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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代 契 丹 人 饮 食 考 述

张 国 庆

契 丹 是 我 国 古 代 北 方 少 数 民 族 之 一 公

元十世 纪 初 至十 二 世 纪 初
,

由 契 丹 贵 族 建 立

的 辽 王 朝
,

曾统 治 我国北 方 长 达 二 百 余 年
。

有辽 一 代
,

大 多数 契 丹 人 仍从 事 牧 猎 生 产
,

兼 营农 业
,

所 以
,

他 们 的饮 食 极 富 北 方 民 族

特 色
。

饮食 活 动 是 人 类 赖 以 生 存 的 首 需 条

件
,

即 俗 语 所 云 :’
’‘

民 以 食 为 天
” 。

马 克 思

指 出
: “

人 们 为 了 能擎
‘创 造 历 史

’ ,

必 须

能 够 生 活
。

但 是 为 了 生 活
,

首 先 就 需 要 衣
、

食
、

住 以 及其 他 东 酉
。

因 此
,

第 一 个历 史 活

动 就 是 生 产满 足 这 些需 要 的 资 料
,

即生 产物

质 生 活本 身
.

同 时 这 也 是 人 们 仅仅 为 了能 够

生 活 就 必 须 每 日每 时 都 要 进 行 的 ( 现 在 也 和

几 千 年前 一 样 ) 一 种 历 史 活 动
,

即 一 叨 历 史

的基 本条 件
。 ,

一 因 此
,

任 何 历 史 观 的 第 一

件 事 情 就 是 必 须 注 意 上 述 基 本 事 实 的 全 部 意

沐 和 全 部 范 围
,

并 给 予 应 有爪 视
”

园
。

然

而
,

以 往 研 究 辽 史 者
,

并 术 对 辽 代 契 丹 人 的

衣
、

食
、

住
、

行 等 给 予 系 统
、

全 面 的研 究
,

而且 大都 在辽 代 政治 制度
、

经 济 发展 及 军 事

活 动 等 宏 观 方 面 选 题 作 文 章
。

这 对 深 入 研 究

辽 代社 会 经 济 史 和 契 丹 民族 发 展 史 是 不 利

的
。

笔 者 不 揣 邀 陋
,

试 就 辽 代 契 丹 人 的饮 食

大况
,

做 一 初 步考 述
。

一
、

肉* 类* 物

辽 代契 丹 人 食用 的 肉类 食 物 主 要 有 三 个

来 源
。

的 酋 首 画 里 昏呵
, “

惟 养 羊 二 十日
,

日 食 十

九
,

留 其 一 焉
,

次 日 复 有二 十 日 如 之
”

娜
。

契 丹 羊 主 要 有
“

北 羊
”

和
“

鞋 粗 羊
”

两 种
。

“

北 羊
”

长 面 多髯
,

无 角
,

或 有 角而
“

大 仪

如 指
” ,

肋 细
,

肉 味 鲜 关
。

梅 尧 臣 有 诗 云
:

“

细 肋 胡 羊 卧苑 沙
,

长 春 宫 使 踏 雪 把
” ,

�

即指 此
。 “

挞 粗 羊
”

八} 挞 粗 甲
,

契 丹 人 开 有

大 量 豢 养
。

这 种羊 有 一 个
“

巨 而 厚
”

的尾
,

重 达 五 斤
,

充 满 脂 育
,

可 以 媲 美
“

熊 自
” 。

契 丹 人 养猪 较 少
, _

比都 集 中在 南 部
‘J 汉

人
、

奚 人 杂 居 地 区
。

i二圣 宗 开 泰 元 年 ( 1 0 12

年 )
,

北 宋 王 曾 使 辽
,

他 说
: “

过 六 北 11
,

即蕃 境
。

居人 草庵 板 屋
,

开 务价 种
。

⋯ ⋯ 击

牧 牛
、

马
、

素 驼
,

尤 多 青羊
、

黄 苏 ( 狱 )
”

匆
。

辽 国 北 部 的 契 丹 腹 地 则 很 少 有 猪
。

据 仆

元 吉 《桐 阴 旧 话 》记 载
: “

( 北 宋 ) 庄 敏 公

之 使 虏 ( 辽 )
,

入 其 境 稍 深
,

则 必 舅‘手者肉 及

胃脏 之 属
,

从 者 莫 能 晓
。

盖 燕 北 第 产 羊
,

俗

不 畜 猪
,

样 使 驰 骑
,

疲 于奔 命
” 。

� 辽 代裂
丹 贵 族 食 用 的 猪 肉

,

有 不 少 是 邻 国 贡 纳 或 贼

送 的
.

如
,

北 宋 朝 廷 悔 年赠 给 契 丹 皇 帝 的 礼

品 中就 有
“

猪
” 。

�

此 外
,

契 丹 人牧 养 的 牛
、

马等
,

也 有一

部 分 供 宰 杀 食 肉
。

一 是 来 源 于家 畜
.

辽 代契丹 人 用 为食 内的家 畜主 要 是羊
.

契丹 人 养 羊
、

食 羊 的历史 最 久 会契 丹传 说 中

� 《
‘

费尔 巴哈 》
,

载 《马 克 思
、

思 格斯选 集 》

第一 卷
,

人 民 出版社 1 9 7 2 年版
。

�叶 隆礼

《辽志
·

本末 》
.

�梅 尧臣 《宛 陵集
·

江邻

几寄羊把 》
.

� 《续资治通 鉴长编 》卷 79.

� 《辽史 拾遗 》卷 1 0 引蔚元 吉 《桐 阴 旧话 》
。

� 《契丹 国 志 》卷21
. ,



二 是 来 源 于 走 兽
、 一

飞禽
。

生 活 在 契丹 辽 地 的 各种 野兽
,

包 括 一 些

鸟 类
,

也是 契 丹 人 肉 食 的 主 要 来源
,

鹿 肉是

契 丹 人 最 喜 爱 食 用 的 兽肉
。

契丹 人很 善 于捕
‘

鹿
。

据 史 料 记 载
,

契 月 人 是 根据 鹿
“

嗜 咸
”

的 特 点 来
“

诱 捕
”

的
。

� 具 体 方 法 是
: ‘ 伺

夜将 半
,

鹿 饮 盐 水
,

令猎 人 吹 角 效 鹿 鸣
,

既

集 而射 之
,

谓 之
‘

抵 咸 鹿
’ ,

又 叫
‘ .

呼

鹿
’ 。 ”

� 契 丹 人 有 时 也 用 带 毒 的 药 箭 射

鹿
。

据 《谈 苑 》记 载
:

北 宋
_ “

吴 长 文 使 辽 奋

辽 人 打 围 无 所 获
。

忽 得 一 鹿
,

请 南 使 观 之
。

须 臾 剥 剔 了
,

已 昏 夜矣
。

数 兵煮 其 骨 食 之
, -

皆 呕 血
。

吴 右 垂 留 双 肾 于 器 中
,

云 此 最 补

暖
。

月
一

欲 荐 之
。 {

翌 口 井喘 内皆 黑 色
·

乃 毒

矢 所 毙尔
’, 。

�

大雁
、

天 鹅 和 野 鸭
,

是 契 月
一

人 经 常 捕食

的 飞 禽
。

契 月 人 捕 杀 大 雁
、

天 鹅 常 用 一 种 名

叫
“

海 东 青
”

的 猎 鹰
。 “

海 东 青
,

大 仅 如

鹅
,

既 纵
,

直 上 青 冥
,

儿 不 可 见
。

侯 天 鹅 烹

半 空
,

狱 自上 而 下
,

以 爪 攫 其 首
,

天 鹅 惊

鸣
,

相 持 埙 地
” 。

� 有 一 首 《契 丹 歌 》即描

绘 了 契 丹 人 捕 捉 天 鹅 的 场 面
: “

平沙 软 草 天

鹅肥
,

契 丹 千 骑 晓 打 围
。

皂 旗 低 昂 围 渐 急
,

惊 作羊 角 凌 空 飞
。

海 东健 鹊 健 如 许
,

精 上 风

生 看 一 举
。

万 里 追 奔 未 可 许
,

划 见 纷 纷 落 毛

羽
” 。

�

契 丹 人 还 经 常 捕 食 一 种名 叫
“

貌 狂
’,

的

动 物
。

宋 人 刁 奉 《使 北 语 诗 》 即记
: “

押 燕

移 离 毕
,

看 房 贺 跋支 ; 饯 行三 匹裂
,

密赐 十

貌 担
’, 。

诗 注 云
: “

貌 牲
,

形 如 鼠 而 夭; 大
居

,

食 谷 梁
,

嗜 肉
。

北 朝 ( 辽 ) 为珍 膳
,

味

如 豚 肉 而 脆
’, 。

� 陆 游 《家 世 旧 闻 》 也
.

记

载
: “

楚 公 佃
,

字 师 农
,

使北 ( 辽 ) 归
, ,

携

所 得媲 牡 至 京
,

状 如 大鼠
,

极肥循
。

畏 日
,

为 隙光射 辄 死
。

性 能糜 肉
,

以 一 窝 投 鼎 中
,

肉 即糜烂
,

北 人 ( 契 几人 ) 不 甚贵 之
卜

但谓

为珍 味耳 产
.

0
. _

此 外
,

契 丹 人猎 获食 恩 的走 兽飞 禽 还右

野 马
、

野 羊
、

熊
、

野 猪
、 ‘

瘴
、

豪 猪
、

貂
、

鹿

子 ( 抱 子 )
、

虎
、

豹
、

狼
、

狐
、

兔
、

堆
、

野

燕 等
。 _

国
、 、

一 三 是来源子鱼 与蟹
.

契 丹 辽 地江 河 纵 横
,

东 濒 大海
,

鱼 产 异

常 丰 富
。

有一 种
“

牛 头 鱼
” ,

产 于 混 同 江 及

挞 鲁 河流 域
,

契 丹 人 经 常 捕 食 之
.

武 圭 《燕

北 杂 记 》载
: “

挞鲁 河约牛 ( 头 ) 鱼
,

以 其

得 否 占岁好 恶
” 。

� 所 谓
“

牛 头鱼
” ,

即 是

一 种 大 的鳃 鱼 , 契尹居 地 冬 季 漫 长寒 冷
,

江

河 及 沿 海 均 结 成 厚 冥的冰
,

契 丹人 很 擅叁于

冰 河 上凿 冰 捕卑
。

据 《溥繁 露 》记 载 :
“

挞

鲁 河 东 与海 接
,

岁 正 月 方终
、
, 黑丹月 而浮州

其 钩 是 鱼 ( 牛 头 鱼 ) 啤
,

虏 丰( 契 丹 皇 帝 )

与 其 母 皆设 帐 冰 上 J 先 使人 于 河 上 下 十 里

询
,

以 毛纲 截 鱼
.

万令米 得散逸 二又 从 而 虹

之
,

使集 虏 帐
,

其 束前 预开 冰 窍 皿
,

名为冰

眼
,

中 眼 透 水
,

劳兰 眼 环 之 不 透
,

第 析 灭 令
薄 而 己

。

薄 者 所 以 侯鱼
,

而 透 者将 以 施 钩

也
。

鱼 虽 水 中之 物
,

若 久 闭 子冰
,

遇 可 出水

之 处
,

亦 必伸省吐 气
,

故透 水 一 眼
,

必 可 以

致 鱼
,

而薄不 透 水 者
,

将 以 伺 视 也
.

鱼之 将

至
,

伺 者 以告 虏 主
,

即 子 断透 眼 中
,

用 绳 钩
掷 之

,

无不 中者
。

既中 ; 遂 纵 绳 令 去
,

久
,

鱼 倦味 即曳 绳 出之
,

谓 之得
‘

头鱼
’ 。 ‘

头

鱼
’

既 得
,

遂 相 与出 冰帐
,

于 别 帐 作 乐 上
寿

’ . 一 - -

二

契丹 人食 用 的 螃蟹 主要 产 予渤 悔 囱 地

一

由 《辽史 》卷 1 1‘ 《国语解 》
。

。 《辽

史 》卷” 《营 卫志 争中
.

� 《辽史洽遗补 ,

卷5 引 《谈苑 》
.

� ‘辽史拾 遗 》引 《 燕 山

丛录 》
。

人集 》
。

� 《辽 史拾遗补

� 《契 丹国志 》
每寿乒引气良 石 道

卷24
。

必 《辽史纪事本末 》卷2 4号}陆游t 家世 旧闻 》
.

�见 《辽史
·

游幸表 》,

《辽史
·

穆 宗纪 》
,

周春

《辽诗 话 》, 宋摩 《杨文公谈苑 》
.

。 《辽

史纪事本 末 》卷粉 弓!武 圭 ‘翱七杂 记 》‘

右 《谨史给遗 》态。升‘喊 扮渝含一
: 、 1

忿



忆
。

据 《契 丹 国志 》记 载
: “

渤 海 螃 蟹 红

色
,

大如 碗
,

鳌 巨 而厚
,

其跪 如 中 国 ( 中

原 ) 蟹 赘
” 。

�

食 肉 方 法 与 肉 制 品
。

契 舟 人 食 肉 经 历 了 一 个 由 生食 到 熟 食
, -

由 简单 宰割 饱 腹到 制 做 各种 肉食佳 肴 的 过

程
。

契 丹 人早 期 宰 杀 牲畜 或 猎 获 野 兽 后
,

一

般 都
“

生 商
” 。

或 以 火
“

蟠 之
’, ,

即烤食
。

后 来
,

随 着 社会生 产 力水平 的 提 高 和 与汉 人

接触 渐 多
,

逐 步 改 变 了 传 统 的 饮 食 方 式
,

即

改 生 食
、

烤 食 为烹 调 熟食
,

并 开始 制 做 各种

肉 食 制 品
。

但 是
,

一 个 民 族 的 生 活 方 式 有 它

的 连 续 性 和 承 传 性
。

契 丹 人 食 肉 的 方 法 虽 然

在 建 国后 进 入 了 熟 食 阶 段
,

但 传 统 的生 食 方

式
,

在某 些场 合 仍 继 续 保 留 着
.

如
,

契 丹 人

在 每 年 九 月 九 日重 阳节
,

在 他 们 饮 菊 花 酒 庆

贺 节 日之 宴会 上
,

就 要
“

出兔 肝 切 生
,

以 鹿

舌 酱拌 食 之
” 。

�

辽 代契 丹 人 能 制 做 好 几 种 肉食 制 品
。

如
,

为 了保 存 肉 食 不 致 腐 败
,

他 们 把 羊 肉 用

盐 腌 制 成
“

羊 把
”

或
“

羊 惰
” ,

即 咸 羊 肉

干
。

张 舜 民 《画 漫 录 》载
: “

南 使至 北 ( 契

丹 )
,

密 赐 羊 把 十 枚
,

毗 黎 邦 十 头
” 。

� 他

们 还 能 把 鹿 肉 制 成
“

鹿 脯
”

和
“

鹿 腊
” ,

也

是 干 肉
。

如 契 丹 人 祭 祀 时 即 多用
“

鹿 脯
” ‘

� 在辽 廷送 给 北 宋 皇 帝 的 礼 品 中
,

也 有
“

鹿

腊
”

和
“

)lff 肉
”

等 肉 制 品
.

� 契 丹 人 还 能 把

肉 做 成 肉 酱食 用
。

辽 太 祖 耶 律阿 保 机就 曾在

醉 酒 后 索 要 鹿 肉 酱 以 解 酒
‘

《辽 史 》 霸
:

“

太 祖 尝 思 鹿 酶解醒
,

以 山 林 所有
,

问 能 取

者
, , 。

� 酿
,

即 肉 酱 也
。

二
、

粮各 类食物

契 丹 建 国之 后
,

由 于 大批 中原 汉 人涌 人

辽 地
,

辽地 的 农业 生 产迅 速 发展 起 来
,

一 些
与 汉 人 杂 居的 契丹 人开始 了 半收猎半 农 耕 的

生 产活 动
,

各种 粮谷 也 逐 渐 变 成了 契 丹 人 主

食 中 的 一 部 分
。

辽 代 契 丹 人 食 用 的粮食 以粟 为 最 多 、

粟
,

即谷 子
,

子 实 去 皮 后 为 小 米
。

粟 在辽 地

不仅 用 为契舟 及其 他 各族 人 民 的口 粮 和 契 丹

宫 兵的军 粮
,

有 时
,

契 丹 皇 帝 还 用 它 支 援 盟

国 和 赏 赐 臣 下
。

如
,

辽 景 宗 保 宁 九 年
’

(与 77

年 ) 三 月
, “

沼 以 粟 二 十 万 解 助 ( 北 ) 汉
”

�
。

辽圣 宗 统 和七 牟 ( 989 年 ) 六 月
, “

宣

政殿 学 士 乌得 臣 卒
,

诏 赠 太 子 少 保
,

赐 钱 千

万
,

票 百 石
” 。

�

黍
,

也 是契 丹 人 经 常 食 用 的 粮 食
。

黍 抗

旱 耐 寒
,

适 应 性 强
,

即便 一 般 比较 疮 薄 的 山

坡 地 也 能生 长得 不 错
。

史 载
: “

辽 地 半 沙

啧
,

三 时 多 寒
,

春秋 耕 获 及 其 时
,

黍 徐 高 下

因 其 地
「

” 。

勿 契 丹 过 地 种 黍 比 较 普遍
。

统 和

兰 年 ( 9 8 5 年 )
,

基宗 皇 帝 巡幸
“

过 菜 城
,

见 乙 室 奥晚 部 下 妇 人 迪 晕 等 黍 过 熟 未 获
,

遣

人 助 XlJ
” 。

黍碾 成 米 “弓
“

黄米
” ,

性 粘
,

做 成准 品 吃 能耐 饥
,

是 契 丹 人 喜爱 的 食 物 之

一
。

寺公 大师 《醉 义 歌 》有 云
: “

旋 春新 黍

囊 香食卞
,

一 蹲 浊 酒 呼 予 频
” ,

@ 即 此 也
。

根据 史 类 记 载
,

辽 代 契 丹 人 食 用 的 粮食

还 有
:

稻
。

主 要 种植 在 东 京 ( 辽 阳 ) 地 区 及

长 城 以南 的 南 京 地 区
。

如
,

辽 道宗 咸 雍 四 年

( 1 0 6 8 年 ) 三 月
,

即
“

诏 南 京 除 军 行 地
,

佘

皆 得 种 稻
” 。

稗
。

据刑 枯 《伴 宋 使 杂 谈 》

载 : “

( 契 丹 ) 东北百 余里 有 野 池
,

鹜 之 所

聚 也
。

( 契丹 人 ) 春种 稗
” 。

� 款 ( 豆 )
。

《辽 史 》上 有
“

加 之 水 旱
,

寂 粟 不 登
:

民 以

� 《契丹国志 》卷 幻
.

� 《契丹 国志 》

卷盯
,

� 《辽史纪 事本末 》卷 舰 引张舜 民

长画 漫录 》
。 一

� 《辽史 》卷 功 《圣 宗 纪 》

一 � 《契丹 国 志 》卷21
.

� 《辽

史 》卷 11 2 《耶律选里特传 》
.

� 《辽史 》

卷9 《景宗纪 》下
。

� 《辽 史 》卷 12 《圣 宗

纪 》三
.

� 《辽史 》卷 60 《食货志 》下
。

《辽史 》卷“ 《食货志 》上
.

澎《全 i工

文 》卷 J2 引寺公夭师 可醉义歌 》
.

《辽

史 令卷 2 2 《道佘纪 》二
二

O 《宋朝类苑 》卷

要7
。



l日盯
’

的 记 载
。

毋 翟 ( 率袋 )
。

《醉 义 歌 》有
“

适 遇 今 手东 鄙
一

草
,

黍 翟 馨 香栖 歌败 ” 的记

述
。

� 此 外
,

梁
、

麦 、 豌 豆 等
,

也 是 契丹人
食 用 的粮食

。

�

粮 谷 的 食 用 方 祛
.

辽 代 契 丹 人 食用粮 谷帅方
一

法 已 经很 多
,

他们 能用 粮谷 做 出 多种 食 物
。 一

洱屏常 见 的是

煮 粥 和 炒米
、

炒 面
。

一 、

粥 的 做 法 简单 方便
,

很受契 丹 人 的 欢

迎⋯
。

《王 沂公 行 程录 》中就记 载 有 契 丹 人
“

食 止 糜 粥
、

牛少浮扩
。

� 沈 括 《熙 宁使虏 图

抄 》也 说
,

契 丹 人 除食 牛羊肉 酪外
, “

间哄

妙 粥
” 。

� 契 丹 人 在 一 些
: “

礼 仪
”

中 也 食

粥
。

如 《辽 史 净记 载 的
“

皇 太 后 生 辰 朝 贺

仪
”

中就 有
一 “

大撰 人
,

行 粥 碗
’,

的 记 载
。

网
这 大 概是 一 般 皇 太 后 年 龄 都 比 较 大

,

老 年人

喜欢 食 粥 的终故
。

有 时
,

契丹 某 地 发生了大

的灾 饥
,

辽 朝 的地 方 官 员 也 向饥 民济 粥
。

据
,

《辽史
·

刘 伸 传 》记 载 *

,’燕
、

蓟 民饥
.

伸

与致 政赵 举
、

琦卜造 日济 以 糜粥
_ ,

所 活 不 胜

算
” 。

� 契 丹 拿帝 还 以 宫廷 特 制 的
一

“

乳 粥
”

招 待 北 宋 的 使 臣
。

据 朱或 《萍 洲 可 谈
}

》 记

载
: “

先公 至 辽
,

日供 乳 粥 一碗 : 甚玲
, 、

�
、

炒米
、

炒 面 的 制作 也件较简单 如 且 携声
方 便

,

很 适 合于 牧 猎 和行 军时食 用 :

所以 、 :

契 丹 人 也很喜 欢食 用炒米 和 炒 面
‘

加,
‘

胡娇

《陷 北记 》记 载
‘: “

契 丹 尝 选 百 里 马 二 十

匹
,

遣十 人 责 乾爵 北行
一 , 、

,’= 卿 《辽史 》也 记

载
,

契 丹 军 队 出 征
,

每人 必 自 备
“

半少 一

斗
” 。 一

晒 辽 末
,

夭柞帝 被 金 兵 追 至 大 漠 ,’
“

途 次 绝 粮
,

术 者进 妙 与枣
, 。

� 等 等
.

食叭 籽
、

妙 都 是 炒米
、

炒面乏 属
。

有 时少契

丹 皇帝 还将 炒米
、 、

炒 面 类 食 品 一 一
“

杂

秒尸
,

作为 礼品 送 给井宋皇称
一

二
_

、
、

由 于 受汉族 冬户擎髯尸甸卜琴钱荆晋卉也开
始 制做

‘

食用剪饼
、 ‘

馒 头
、 ,

水诉御
)

毛诉等 ‘

如
,

《辽 史
·

礼 志 》记 载
:

每 岁 正 月 初 七

“

人 日’ ,

契 丹
“

俗煎 饼食 于 庭 中 、 谓 之
‘

薰 天
’

公 ” 在 《辽 史 》
“

宋 使 进 遗 留 礼
,

物 仪
”

中 有
“

馒 头 毕
,

从 人 出 水 饭
,.

的 记

载
。

� 在 (( 辽 史
·

张 俭 传 》 中 有辽 兴 宗 耶 律

宗 真
“

幸 张俭 第、
:

尚 食 先 往 具 撰
,

却 之
。

进

葵 羹干 饭
,

帝 食之 美
”

的 记述 、:

一

此 外
,

契丹 人 还 喜食 粘 性食 物
。

如 糯米

饭
,

《辽 史
一

礼 志
、

》记 载
:

每 岁 正 月
、

元
、

旦

日
、

契 丹人
“

以 糯 米 饭 和 白 羊 髓 为 饼
,

丸之

若 拳
” .

艾 糕
,

五 月 重 五 日
,

契 丹
“

君巨

宴 乐
、

渤 侮 腾夫 进 艾 糕 梦
。

� 等 等
。

‘

三
、

瓜 果 类 食 物

辽 代 契 丹 人 已 能 培 植 各种瓜 果
。

瓜 类 以

西 瓜为 多
。

契丹 人 种 植 的西 瓜是 从 西 域 弓I进

的
。

据 胡 娇 《陷 北记 》记 载
:

自辽 上 京 城
东 行数 十 里

, ”遂 入 平川
,

多草 木
,

始 食 西

瓜
。

云契 丹破 回 绝 得 此 种
,

以 牛粪 覆 棚 而

种
,

大如 中国 ( 中原 ) 冬 瓜 而 味 甘
” 。

契

丹 辽地无 霜 期 短
,

·

契丹 人 为 了 防 止 早 春 酉 瓜

幼 苗 遭霜 冻 之 害
,

发明 了大 棚 温 室 栽 培 法
,

这 不 能不 说是 一 种创 造
。

此 外
,

契 丹 人 食 甩

的 瓜类 还 有 产 自 幽 州的
“

合 欢 瓜
” 。

契 丹 人 很重 视 果 树 的栽 培
。

据 史 料 记

� 《辽 史 》卷 1 0 3 《肖朴 家奴传 》
。

� 《全 辽文 》卷 1 2 引寺公大 师 《醉 义歌 》
。

� 《这更拾 遗 》卷 ; 5 引 《宣 府 镇志 》
.

� 蟒契 丹国志 》卷24 引
‘

《主 沂公行 程录 》
.

� 贾敬颜 《沈括 使辽 图抄疏证 稿 》
。

� 《辽

史 》卷53 《礼志 》六石
、

� 《辽 史 》卷98 《刘

伸 传 》
.

� 《辽 史军事本末 》卷多4 引朱 或

《萍 洲 可谈 》
.

� 《契丹国 志 》卷2 5 引 胡 娇

《陷北 记 》
。

《辽史 》卷34 《兵 卫 志 》

上
·

@ 《辽史 》卷30 《天柞 皇帝 纪 》四
·

@ 《契舟国志 》卷21
. ‘

� 《辽 史 》卷53 《礼

志 》六
. ’

西 《辽史 》卷 幼 《礼志 》二
。

� 了辽 史 》等甘。兔张俭传 》
.

园《迁史 》

卷 北 《礼念 》六
。 一

‘

一
( 契丹国 志 》眷2 5引胡 ,

娇 《陷北 记 》
.

(( 辽史 》卷1 《太祖纪 》

上护
)

藏
·



一

载
,

契 丹 王 室 有
“

内果 园
” ,

种 植枣
、

栗 及

其 他 果 木
。

契 丹 族 著 名学 者肖 仆家 奴 就 曾掌

管 过 其 中 的
“

栗 园 伙
,

并 对
“

炒 栗
”

颇 有 研

究
: “

小 者 熟
,

则 大 者 必 生 : 大 者 熟
,

则 小

者 必 焦
。

使小 大均 熟
,

始 为 尽 美
” 。

� 辽 地

宁 江 州 ( 今 吉 林 偷 树 石 头城 子 ) 的 桃 李 园
,

亦 属 契 丹 皇 家
“

内 果 园
”

性质
。

那 里 的 果

农
,

成 功地 创 造 了 用 窖 藏法 保 护 桃 李等 呆 木

安 全 过 冬 的 经验
。

史 载
: “

宁江 州
,

⋯ ⋯ 地

苦 寒
,

多草木
。

如 桃 李 之 类 皆 成 园
。

至 八

月
,

则 倒 置 地 中
,

封土 数 尺
,

覆 其 枝 干
,

季

春 出 之
,

厚 培 其 根
,

否 则 冻 死
” 。

� 在 契 丹

果 农 的精 心 培 育下
,

宁 江 州
“

内果 园
”

的桃

李 能 结 出
“

其 大 异 常 的 果 实
” 。

在 民间
,

契舟 人 与 汉人 也 都 重 视 果 木 的

种 植
。

如 蓟 州 ( 今 天 津 蓟 县 ) 的宇右 唐 寺
,

“

井 有甘 泉
,

地 多胶 壤
,

间栽 珍 果
,

棋 布 蔬

, 畦
” 。

� 辽 政府 也 很 重 视 民 间 种 植 果 树
,

亦

曾 大 为 提 倡
。

如
,

辽 兴 宗 重 熙 二 十 二 年

( 10 5 3 年 )
, “

诏 内 地 州 县 植 果
” 。

� 据 统

计
,

契 丹 辽 地 的水 果 主 要 有 梨
、

枣
、

海 棠
、 ’

杏
、

桃
、

李
、

柿 子
、

樱 桃
、

葡 萄等
,

干 果 有

棒 子 、 栗 子
、

松 实等
。

�

瓜 果 的食用 方 式 与 果 品 的 制 做
。

契 月
一

人 对
一

瓜 果 一 般 都 鲜食
。

除 鲜 食 外
,

为 便 于 长 时 间 保 存 和 易 于 携 带
,

还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制 成 干 果
、

冻 果 和 果 脯 等 果 制 品
。

干 果 的 制 做 方 法 最 简 单
。

一 般 是 将 收获
、的水 果 整 个 或用 刀 切 成 片与 条

,

放在 阳 光 下

暴 晒
,

或 用 火 焙 烤
,

使 其蒸 发掉全 部 水份
,

最 后 变 成 了 果 干
。

如 梨 干
、

杏 干 和 干 枣 等
。

契 丹 辽 地 冬 季 漫 长 而 寒 冷
,

契丹 人 还 把

一 些水 果
,

如 梨
、

柿 等
,

冻 起 来保 存
,

随吃
‘

随 化
,

非 常 方 便
。

据 庞 元 英 《文 昌 杂 录 》记

载
: “

余 奉 使 至辽
, 一

至 松 子岭
,

互 置酒
,

三

行
,

有北 京 压 沙 梨
,

冰 冻 不 可 食
。

伴 使 耶 律

鹅取 冷 水 浸 良久
,

冰 皆外 结
,

已而 敲去
,

冰

皆 融 释
” .

�

.

契 丹 人 还 能 用 蜜
、

酒 和 盐 等
“

浸 渍
”

水

果
,

制成 各 种 果 脯
。

�

四
、

蔬 菜 类 食 物

契 丹 人 食 用 的 蔬 菜 见 于 史 料记 载 的 不

多
,

大 致 仅 有如 下 数 种
:

一 是 芹 菜
。

据 郭 造 卿 《渴 石 从 谈 》 记

载
: “

苏 镇 三 屯
,

城 东 北 二 十 五 里 为 芹 菜

山
,

辽 进 士 冯 唐 卿 于 山 前 结 芦 神 芹
” 。

�

二 是 回 鹊 豆
。

回鹊 豆 是 契 丹 人 从 西 域 引

进 栽 植 的
。

《契 丹 国 志 》载
:

回 鹊 豆
, “

高

二 尺 许
,

直 干
,

有叶 无 旁 枝
,

角 长二 寸
,

仃

角止 两 豆
:

一 根 才 六
、

七 角
,

色 黄
,

味 如

粟
” 。

�

三 是 野 韭 菜
。

辽 人 刘 经 《野 韭 诗 》云
:

“

野 韭 长 犹 嫩
,

沙 泉浅 更 清
” 。

据 杨 文 公

《谈 苑 》记 载
: “

刘 经 为 虏 ( 契 丹 ) 政 事 舍

人
,

未 奉 使
,

路 中有 野 韭可 食
,

味 绝佳
” 。

四 是 菱芡
。

辽 地 的 菱芡 亦 为 野 生
,

契 丹

人 经 常 采 摘 食 用
。

《辽 史
·

地 理 志 》 载
:

“

延 芳淀 方 数 百 里
,

春 时 鹅 鹜 所 聚
,

夏 秋 多

菱芡
” 。

�

契 丹 人 经 常食 用 的蔬 菜 还 有葵
、

葱
、

姜
、

蒜 等
。

契 丹 人 食用 蔬 菜 的 方 法 也 较简 单
,

除 生

食 外
,

或 熬 汤
,

或 煮 羹等
。

五
、

调 味食 品

� 《辽史 》卷 1 0 3 《肖 补 家奴传 》
.

� 《辽史 拾遗 》卷1 3 引洪浩 《松漠纪闻 》
·

� 《辽文 汇
·

字右唐寺创 见 讲堂碑 》
.

� 《辽

史 》卷20 《兴宗纪 》三
. 、

�见 《契 丹国

志 》, 《辽史纪事 本末 》等
.

� 《辽史 纪事

本末 》卷2弼 !庞元英 《文 昌杂 录 》
.

� 《契

舟 国志 》卷2 ‘。

� 《辽史 纪事本 末 》卷 1引

郭造卿 《码 右丛谈 》二 � 《契丹 国志 》卷

27

二
《诗话总龟 》卷17

.

@ 《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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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代 契 丹 人 经常 食 用 的 调 味 品 是 巷
。

此

外 尚 有 醋
、

酱
、

油
、

蜜等
。 ⋯

.

盐
.

契 丹 辽 地产 盐哀足
,

丰要有 溯 盐和

海盐两种 ‘ 湖 盐 产 于 内陆湖 泊
,

据路 振 《乘

招 录 》记 载
: “

上 国 ( 上 京 ) 西 百 余 里有本
池 ( 广济 湖 )

,

幅 员 三 百 里
,

盐生 著岸
,

如

冰凌
,

朝 聚 暮 合
,

年 深 者 坚如 巨 石
。

( 契丹

人 ) 凿 之 为枕
, i 」

碎其 者类颗 盐 , 民 得 采 膏

之
” 。

� 海 盐 产 于 渤 海 之 滨
,

如 中京未 州 海

滨 县
, “

濒 海
,

地 多碱 卤
,

置 盐场 于 此
” .

Q 有时
,

契 丹 人 也食 用 一 些外 地 盐
。

如
,

西

夏 每 年 即 向辽 廷 贡 纳 井 盐 二 千 斤
。

� 盐 做为

契 丹 人 的 主 要 调 味 品
,

除一 日 三 餐 食 用 外
, .

还在 其 他 一 些 场 合 中食 用
。

加
,

裂丹 习 俗
,

皇 后 生 了 女 儿 后
,

即 要 饮
“

黑 豆汤二调 盐 三

钱
” 。

国 再 如每 岁 九 月 九 日重 阳 节
,

契 丹 人

也 要
“

以 茱英 研酒
,

⋯ ⋯ 入 盐少
。

许
,,

而 饮

之
,

谓 能
“

辟大 恶
” 。

� 盐 有防 腐 作用
, ,

所

以 契 丹 人 常 用 盐渍 肉 或果
.

制 成 易 于 保 存 的

肉腊 或 呆 脯
。

醋
。

醋 也 是 契丹 人食 用 的调 味晶之一
。

寺 公大师 《醉 义 歌 》中 就 有
“

丈人 迎 立 尾杯

寒
,

老 母 自 供 山 果 醋
”

的记 述
。

� 可 见这 种

醋 是 由 山 果 酿 制 的
。

酱
,

契 丹 人食 用 的黄主 要指 加
户

越 的 肉

酱
。

如 《契 丹 国 志 》记 载 的契 丹 人 杖 熏 阳

节
,

切 生 兔 肝
, “

以鹿 舌 酱件食 之
”

气� 此
“

鹿 舌 酱
”

即 肉 酱
。

油
。

契 丹人钦 用 之 油 曰 主 要 是 动 物 脂

肪
。

如
,

圣 宗 统 和 元 年 ( 邪 3 年 ) 八 月
,

圣

宗 皇 帝
“

猎 赤 山
,

遣 使荐熊肪 , 。

� 熊肪
,

又叫 熊 白
, 、

也 就 是 熊 的脂 肪
,

是契丹 人 喜爱
的食 物

。

《辽 史
·

礼 态》
,

岁 除 仗
,

一 ,

中 有
“

以 盐 及羊 膏 置炉 中燎之
,

的 记 载
。

� 羊

膏 ‘ 是 羊 的油 脂
.

契 丹 人 还有以生 油 拌弧而
食 卯习 惯

。

如 朱或 《萍姚可典矛
;

即记 载 他 的
“

先公
”

曾出使辽 国
,

熟丹 人每月详二 碑乳
粥

, “

但 沃 以生 油
、

不 可 人 日军
、

偷 宋 街 去

, {期
,

油
,

不听娜因 给 令以他 器贮 脚扩 使 自 酌 服

之
,

‘

乃 许生
.

卿 又
,

裂丹 孔俗
,

契母鼻后李
了男孩 后

,

要 喝 : “

酥 调杏油 t 半盏
.

� 这 里

的 { “

杳 油
”

似为 杏 仃油
.

蜜
。

蜜也 晕契 丹人食 用 的一 种 调 味 食

晶
。

辽代 契丹 人食 用 之蜜
,

主 要靠 互市 贸 易

从 女真 人那 里获得
。

母 契 丹 人 能用 蜜浸溃 水

果
,

制 成
“

蜜 晒 山果
” 、 “

蜜渍 山呆
”

等 果

脯 制 品
。

六
、

饮酒

饮酒 也是 辽 代契 丹 人 日常 饮 食 中 的一 项

重 要 内 容
。

契 丹 人早在 辽 津国前 就 已 知 酿

酒
、

饮酒
。

建 国 之后
,

契 丹酿酒 业 大 为 发

展
, “

官酿
”

有上京 城 的
“

; 匆院
” ,

生产 的

酒 供 契丹 皇 室 人 员饮用
。 _

“

私 酿
’

? 有鼠 间 的

小 作坊一一
“

酒 家
” 。

为 方 便饮 酒
,

辽 国 白

京都 至乡村
,

到 处都 有 为饮酒 人 服 务 的
“

酒

肆
” 。

如
,

辽 兴 宗 耶 律宗 真 就
“

尝与 教 坊 使
、

王 税 轻等 数 十 人
, ·

,’’ ” 数 变服 入酒 肆
”

饮

酒
.

� 山村 的 酒 食 店 挂 有 酒 幌 子 一一
“

朱

旗 卜
,

以 扭来酒 客
,

苏 颂 《奚 山路诗 多中 就

蠢
”

朱板 刻 旗村肆 食
”

的记 述
。

辽 中京 城 南

的 皇 家 花 园
,

是 契 丹 皇 帝 的 专用 饮酒 场所
。.

一

如
,

北 宋 路 振 使辽
,

圣 宗 皇 帝 即 与 之
“

宴于

南 园
。 ‘

· ,

,.. 园在 朱夏 门 外
” 。

�

契 丹 人饮 用 酒 的 场合 颇 多 :

各 种
丁

“

礼 仪
即

中饮酒
.

如
“

祭 山 仪
” :

母 套牢朝关范 赴卷 l 了
.

� 《辽史 》卷 蹄
《地理 志 》三

,

� 《契丹 国志 》卷 21 :

� 蛋辽史拾 遗 》卷4

弓!王易 《燕北录 》
· :

� 辉契丹 国志 》眷27
.

� 《余辽文 》卷12 引

寺公大师 《醉米歌 》
。

� 《契 丹 国 志 》卷

27
·

必 《辽史 》卷10 《圣宗纪 》一
� 《辽史 》

’

卷4 9 《礼志 》一 《辽史 纪事

本宋 》卷* 寸引朱亥破禅洲可谈)
.

� 《辽史

猎奋下卷 码 匡易 《二热元录 》
.

” 价辽 史)
卷 6。 《

.

食货志 李下 ‘ � 《契丹 国志 》卷。、
-

�冯 承钧 《乘招录 笺 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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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丹
“

执事 郎君 二十 人持 福 酒
、

昨 肉
,

诣 皇

帝
、

皇 后 前
。 ·

“ 一 皇 帝
、

皇 后 一 拜
,

饮 棍

( 酒 )
,

受 昨 ( 肉 )
,

复 位 坐
,

在 位 者 次

饮
” 。

�
、

祭祀 活 动 中用 酒
.

如 祭 天 地
。

穆 宗 应 厉

二年 ( 95 2 年 ) 九 月
, “

诏 以 先 平 察 割 日
,

用 白黑 羊
、

玄 酒 祭 天
,

岁 以为常
’, 。

�

时 令 节 日饮 酒
。

如 每 岁三 月 三 日 上 已

节
, “

国 人 ( 契 丹 人 ) 以 木雕 为兔
,

分 两 朋 走

马 射 之
。

先 中 者 胜
,

其 负朋 下 马
,

跪奉 胜 朋

人酒
,

胜 朋 于 马上 接 杯饮 之
” 。

�

欢 庆 胜 利 时 饮酒
。

如 太 宗 会 同 九 年

( 9 4 6年 )
,

辽 灭 后 晋
, “

述 律 太后 遣 使 以

其 国 中酒 撰 脯果 赐 契 丹 主 ( 耶 律德 光 )
,

贺

平 晋 国
.

契 丹 主 与 群 臣 宴于 永 福 殿
。

匀 举

酒
,

立 而饮之
.

曰
:

太后 所 赐
,

不 敢 坐

饮
” 。

�

巡幸 渔 猎 时 饮 酒
。

如 兴 宗 重 熙 五 年

( 1 0 3 6 年 ) 五 月
,

兴 宗 皇帝
“

次 五 鹊 部
,

戈

猎 饮 酒
” 。

。

生 儿 育 女 时 饮酒
。

如 王 易 《燕 北 录 》

载
:

契 丹 皇后
“

若 生 男时
,

方产 了
,

戎 主

( 契 丹 皇 帝 ) 著 红 衣 服
,

于 前 帐 内动 番乐
,

与 近 上 契 丹 臣 僚 饮 酒
。

⋯ ⋯ 如 生 女 时
,

戎 主

著 皂 衣
,

访汉 乐
,

与近 上 汉 儿 臣 僚 饮 酒
” 。

�

接 待 使者 时 饮酒
。

如 沈 括 《梦溪 笔 谈 》

载
: “

王 君 贩 使契 丹
,

宴君 既 于 混 同江
,

观

钓 鱼
。

临归
,

戎 主 ( 辽 兴 宗 ) 置 酒
,

谓君 赐

日
:

南 北 修 好 岁 久
,

恨不 得 亲 见 南 朝 皇 帝

兄
,

托 卿为 使一 杯酒 到 南 朝
。

乃 自 起酌 酒
,

容 甚恭
,

亲 授君 既 举 杯
,

又 自鼓 琵 琶
,

上 南

朝帝 千 万 岁寿
” 。

�

皇 帝恩 赐 臣 下 以 酒
。

如 穆 宗 应 历 十 七 年
‘

( 9 6 7 年 ) 正 月
, “

林牙 肖 干
、

郎君 耶 律 贤

适讨 乌 古 还
,

帝 执 其 手
,

赐 危 酒
,

授 贤 适 右

皮 室 详 稳
” 。

� 等 等
.

七
、

饮茶

契 丹 辽 地 不 产 茶
。

契 丹 人饮 用 之 茶 全 部

来 自 中原 或 其 他 地 方
,

是 通 过 贸 易
、

礼 赠 或

贡纳 而 获 得 的
。

如
,

东丹 王 耶 律 倍 就 曾 用三

万 只 羊 和 二 百 匹 马 与 南唐 交 换 罗
、

执
、

茶
、

药 等 ; {乙 辽 会 同 三 年 ( 940 年 ) 四 月
,

辽 人

宗 耶 律 德 光 巡 幸南 京
, “

晋 遣 使 进 茶
、

药
” 。

. 诊 宗 应 历 四 年 ( 9 5 。 年 ) 二 月
,

“

汉 遣 使 进 茶
、

药
” 。

妙 辽 宋 遭 洲 订 盟 之

后
,

北 宋 舔年 向辽 廷 助 达 的礼 品
:

中
,

就 有
“

岳 屁 茶
” 。

新 岁 国 向契 丹 呈 帝 进 贡 的礼 品

中 也 有
“

脑 元 茶
” 。

契 丹 人 食 用 之 茶 主 要 有饼 茶 ( 茶 砖 ) 和

散 茶 两 种
。

茶 作 为一 种饮 料
,

有 清 心
、 .

消暑

的效 用
,

所 以
,

契 丹 人 最 初 从 中 原 是 将 茶 与

药 同 时 引 入 的
,

他 们 最 初 的饮茶
,

也 是 在 于

茶 的药 效 作 用
,

后 来 才 逐渐 将 其 变 成 一 雨}
‘

解

渴 的 饮料来 粼
‘

尝 了
。

契 丹 人 已 知 用 茶 招 待 宾 客
。

史 软
:

契 丹

人 与 客 相 见
, “

其 俗 先点 汤
,

后 点 茶
。

至 饮

亦先 水 饮
,

然后 品 味 益 进
” 。

在 辽 代 契 丹 官廷 举 行 的 各种
“

礼 仪
”

中
,

品 茶 与 饮 酒 同 等 重 要
,

是 不 可 缺 少 门
“

仪 项
” 。

如
, “

宗 使进 遗 留礼 物 仪
”

宾 主
“

各 就坐
,

行 酒 淆
、

茶 脱
” 。

�
“

宋 使

见 皇 帝 仪
” : “

殿 上 酒 三 行
,

行 茶
、

行 浦
、

行 峪
” 。 “

曲宴 末 使 仪
” : “

殿 上 行 饼 茶

� 《辽史 》卷4 9 《礼 志 》一 � 《辽

史 》卷 6 《穆宗 纪 )) 上
。

� 《契丹 国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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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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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

教 坊 致 语
,

⋯ ⋯ 行 单茶
、

行酒
、

行膳
、

行 果
” 。

� 再 如
“

皇太 后 生 辰 朝 贺 仪
”

“

殿 上 三 进 酒
,

行 饼 茶 讫
,

教坊 跪
,

致 语
.

, · ·

⋯ 行 茶
、

行淆 膳
,

皆如 之
。

大 撰 入
,

行 粥

碗
” 。

此 外
,

还 有如
“

立 春 仪
” 、 “

重 九

仪
”

和
“

藏 阉 仪
”

等仪 式 上 都 有
“

行茶
” 、

“

赐 茶
”

的 内容
。

�

j 、
、

结 语

总 观 辽 代 契 丹 人 的饮 食 情 况
,

还可 以 得

出 以下 几 点 认 识
:

其 一
,

辽 代契 丹 人 的饮 食 习俗
,

有 很大

一 部分 是 承 袭 于 其 先世 民族
。

按 古 民族 的源

流 系 统 划 分
,

契 丹 源 出 于东 胡 族 系 的乌 桓 和

鲜 卑
,

所 以
,

契 丹 人 的生 活 习 性有 许 多方 面

与 乌桓 和 鲜 卑 相 近
。

比如
,

契 丹 人 主 要从 事

放 牧 和 狩 猎
,

肉 食 在 其 日常 饮食 中 占有很 大

比 重
,

这 一 点 即 与 乌 桓 和 鲜 卑 相 同
。

据 哎后

汉 书 》记 载
:

乌 桓
“

俗 善骑 射
,

戈 猎 禽 兽 为

事
.

随 水 草 放枚
,

居 无 常 处
, ‘

以 弯庐 为 舍
,

东 开 向 日
。

食 肉 饮酪
,

以 毛 霭 为衣
” 。

� 鲜

卑 亦如 此
。

这 就 是 说
,

一 个 民族 的生 活 方 式

有 它 的纵 向 承 袭性
。

其二
,

辽 代 契 丹 人 饮 食 形 式 的 变 化
,

也

受 到 了 同 期 相 邻 民族 的影 响
,

尤 其 是 受 生 产

力水 平 高 于 契丹 的汉 民族 的影 响 更 大
。

生产

力 水 平 决 定 着 人 们 的生 活 方 式
。

辽 代 中 期 以

后
,

契 丹 人 的 生 产 力水 平 已 有 很 大程 度 的提

高
,

于 是
,

他 们 传 统 的 生 活 方 式
、

饮 食 习俗

都 发生 了 较 大 的 变化
。

比如
,

早 期 契 丹 人 主

要 以 肉 食 为主
,

当 中原农 业 大 量 引入 契 丹 辽

地
,

契丹 辽 国 的农业 经 济迅 速 发 展 起 来 以

后
.

粮谷 类食 物 亦 便 大 量 进 入 契丹 人 的 家

庭
,

改 变 了 他 们 传 统 的
、

单一 的
“

食 肉 次
酪

”

习 俗
。

同时
,

由于 受汉 人 生 活 方 式 的影

响
,

契 丹 人 也 在 很大 程 度上 改变 了 原始 的生

食 和 烤 食 方 式
,

学 会了 制 做 各种 熟食 制 品
. ‘

此 外
,

契 丹 人 的 饮茶
、

吃 水 果 及使 用 金属 和

陶 瓷 食 器 等等
,

也 大都 是 受汉 族 影 响 的必 缝

结 果
。

这 也 表 明
,

一 个 民族 之 所 以 能 改 变停

统
、

落后 的生 活 方 式
,

是 因 为有来 自 它横 向

的影 响 的缘 故
、

其 三
,

辽代 契 联 人 特 殊 的饮 食 习 惯 和 方

式 的形 成
,

也在 很大 程 度上 受 制 于 契丹 辽地

特 殊 的 自然 地 理 环境
。

因 为
,

人 们 的物 质生

活 方 式 与 其 所处 的地 理环 境有 密 切 的关 联
,

尤是在 生 产 力 不 发达 的情 况下
,

入 们 的生 活

方 式 更 多
、

更 明 显地 受 着 自然条 件 的制 约
。

比 如
,

契 丹 辽 地 西部与北 部是
:

大草原一-+

游 牧 ( 生 产 方 式 ) 一,
“

食 肉 饮 酪
”

( 生活

方 式 ) ; 北 部与 东 部 是
:

山 林 一* 狩 猎 ( 生

产 方 式 ) 一‘ 食 肉 ( 生 活 方 式 )
,

等 等
。

这

些 都是 明 显不 同 于 中原地 区 的北 方草 原 与 山

林地 理环 境
,

造 就 了 他们 不 同 于 中原 汉 人 的

北 方 民族 所特 有 的 饮食 习俗
.

正 如 《辽 史 》

所 言
:

.

“

长城 以南
,

多雨 多暑
,

其 人 耕 稼 以

食
,

桑 麻 以衣
,

宫室 以 居
,

城 郭 以 治
。

大漠

之 间
,

多寒 多风
,

畜 牧 吹 渔 以食
,

皮 毛 以

衣
,

转 徙 随 时
,

车 马 为家
。

此 天 时 地利所 以

限 南 北 也
” 。

�

� 《辽史 》卷 51 《礼声》四
.

� 冬辽

史 》卷 63 《礼志 》六
.

� 《后 汉书 》卷 1乙。

《乌桓传 》
.

� 《辽史 》卷32 《营卫 志 》

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