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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认知，是考古最有意
思的地方

读品：这本《吃的中国史》很特别，您过
去出版的作品多以严肃、学术示人，为什么
这次突然想到写一本如此“跳脱”的书？

张良仁：确实如此，我过去写的东西
大部分是论文，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所以
一般专业以外的人不太看得懂。而这本
新书的缘起是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我做
了两年的美食博主！大概去年上半年的
时候，出版社找到了我，想出一本关于美
食方面的书。我也想了想，这方面确实
还有很多可以写的东西。在这以前，其
实有好多人写过相关的题材，不过，那些
书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史料、史书出发
的。而到我这里，因为做了这个短视频，
对考古方面的材料比较熟悉，另外一点，
我们做考古的有考古人的视角，从考古
人的角度去看美食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本书写起来蛮费劲的。因为
它不是视频文案简单地堆砌集结，实际
上是完全重写了，根据我做短视频的体
会，根据我的一些理解，重新梳理了一
遍。这里面除了考古材料，当然还有史
料，还有文学作品、重要材料等，把能用
上的都用了。另外，因为这本书是要面向
社会公众，必须是一本科普读物，不能写
成专著，所以在写法上也有一定的要求。

读品：就如您所说，我们在阅读时候
发现，这本书的“遣词造句”以及故事的

“铺平垫稳”都很有技巧，这对您来说是
挑战吗？

张良仁：这个对我来讲不算特别难
的事，因为我以前也写过这方面的东西，
不过不是写书，而是写游记，在游目骋怀
同时，讲我们考古方面的事情。十几年
前写游记时，我就喜欢用故事来开头，包
括我讲课也喜欢说故事，当然我的这些
故事都是经过选择的，跟我的主题密切
相关，同时又有一点意思。这样学生听
了就不那么乏味，读者看来也不是那么
枯燥。我就这么写下来，它是一个水到
渠成的事情。

读品：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您如何
从考古资料中筛选代表性饮食文化符
号，是否有哪件文物或史料彻底颠覆了
您对某种食物的认知？

张良仁：第一个颠覆的是面条，就是
书里面讲到的青海喇家遗址的面条。以
前我们讲面条在史书的记载，就是从西
汉开始的。没想到这个发现，一下子把
面条推到了公元前1800年。这个面条，
还不是用现在我们常用的面粉制作，用
的是小米磨成的面。小米，我们知道它
的黏性不大、韧性不够，一般认为它磨成
的粉是没法做面条的。所以，从我们学
者的角度看，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把小

米做成面条的，这是一个颠覆性的东西。
再一个就是我们考古学上发现的

酒。呃，以前我们讲史书上记载的蒸馏
酒，学术有争议，有说是唐朝开始的，也
有说是元朝开始的。因为蒸馏酒，它跟
一般的酒不一样，它浓度更高，我今天所
说的白酒，或者烧酒，就是从蒸馏酒过来
的。现在我们考古发现，最早的蒸馏酒
是追溯到商代，在这之前，我们最早发现
的是汉代，西汉时期。在山东的墓葬里
面，我们考古学者发现了铜器里面有液
体，拿去分析，最后确定就是蒸馏酒。所
以，我们考古有这样一个学科特点，虽然
史书、史料大家都知道，但是经常有一些
新发现，会颠覆我们过去的认知，这个
是我觉得做考古最有意思的地方。

i人是怎样炼成网红的
读品：如今我们提到张良仁的名字，

会想起“网红教授”的标签，请您聊聊“网
红”是怎样炼成的。

张良仁：这个是无意的，开始我其实
不太愿意当“网红”，不过现在也接受
了。最早是 2022 年，当时我们在俄罗
斯、伊朗，有国际合作发掘项目，我感到
经费有些吃紧，所以想着创业支持我们
的研究。当时短视频已经很厉害了，其
实我那个时候是很讨厌短视频的，瞄了
几眼感觉太无聊，尤其是当时还看了一
些吃播，就是美女主播坐在桌前，使劲地
吃，吃上一天。我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人的胃就那么点大，让我吃的话，别
说几小时，十几分钟就撑了。

但那会儿我也认识到，短视频总的
来讲是一种趋势，所以还是投身进来
了。做美食博主，我的初衷就是把知识
跟大家分享，自然而然地，我们考古圈的
人，还有我们考古圈以外的人，大家慢慢
地知道了我这个人。现在回想起来，我
可能不是最合适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
拍短视频实际上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个
是颜值啊，第二个是口才，第三个是即兴
的表演能力，这三个方面我都不在行，所
以做起来也是蛮费劲的。不过，我自己
也在不断尝试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要想
办法让自己的知识讲得有趣，让大家愿
意听、愿意看啊。

过去，我的知名度也就限于南京大
学历史学院，走出校园，可能有几所大学
的学生会知道我，因为每年考研、考博，
他们会提前关注南大有什么老师，网上
会有我的介绍。但现在，不关心考硕考
博的人也开始关注我了，这两年我经常
去各个学校开会或者讲座，好多学生就
来说是我的粉丝。这个放到以前，都是
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也是件好事，说明我
讲的东西大家是感兴趣的，我分享的生
活他们是愿意看的。

读品：美食探店这个领域门槛很高，

用舌尖感受历史的温度

美食探店，值钱就值
在那条“舌头”上。

舌头不敏锐，尝不出
个门道，砸了招牌；舌头
不利索，说不出一二三，
得罪观众。所以探店的
头部网红，要么是某个门
派菜系的泰山北斗，要么
是某个国际酒店的行政
总厨，再不然，也得是某
个百年老字号的“定海神
针”。借一句网络热梗，
“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

但某一天，这个赛道
忽然“闯”入一位考古学
家。称他“闯入者”，并
非没有道理：对案，他不
说味型口感；举箸，他不
谈烹饪技法；推杯换盏，
他 更 不 会 和 店 家“ 盘
道”，到各种粉丝群里
“刷脸”。谈吃、谈历史，
章法不论，率性而为，却
也收获了全网超200万
关注者。

他就是南京大学历
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良仁。最近，他写了一
本 围 绕 吃 的“ 百 科 全
书”，《吃的中国史》。“从
饮食出发，或许可以重新
审视中国的历史。从远
古的稻粟栽培，到清朝的
满汉全席，这本小书试图
描绘一幅流淌不息、波光
粼粼的历史画卷。”

张良仁说，历史浩瀚，
他的“初心”却简单，“希望
我们能在食物的香气中
感受到历史的温度，共同
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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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仁

南京大学历
史 学 院 教
授 、博 士 生
导师。现任
中伊联合考
古队中方领
队 、中 俄 联
合考古队中
方 领 队 ，主
要从事中国
西北和外国
西亚地区的
考古。出版
专 著《东 学
西问》，参与
编 写《中 国
考 古 学·两
周卷》，参与
翻 译 审 校
《 宗 子 维
城》。 致 力
于以通俗生
动的形式普
及饮食文化
知 识 ，全 网
粉丝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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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上盘踞着很多名厨、大厨、美食家，
您一个考古学家探店，有压力吗？

张良仁：有压力啊！像我们学者，本
质上是处于象牙塔的，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我以前工作活动的范
围就是办公室、图书馆、教室，还有就是家
里，跟社会基本上是绝缘的。同时，我又
不是一个外向型的人，用现在流行的说
法，是个i人。

当然，我确实是喜欢吃美食，这个没
问题，不管到哪里都要去找当地好吃
的。而且我们做考古的，天然地需要出
差，每逢出差就有机会到中国的各个城
市，这就有机会接触各种名吃，所以我自
认自己吃过的美食还是很多的。不过，
我虽然爱吃，但没有那种特别执着的追
求，比如到一座城市，一定要把这个城市
所有好吃的通通吃个遍。基本都是浅尝
辄止。另外，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做饭的，
也没有花心思去琢磨厨艺，所以我在面
对镜头时也不是特别会说话，像个“不善
言辞的老学究”。

读品：前前后后探了这么多店，哪一
家最令您印象深刻，能否给我们分享一
些幕后的故事。

张良仁：印象最深的有两家吧。一
家是南京的，做的是江浙菜，餐厅的档次
很高，装修是徽派建筑的风格，我觉得很
漂亮。这家店的老板有一个宏愿，就是
复刻古代的菜肴。这个挺有意思，你知
道我们古代的文献记载和今天网上的教
程不同，不会清楚地告诉你，什么菜放多
少，具体用什么调料，大概到明代才有比
较详细的菜谱出来。还有，就算现在有
菜谱给你，你也不见得做得出那个味道，
这确实是需要天赋的，需要有丰富的烹
饪知识，难度蛮高。

第二家店是一个卖烧鹅的茶餐厅，
老板原本是一个音乐人，但是他跟我讲
搞乐队不挣钱，所以他就用开店挣的钱
支持自己做音乐，直到今天。我拍短视
频，也是为了支持考古研究，所以当时就
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可以说，因为
探店，我有机会认识到各种各样的人，算
是打开了自己的眼界吧，原来我在办公
室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这些。

用流量反哺小众学科
读品：您提到，想用探店带来的收

入，带着学生们去伊朗继续完成已经挖
掘了一半的遗址。这是否意味着自媒体
可能会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助力？

张良仁：这是有可能的。总的来讲，
通过做自媒体，我发现中国的网友有旺
盛的求知欲、好奇心，如果人数足够多
了，集腋成裘，将是一股强大的能量。这
两年，很多网络素人走向大众，并积累了
可观的财富，我觉得这个逻辑同样适用
于学术研究上，值得一试。

其实我觉得，追求变现没什么好羞
耻的。我们有一个愿景，就是希望跑到
世界各国，边考古边直播，边发论文边介
绍风土人情、美食美景。我们争取明年
重新开启伊朗的考古项目，到时候有机
会能够将考古现场、当地美食通过短视
频介绍给大家。也希望通过我的行动，
引起社会各界对外国考古的重视。

读品：老话说人红是非多。前段时间
您的同事，同样作为“网红教授”的苗怀明
因为科普《红楼梦》而陷入了网暴风波。
您怎么看待自媒体时代“流量”的影响。

张良仁：我和苗老师都属于性子很
直的人。我想第一点，苗老师的普及很
值得做，而且一定要做，用我们学术界的
力量来纠正一些网络上的谬误，我觉得
义不容辞。第二点，我希望苗老师能尽
快从这场风波中走出，面对网暴，最重要
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强大，谬误就是谬
误，不可能吓退有良心的学者。

我之前也在网络上指出过一些谬
误，比如电影《封神》，里面放了很多的饕
餮纹。饕餮纹本身是没有错的，在商代
的时候就非常普遍，到处都是。但问题
在于饕餮纹的风格错了，电影里放出来
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风格。另外一个
点，商代是不骑马的，坐战车，所以电影
里的纣王骑着马，带着一帮骑兵去打仗，
显然也是不太对的。作为学者，我们还
是要承担起学者的责任，用自己的流量
尽可能给网友们普及知识。

张良仁：

历史学者张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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