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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油进入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进程研究
中国人原来不是“自古以

来”就有酱油吃的 ，酱油至清初

才 成 为 中 国 社 会 最 常 用 调 味

料。那么，既然酱油技术在元代

已有记载，为何其商品化要历时

四个世纪？历史学家从物成为

商品的过程，联系起日常之物与

文明的建构。

香港大学荣休教授梁其姿主

讲的复旦人文高端讲座“中国酱油

的文化历程：日常之物的启示”第

二讲“酱油成为日常的历史进程”3

月8日在光华楼举行，讲座由历史

学系教授金光耀主持。

酱油在清初
成为日常食品

梁其姿首先提出两个问题：

制作酱油的技术是什么时候产

生的？酱油的使用又在什么时

候成为日常？

文献记载中所见的“酱油”

一词，最早出现于《吴氏中馈录》

（13世纪）：“用精肉切细薄片子，

酱油洗净，入火烧红锅、爆炒，去

血水、微白，即好。”从农书、食

谱、本草等文献中，还可以看到

酱清、清酱、酱汁、酱水、豉汁、豉

清、豉油、豆油、秋油、黃酱等其

他酱油或接近酱油的调味品的

名称。最早记载酱油做法的文

献则是元代画家倪瓒的《云林堂

饮食制度集》（14世纪）。同时代

的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

也记载了酱油做法，内容稍异。

而明代中后期，田艺蘅在笔记小

说《留青日札》（16 世纪）中告诉

读者，“今之富家有枸杞酱、玫瑰

酱，乡间小民家豆酱亦不多得

食，至于深山穷谷中则终身不沾

唇者有之。其巿井之臭而蛆者，

乃贸易得食，诚可悯也”的说法，

可见直到此时，酱油的商品化仍

不成熟。

那么，酱油什么时候才成为

一种日常的食品？有关研究中，

最早提出答案的是黄兴宗的《发

酵与食品科学》（李约瑟编《中国

的科学与文明》系列，剑桥出版

社，2000 年）。虽然黄兴宗是职

业化学家，并不曾受史学训练，

但他受到李约瑟影响而写出这

部杰出的科技史著作。在书中，

黄兴宗通过统计2世纪至19世纪

17 种农书、食谱、类书等文献中

酱油（11种名称）出现的次数，得

出“清初酱油渐成为中国社会最

常用调味料”的结论，这一结论

至今仍能成立。

我们今天有丰富的电子数

据库。两个可用来分析酱油日

常化的历史的电子数据库：一是

爱如生基本古籍库的10000种古

籍（自汉至民国时期），以“酱油”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自宋至清末

共得245条，其中67条属于清代

之前的文献，178 条属于清代文

献。虽然这个数字并不全面，但

仍能证实酱油在清代才成为普

及的日常之物。利用电子数据

还可以看到：在清代，酱油不仅

作为食料出现，还以其他用途出

现在族谱、养生、通俗小说、本草

书籍等文本之中。例如，在族谱

中，酱油是拜祭祖先的必需品；

在日记中，又成为赠送外游朋

友、长辈，以解乡愁的礼品。此

时酱油作为一种日常物品，已经

有了相当多元化的用途。

第二个可用的数据库是爱

如生方志库的4000种方志（自汉

至民国时期），以“酱坊（园）”为

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得233条，有

28条出现在1796年至1911年间

出版的方志中，205 条出现在

1911 年至 1949 年出版的方志中

（其中还有 109 条是记录源自清

代的酱坊）。分析上述数据，第

一个检索结果（以“酱油”为关键

词）反映了酱油消费增长与多样

化的时期，开始于盛清（十八世

纪之后）；第二个检索结果（以

“酱坊/园”为关键词）则反映了酱

油生产的高峰时期在清末民初。

酱油商品化的关键
是大豆

酱油为何迟至清初才商品

化？黄兴宗从技术层面进行解

释，认为酱油制作的技术传播以

口耳相传而非书写形式为主，故

普及速度缓慢。

但从一位历史学者的角度，

梁其姿认为：一个商品的出现依

赖的不单是技术，还有物质、社

会关系等多重因素，酱油商品化

的关键在于大豆的供应。酱油

的成分中有 40%是大豆，酱油的

制作需要大量的大豆。而在历

史上，中国本土大豆产量一直较

少，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1763年，闽浙总督杨廷璋向乾隆

上奏折，指出浙江大豆供不应求

且河运不便，难以获得奉天大

豆，请求朝廷将山东大豆通过海

路运浙。这个奏折清楚说明关

内的大豆种植供不应求，而这一

状态持续到 20 世纪中期。1932

年广东省的一次豆业调查称，广

东对大豆需求极大，包括“造酱

料”“发芽菜”“制饼饵”等多种用

途，然而本省出产稀少，尚“不足

供广州市一隅发芽菜之用”。

1947 年，农学学者王绶的《我国

之大豆业》中的数据表明，东北

的大豆生产占全国近 50%的比

重，其它各地的大豆生产远不足

以满足市场需求。

由此反观酱油商品化，可以

推知：正是清入关后，东北大豆

为中国大豆食物的生产提供了

基本条件，这一条件在乾隆之前

是不存在的。

开放推进酱油的
普遍商品化

学界不乏研究清代东北大

豆种植与输出的历史，包括清初

开放汉农民垦殖辽东，辽东旗民

社会的建立，1772年起逐步开放

东北大豆海运输出、带来上海作

为最主要商港的崛起等具体问

题。由此也可见，许多重要的清

代历史发展里程碑都在酱油成

为日常之物的过程中找到交叉

点。东北大豆为全国酱油市场

供应了充分的原料，遂产生都市

酱园现象，象征着酱油的普遍商

品化与酱业的兴盛。自乾隆中

期以后，各地的酱园成为都市景

观的特色。豆业更为上海带来

史无前例的繁华，成为这个最大

商港的百业之首。

上述事实说明，清初开放汉

人进入东北农耕以及后来开放

海运的政策，大大提高了大豆的

市场化水平，推进了酱油的商品

化进程。晚清时期东北蒙地全

面开禁，更加快了其发展速度。

中外学者的研究显示，东北

蒙地开放后所生产的大豆不但

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流通，还出口

到世界各地，成为全球化的商

品。1928 年，中国生产全球 80%

的大豆，其出口已经超过茶和

丝，成为中国主要出口农产品。

东北酱油文化
何以晚熟

然而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当酱油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普及

的一种酱料时，大豆最重要的产

地东北反而缺乏酱业。梁其姿

认为，东北酱油文化晚熟的主要

原因是东北地区在盛清时代都

市化水平不高。要到 20 世纪

初，由天津、上海等地商人输入

酱油产业之后，东北本土的酱油

生产才开始快速增加，这个迟来

的发展象征了东北社会进步的

最后到来。

文/钟淇名

由外文学院大学英语教学

部、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孔子学

院办公室联合举办的语言文化

沙龙 2024 春第二期（总第六期）

以“科技发展与生活变革”为主

题，4月9日开展，来自美国、新加

坡、阿塞拜疆、秘鲁、菲律宾、埃

及、苏丹、摩洛哥等国的留学生

们与中国学子齐聚一堂，共同探

讨科技如何塑造人类生活的方

方面面及潜在的可能性。他们

在讨论中分享对各类科技工具

使用的体验和对最新趋势的观

察，构思并设计了富有创意与深

思的未来生活蓝图。

本期沙龙由大学英语教学

部教师伊静轩博士主持，学生们

分组开展了一场“展望未来生

活”的头脑风暴。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各小组讨论交流，充分发

挥创意，畅想未来生活场景。

在分享环节，各组展示了充

满巧思的未来场景设计稿，展现

了多元的观点。第一小组构建了

一个充满电影感的未来场景，其

中包括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

等前沿科技。组员还专门就科技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及其对人类健

康的潜在影响分享了观点，对如

何确保科技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能

够兼顾伦理和公平性表达了深切

的关注。第二小组谈到了 Elon

Musk的火星计划，设想了意念交

流、云上行驶的汽车和知识面包

等创新科技，这些突破性的构想

描绘了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第

三小组则描绘了科技迅猛发展可

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展现了一个黑白色调的未来世

界，其中人们或将面临乏味、孤独

的挑战以及无尽生命的煎熬，引

发了在座同学对人类未来命运的

深刻反思。第四小组在设计稿中

呈现了未来科技应用于日常生活

的绿色人居场景，探讨了科技进

步如何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

色生活。

来源：语言学习中心

征集校园开放引导标语设计及建议征集校园开放引导标语设计及建议

———— 知识链接 ————

年鉴史学的代表人物布罗代
尔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
行的种种细节，不但显示了不同
社会之间的差别，也透露了一个
文明把无数文化价值与各种不同
事实相互连结起来的特殊方式。

图片新闻

流星白羽，剑花秋莲。赏华夏文化之美，享运动健体之畅。

此次射艺训练营由体育教学部高级讲师、三级健康管理师

王震和高级讲师吴丽红传授射艺知识，解读其中智慧。

来源：任重书院

射艺训练营第六季精彩瞬间

三月已去，盛春来临。游客

与师生一起共游校园，同绘春日

好景。为更有序地开放校园，校

学生会 4 月 13-19 日推出“在春

天，对话与新声”校园开放引导

标语设计及意见征集活动，收集

师生及游客的宝贵建议和有趣

标语。

从 2023 年 5 月 20 日这个浪

漫的日子开始，校外人士填写访

客 信 息 就 可 以 入 校 参 观 。 从

2024年3月1日今年春季的第一

天起，人们刷居民身份证或随申

码即可入校游玩。校门逐渐敞

开，用活力与生机迎接社会各界

的朋友们，搭建学校与社会的桥

梁，坚持服务社会，弘扬复旦精

神，积极构建友好、尊重、和谐的

开放校园。

校园开放后发生了很多变

化，这里多了几处标语，那里开

了专门窗口……但美丽的校园，

更要大家一同建设。

来源：校学生会

语言文化沙龙展望科技发展与生活变革语言文化沙龙展望科技发展与生活变革

为让同学们更深地理解中

医的知识和文化，克卿书院 3 月

30日举办艾灸科普体验活动，邀

请附属华山医院的易韬老师作

艾灸相关知识的科普讲解。

艾灸可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早在古代，就被用于治疗多

种疾病。易老师先介绍了艾灸

的历史、类型，艾灸的穴位和功

效。随着医学和科学的发展，艾

灸的方式也更加科学有效，至今

仍被广泛运用。

易老师讲解几种常用灸法后，

带领大家直接体验。 文/杨柳

从艾灸体验中医文化从艾灸体验中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