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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香莲秦香莲（（上上））

此番赶考愿高中，发誓不忘结发妻。 好言相劝尔不听，只恐大祸要来临。香莲相府来告状，定计来日劝回心。状元驸马人显贵，抛弃糟糠舍亲生。

秦香莲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赴考高中状元，香莲携领一对儿女进京寻夫。不想陈世美贪图荣华富贵，抛妻弃子，
当上了驸马。丞相王延龄好言相劝，却被陈世美气出府门。

如胶似漆如胶似漆 高西浪高西浪故宫的“五座大门”

中国烧饼的起源中国烧饼的起源

我第一次去故宫时，
进了天安门以为就到了昔
日皇帝住的地方。没想
到，前边还有一座门，上边
写的是端门。过了端门，
又走了好远，发现还有一
座更大的门，即午门。午
门外的西侧，专门有一个
卖票的地方。进了午门，
才算真正进了故宫。

永 乐 十 九 年（1421
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北
京故宫的建设，基本按照
南京故宫的布局，从南到
北设置了5道大门。

一为大明门
大明门是北京故宫皇城的南门，始建于明朝永乐

十五年（1417年），位置在今毛主席纪念堂一带。建
好以后，由明代大学士解缙题写了门联：“日月光天
德，山河壮帝居。”

清朝顺治元年（1644 年），大明门改称大清门。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将此门改称中华门。

二为天安门
天安门是明清两代北京皇城的正门，始建于

1417年，最初名“承天门”，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
之意。

天安门的设计者为明代御用建筑匠师蒯祥，清朝
顺治八年（1651年）更名为天安门，由城台和城楼两部
分组成。

三为端门
端门城楼始建于明永乐

十八年（1420年），比天安门
晚了3年。端门是明代紫禁
城的正门之一，也是清代皇
城的正门，整个建筑结构和
风格与天安门相同。

端门城楼在明清两代，
主要是存放皇帝仪仗用品和
端正衣装的地方。每逢皇帝
举行大朝会或者出行，城楼
下的御道两侧，仪仗用品种
类纷呈，数量庞大，队伍宏伟。

四为午门
午门位于紫禁城南北轴

线。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
（1420年），清朝顺治四年（1647年）重修，清朝嘉庆六
年（1801年）再修。

午门居中向阳，位当子午，故名午门。平面呈
“凹”字形，其形制与南京故宫午门一致，通高
37.95米。

五为太和门
太和门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宫门，也是外朝宫殿的

正门。太和门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当时
称奉天门。太和门面阔九间，进深三间。

太和门前列铜狮一对，铜鼎四只，为明代铸造。
太和门在明代是“御门听政”之处，皇帝在此接受臣下
的朝拜和上奏，颁发诏令，处理政事。后来清朝皇帝
的御门听政，改在乾清门。

关于饼，班固的《汉书》这样记载：“宣帝微时，每
买饼，所从买家辄大售。”这里所说的饼，泛指各种面
食。真正记述烧饼即胡饼的是晋朝司马彪，他在《后
汉书·五行志》中说：“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

胡饼名称的由来，文献上说法不一。《湘素
杂记》中说：“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易其
名曰炉饼，以为胡人所啖，故曰胡饼也。”这里
说胡饼可能来自胡人。事实上，烧饼为中国所
独有，只不过制饼时加上了来自胡地所产的芝
麻。正如汉·刘熙在《释名》中所说：“胡饼……
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胡麻即芝麻或油麻，确实

是汉代自外引入的。《梦溪笔谈》载：“胡麻直是今油
麻，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故名胡麻。”古时称
西北方少数民族为胡，所以有关胡人的一切均冠以胡
字，胡麻由此得名。后来胡饼名称也几经变迁。《赵录》
载：晋朝末年，出自胡人的后赵皇帝石勒讳胡，胡物皆
改名。胡饼曰抟炉，石虎改曰麻饼。而烧饼名称首见
于《河东记》：“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
即取面作烧饼数枚。”制饼需入炉烘烤也早有记载，《刘
宾客嘉话录》中说：“巷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
讴歌而当炉。”《齐民要术》中也有“胡饼炉”的记述，“烧
饼由胡饼而胡麻饼，而炉饼，而油麻饼，而抟炉，而麻
饼。”名称虽多，但多已不传，唯烧饼一名一直沿用至
今。

关于烧饼的起源，民间另有说法。据传，商朝纣
王，暴虐无道，周武王兴兵伐纣。纣王急命太师闻仲
率兵迎战。无暇做饭，就用面粉和芝麻烤制出一种便
于携带、易于保存的行军干粮，这就是最早的烧饼。
闻仲太师也因此被尊为烧饼业的祖师，过去每当农历
6月24日烧饼业都要对闻太师进行祭拜。

历史上由烧饼（胡饼）引发了不少逸
闻趣事。书圣王羲之曾以“坦腹东床”，
卧食烧饼而当上乘龙快婿；隐士王长文
曾以狂食烧饼而辞官不就；唐时张桂曾
以擅长做烧饼而当上兰台令；明太祖朱
元璋曾以烧饼向刘伯温卜江山大业……
从中可见人们对烧饼的喜爱程度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