把传统的食礼文

化演化为乡民社会的世情民风，流传在陕西关中

民间的婚丧嫁娶宴席文化就是长安食礼文化大传

统在民间的活态展现。

明 代 以 来 ， 陕 西 商 帮 驰 骋 江 南 漠 北 ， 尤 其

以淮扬和巴蜀的陕商大贾最为成功和持久，很多

商人最后弃商从儒，叶落归根。还有很多陕西外

任高官、鸿儒大学告老还乡，荣归故里，他们都

为家乡带回了天南海北不同的饮食文化。明清西

安，王府多，外省会馆多，这些纵横四海后荣归

故里的陕商大贾，告老还乡的外任官员以及本地

化的王公大臣、地方士绅的家宴，重新绘制了陕

西精英饮食文化的地图。

三原、泾阳作为西部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

融合南北，汇通四海。陕西境内庙会集市繁荣昌

盛，城镇酒肆饭店生意兴隆，这些融合了官府与

民间、城市与乡村，本地与外地、社会与江湖的

新兴商旅饮食文化与唐宋之后西安的清真饮食文

化以及民俗节庆、婚丧嫁娶的宴席文化一起拼接

起明清以来陕西饮食文化的基本轮廓，这或许是

“礼失于野”的精彩注解。清末民初，随着政治

经济中心的回归，陕西的民间饮食文化、商贾饮

食文化、官府士子饮食文化以及清真饮食文化又

汇聚西安，西安饮食文化传统迎来了新时代。

综上所述，先秦食礼文化居高临下的王气、

秦汉权贵饮食文化一统天下的霸气、大唐多元饮

食文化诗意浪漫的大气、金元异域饮食文化刚烈

倔强的豪气、明清乡饮酒礼滋养的正气，被后都

城时代的西安酿制得百味丛生、妙不可言。两千

年的古城历经沧桑，历史的沉浮让西安饮食文化

五味杂陈、意味深长！或许这才有了司空图所追

求的“味外之旨”“味外之味”。

长安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与因果逻辑

1、长安饮食文化是中华礼食文化的滥觞

饮 食 文 化 作 为 人 类 最 基 本 的 生 存 文 化 ， 是

所有文化的蓝本和母胎，它不但促进了人自身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孕育了人类文明的不同

门类和形态。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

直说过：“到达一个文化核心的最好办法之一，

就 是 通 过 它 的 肠 胃 。 ” 作 为 华 夏 文 明 的 发 源 地

之一，周秦汉唐三千多年，关中一直是中华文化

的核心地带，而最早孕育出中华饮食文化规范的

西周，其都城就在关中平原的镐京。作为中华文

化的一部分，饮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本

千年辉煌话陕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