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膾，細切肉也。《說文》中如此釋義。

《漢書．東方朔傳》進一步指出：“生肉為

膾。”所謂膾切，就是指切細的肉或魚。

《禮記》則說“細切為膾，大切為軒”。孔

夫子是吃“膾不厭細”的。明顯的，斯時我

們古人吃“膾”已經是相當講究了。而《舊

唐書》中記有“飛刀膾鯉”，幹脆就是直說

切生魚片了。至於宋代蘇東坡《泛舟城南》

所描述的“運肘生風看斫膾，雪隨刀落驚

飛縷”已感覺是在為魚香肉絲備料了。由

以上這些，足見我們吃生魚片的歷史之悠

久了。

不過，自從我們聰明的祖先玩出了

火，懂得了“炙”，烤熟的肉好吃呵，祖宗

們就開始逐漸遠離了容易帶來疫病的生

食，據日本人說，這也是生魚片沒能在中

國發揚光大的原因之一。但自恃為“日本

的老師”的我們的研究家們認為生魚片源出

中國，為了證明此事，就多方考證，據說最

後終於考證到生魚片是由我國唐朝時期傳入

日本的。據他們說，古代日本人稱生魚片為

“なます”（音近拿媽死），漢字就寫做“膾”

或“鱠”，這足證生魚片傳自中國。而日本

人又不爭氣，直到應永6年（1399年）的《鈴

鹿家記》中，才首次出現自創的“刺身”二

字。說到刺身，這裡是有一個小故事的。據

說在古時候日本人把各種魚去皮後因不易辨

清種類，故經常會取一些魚皮，再用竹簽刺

在魚片上，以便於識別。這刺在魚片上的竹

簽和魚皮，就被稱作“刺身”。後來雖然不

用這種方法了，但“刺身”卻漸漸成為了生

魚片的代名詞，而且這種叫法在日本也一直

保留至今。不過，僅以生魚片使用了中國漢

字的表記方式再加上我們的一些文獻記載就

說生魚片源於中國，聽著就有點牽強。眾所

周知，在懂得使用火之前，地球上最初起源

的人類可以說都是以生食為主的，說在唐朝

日本才學會吃生魚，那唐朝之前大和民族豈

不是靠喝風活著，要知道斯時少有農耕的島

國人的主食主要可就是魚蝦貝類。所以說，

若說四面環海的日本人吃生魚歷史比我們悠

久那倒還有人相信。其實，最靠譜的事實應

該是日本古代先民一直在吃著生魚，隻是礙

於當時無文字，就隻好以口語“拿媽死”來

刺身了，等漢字傳入日本，日本人弄明白了

■ 張 石

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大月素堂給宮川

富美子寫信前後的中日關系：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趁張學

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駐

華北之機，由司令本莊繁親自策劃，在瀋

陽附近的柳條湖破壞了一小段南滿鐵路，

誣蔑此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所為，當夜向瀋

陽北大營之國民革命軍發動進攻，標志著

“柳條湖事變”，又稱“九一八事變”的爆

發。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

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駐守上海的

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粵軍）在陳銘樞、

蔣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張治中

“膾”之本意，當然不用白不用了。至於後

來改為刺身，卻不關我們鳥事。看看今天 ,

嚷嚷著生魚片是由中國傳入日本的我們，不

是正堂而皇之的在中國的日本料理店或裝時

尚或充行家的在點菜時大聲的叫著“來盤刺

身”嗎？說到底，生魚片的出處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當今之世提到生魚片，那精心的

擺放在各種船型、筐型等盛物上的在白蘿卜

絲、蘇子葉、小菊花和山葵末等襯托下的那

美輪美奐誘人食欲的日本刺身的賞心悅目之

形象，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那代表的是日本料

理，與咱實在不搭界。若一定要說我們今天

的生魚片，倒是記起在國內曾被友人招待吃

過一次活魚生魚片，一隻橢圓型的盤子裡在

周圍蔥絲、姜絲和澆汁的簇擁浸泡下趴著一

條嘴巴眼睛還在動的鯉魚，身子則已被用刀

片成生魚片狀，看著就像一條遍體鱗傷的生

命體在向世界發出無力無聲的呼救。莫說下

箸，根本都不忍目睹了，還讓人不由得聯想

到生吃猴腦等諸傳說……

“炙”也同樣，炙字象形，從肉從火，

肉在火上烤，《說文》就釋其義為：“炙，

炮肉也。”這個“炮”卻是同“灼”，本意

是指把去毛的獸肉吊起來在火上熏烤，其

實就是我們今天燒烤的原型了。《樂府．

詩集．西門行》中有“飲醇酒炙肥牛”之記

載，想著就讓人流口水。火可能是咱發明

的，關於吃烤肉，從《樂府．詩集．西門

行》的記載來看，咱也足夠早，而且烤的

還是肥牛。而日本被允許可以吃牛肉火

鍋，那可是明治西化以後的事兒了，就足

夠晚，那確是和我們沒的比。倒是韓國烤

肉，人家這個民族的大部分祖先本來就是

活躍在中亞的遊牧民族，早就是貨真價實

的“食肉族”，而且還主要食的是牛羊豬

肉。今天的韓國烤肉中有特色的烤牛小

排，包上菜葉的香噴噴的烤五花豬肉，幾

乎已經是韓國烤肉的招牌了。可我們一些

考證家們硬是說烤肉是由我們清朝時期傳

入朝鮮半島的，你這不是找著讓韓國人上

中國駐韓大使館剁手指頭抗議嘛？純屬吃

飽了撐的。

現在，在國內提起吃烤肉，人們首先想

到的就是蒙古烤肉、韓國烤肉和日本鐵板燒

之類，就是沒聽說過最先懂得用火烤肉吃的

國人傳承出一個什麼“中國烤肉”來。膾炙

人口，本源於《孟子．盡心下》，本意是指

美味人人愛吃，但由其語源發展來看,可以

說”膾”基本上就是指生魚片了,而“炙”一

般也是指烤肉。不過，傳之於今，“膾”去

了日本，“炙”去了韓國，咱自己可就剩下

“人口”了。倒也無所謂，我們現在早已告

別膾炙人口那魚呀、肉的香味了，咱境界

高，早已把膾炙人口升華為讚美、傳誦那些

美麗的詩詞文章之延伸意義了。呵呵！精神

“膾炙”，吃起來也倍兒香。

率第五軍（中央軍）增援上海，雙方陷入僵

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

介入調停。5月5日，中日雙方簽署《淞滬

停戰協議》，規定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得駐紮

上海，隻能保留保安隊，日本取得在上海駐

軍的權利，參與抗戰的主力軍第十九路軍不

得不離開上海。

1933年1月，日軍進佔山海關，開始向

中國關內進攻。熱河省會承德遭到襲擊，僅

10余天即告陷落。

在1937 年 7月 7日夜，盧溝橋事變爆

發。時值日本近衛文麿內閣。日本中國駐屯

軍借口一個兵士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

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要求。日

本軍閥遂開槍開炮猛轟北平盧溝橋，向城內

的中國守軍進攻。亦有說，根據“辛醜條

約”駐紮的日本軍閥在宛平附近演習時遭到

國民革命軍的槍擊，而向中國守軍進攻。

打響全面抗戰第一槍的是第二十九軍吉

星文團。7月16日、17日，中華民國最高

統帥蔣介石在廬山先後發表《對於蘆溝橋事

件之嚴正表示》談話，表示：“臨到最後關

頭，便隻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

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

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

有守土抗戰之責！”至此表明了對日本軍閥

挑舋的退讓底線。7月28日、30日，日本

軍閥相繼佔領北平、天津，第二十九軍退守

保定一線。平津一帶的大學紛紛遷移。7月

31日，蔣介石發表《告全體將士書》：“……

和平既然絕望，隻有抗戰到底”，宣告戰爭

已經全面爆發。

■ 万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