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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
曾一天卖几箱，现在卖不动

3 月 17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
来到南京夫子庙、熙南里，以及明故
宫地铁站附近，探访淀粉肠的售卖
情况。

在夫子庙景区里，售卖淀粉肠
的商家并不多，记者在其中一家门
口观察了二十多分钟，大部分游客
都选择该店铺售卖的其他产品，而
码得整整齐齐的淀粉肠却鲜有人问
津。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明故宫地铁
站附近，这里聚集着许多售卖淀粉
肠的摊贩。记者观察到，还是有一

些年轻人买了路边摊的淀粉肠。不
少小朋友也表现出想吃的意愿，但
家长一般都阻止了。

“单纯觉得好吃”“不在乎这些”
“肚子饿了所以才吃”，记者询问了
一些购买淀粉肠的路人，得到了这
些回答。也有不少人告诉记者，看
到曝光后，不会再吃淀粉肠了，就算
被证明没有问题，也有了“心理阴
影”。

在一个美食集市内，记者问了
唯一一家销售淀粉肠的店主，生意
是否受到了影响。店主表示，因为
3·15曝光，自己本来一天可以卖好
多箱，现在买的人变少了。“我们家
卖的是山东的品牌，他们曝光的是
河南的小作坊。”店主向记者展示了

自己采购的品牌，是山东夫宇食品
有限公司。

该公司也在3·15相关报道《啄
木鸟消费调查｜火爆大街小巷的淀
粉肠到底是什么做的？》中被提及，
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该公司的产
品中使用了骨泥。

3月 16日，该公司紧急发布声
明表示，自家产品中未使用各种骨
泥等原料，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此
外，报道中被提及的河南开开食品
有限公司、河南双润食品有限公司
也相继发布了声明，让消费者“放心
食用”。有的网友表示，“松了一口
气，又可以继续吃了”；也有销售淀
粉肠的小摊贩发帖表示，卖完存货
就不再卖淀粉肠了。

专家
消费者应有更多知情权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
授黄明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当前淀
粉肠执行的主要是商业部发布的行
业标准《SB/T 10279-2017 熏煮香
肠》，其中对淀粉和肉的含量都有明
确规定。

记者查阅标准发现，熏煮香肠
分为特级、优级、普通级和无淀粉级
四种等级。其中，最次的普通级也
要 求 淀 粉 含 量 ≤10% ，蛋 白 质 ≥
10%，脂肪含量则不低于35%。

不过，根据上述报道，当下热门
的淀粉肠品牌，执行的大多数为企

业标准。“企业标准其实应该严于国
家 标 准 ，淀 粉 含 量 就 应 该 低 于
10%。”黄明表示，用大量淀粉替代
肉，营养价值大打了折扣。同时商
家为了增添风味，会在淀粉肠中加
入脂肪，这些脂肪往往来自边角料
或鸭脖皮等低端材料。

此次淀粉肠塌房的另一争议
点，在于某淀粉肠生产厂家称，淀粉
肠中含鸡骨泥。而鸡骨泥是什么？
到底能不能吃？

在上述报道中，记者查询电商
平台后，发现鸡骨泥主要用于宠物
食品，并就此询问了售卖宠物食品
的商家，得出结论是“不建议人吃，
烧烤也不行”。

但早在多年前，鸡骨泥就被尝
试应用在食品加工中。发表在期刊
《肉类工业》的《鸡骨的综合利用研
究进展》一文就提到，鸡骨泥与鸡骨
粉可制作成食品，或添加到食品中
加工成骨类食品，极大提高食品的
营养价值。鸡骨泥已被国内外广泛
用于制作肉饼、肉丸、肉馅、肉松、火
腿肠、罐头食品等。

“严格按照工艺要求加工的骨
泥，是允许适量添加到产品中的，但
是配料表中必须写清楚，不建议把鸡
骨泥也写成鸡肉。”黄明认为，消费者
应该有更多知情权，例如同样遭到曝
光的槽头肉，在配料表里也被写成猪
肉，但其实猪肉也是分等级的。

黄明建议，消费者需要接受更
多的科普，了解如何去辨别优质和
劣质的产品；同时市场需要加强监
管，尽快形成更完善的行业标准。

淀粉肠“塌房”，鸡骨泥到底能不能吃
专家：按照工艺要求加工的骨泥可以添加，但应标注清楚

人们或许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被5毛一根的淀粉肠“背
刺”了。今年 3·15 最火的话
题，可能莫过于淀粉肠被曝含
鸡肉，且疑似以鸡骨泥为原
料。无数的“淀粉肠党”发出哀
号：“我都容忍了你都是淀粉，
为什么还要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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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里的淀粉肠

作为清代的重要考场，江南贡院每三年举
行一次乡试。160年前的冬天，这里却补行了
4次乡试，让更多读书人有了中举的机会。这
一场景，被曾国藩写在了书信里。

3月15日，由南京市博物总馆主办、太平天
国历史博物馆承办的“字里行间——太平天国
历史博物馆藏晚清名人函札展”在瞻园罗尔纲
史学馆正式开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近百
封晚清名人函札首次展出，其中有不少与南京
息息相关。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展览将持续至5月
19日。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裴诗语/文 钱念秋/摄

看晚清重臣的书信往
来，这份档案很重要

曾国藩、奕 、李鸿章、左宗棠、
沈葆桢……本次展出的函札，大多
来源于晚清重臣的书信往来。

展览分为“金陵鸿泥”“手翰存
史”“彩笺尺素”三个单元，仔细品读
这些字迹工整的信函，可以管中窥
豹，感受近代中国的兴衰荣辱与沧
海桑田。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有不少
书信的主人都与南京直接相关，其
中最频繁出现的，便是曾任两江总
督的曾国藩。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太
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的一级文物吴
煦档案。

吴煦是谁？策展人、太平天国
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孔令琦介
绍，吴煦在当时担任苏松太道署理
江苏布政使，相当于主管上海和苏

州地区的行政长官。
“吴煦有保存档案的习惯，他收

集了大量的清政府和太平天国的文
档，总数在8万件左右。”孔令琦表
示，“目前我们仍在做编写工作，争
取尽快让大家看到吴煦档案的全
貌。”

160年前的冬天，江南
贡院补行了4次乡试

1865年，吴煦给时任两江总督
的曾国藩发去春节贺函。苏松太道
作为两江总督属员，在各类节日时
致函上司寒暄问候、上司复函回敬
是当时的惯例。

不久后，曾国藩给吴煦回信，这
封回信在本次展览中展出。信函中
提到一句“此间科场告蒇”指的便是
1864 年冬在南京江南贡院举行的
乡试。

这可不是普通的一次乡试。孔

令琦介绍，清代乡试分为正、恩两
科，正科为三年一科，恩科为皇家遇
吉庆临时加开。

但自1853年3月南京被太平天
国定为首都，在此举行的江南乡试
遂告停止。1864年 7月，湘军攻陷
南京，曾国藩第一时间查看了江南
贡院的毁坏状况，见至公堂、衡鉴
堂、明远楼等标志性建筑未被毁坏，
即奏请于当年底恢复并补行之前未
考的4次江南乡试。

“原本每次的江南乡试开考是
农历八月，被称为‘秋闱’。不过因
贡院经过了几个月修葺，这次乡试
在当年的冬天开考。”孔令琦说。

李鸿章第一次独当一
面，从这封信开始

1862年的2月24日，曾国藩就
淮军赴沪事致吴煦函。然而这封信
的主角并不是写信的曾国藩，也不

是收信的吴煦，而是信中提到的李
鸿章。

当时湘军已攻陷安庆，太平军
则掉头向东，经略苏南、浙江，第二
次进军上海。困守上海的清方势力
负隅顽抗，“两次派人至安庆向曾国
藩告急，要求派兵驰援，并允诺提供
巨额军饷”。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曾国藩
几经商酌，决定派遣他的得意门生
李鸿章去上海稳定局势。

孔令琦说：“李鸿章当时还不过
是福建省道台，根本就当不了巡
抚。曾国藩为此上奏朝廷，说李鸿
章‘劲气内敛，可堪大用’，推荐他做
江苏巡抚。”

自此李鸿章就参照当时湘军的
训练模式，在他的老家合肥附近招
募人员，建立淮军。后来曾国藩的
湘军退出历史舞台后，李鸿章带领
的淮军支撑起了晚清的军事防卫。

“这封书信中提到的这件事，便是李

鸿章独当一面的起始。”

多巴胺信纸、精致的图
案……审美趣味跃然“纸”上

微缩版的国画、钟鼎彝器的拓
片、金石古玩的剪影……很多信纸
上，除了汉字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
花纹。

或清新淡雅，或古朴凝重，信笺
上的花纹和书法相映成趣。信笺主
人的趣味爱好，也跃然“纸”上。

例如这封刘蓉就厘金米局事宜
致曾国藩函上，边栏处印有花卉纹
饰。此外，还印着李商隐的诗句：

“浣花笺纸桃花”。
一棵松树占据纸张大半，一只

蟋蟀立于松树之上……这是彭玉麟
致曾国藩的信函，用的是一张活泼
可爱的信纸，题诗“又是重阳近也，
几处处，砧杵声催。”出自宋代秦观
的词《满庭芳·碧水惊秋》。

近百封晚清名人函札首次展出

看，信笺里的“清朝那些事儿”

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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