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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街”来了话“鼎烹”
——“合肥鼎街”和你聊聊鼎与美食的故事之四

□文/孙跃廷

鼎，是古人的烹饪器物，起源于夏，风行于商

周时代。在周文王时，天子用九鼎（隐喻九州），

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礼士用三鼎，武将用

一鼎，今天，当我们站在这楚大鼎的面前时，一种

凝重的文化气息便会扑面而来。鼎是美食、享

乐、尊严、礼仪、等级、秩序、权柄的标志，鼎作为

美食政治的符号，充斥着至高无上的神秘色彩。

天珑广场鼎街——项目地址：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与习友路交口东北侧咨询电话：0551-62591233

合肥鼎街位于“天鹅湖畔”的一块风水

宝地天珑广场，距安徽省博物馆新馆仅800

步之遥，鼎街之鼎是安徽省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楚大鼎”的复制品，在1000亩天鹅湖水

面及合肥政务文化区的衬映下，鼎街显得踏

实厚重而又变化万千。说这里好，是因为

“有水就有财”，说这里好是因为“鼎，可以使

龙气回旋，聚拢人气”。楚大鼎又叫铸客大

鼎，通高 113 公分，口径 93 公分，重约 800

斤。是在楚国中期铸造的，距今已有 2500

多年历史，代表了当时我国最先进的青铜器

铸造工艺。楚大鼎的体积是中国现有大鼎

中最大的一个。1958 年，毛泽东主席在参

观这座楚大鼎时感叹道：“好大一口鼎，能煮

一头牛呵！”

鼎之所以庄严，是因为“五行”的关系，

而“五行”又衍生出万事万物。鼎由青铜制

成，而青铜是一种金属，这就有了“金”；鼎被

放置于泥土夯筑的祭坛上，又有了“土”；鼎

里边的汤羹，是以水和肉熬制而成，离不开

“水”；而熬制食物时要用“木柴”和“火种”，

于是“鼎”有了“五行”（金、木、水、火、土）。

中国美食之所以能够让消费者畅神悦

情，这与中菜制作的指导思想有关。自古以

来，中国人就把饮食美作为生活审美中的主

要对象，不仅要求吃得好，还要求吃得开心，

历来都是把食用与观赏结合在一起的，重视

美食、美名、美情、美景、美趣、美韵的协调。

合肥有了鼎街，合肥有了鼎文化的美

食，再加上快乐消费者的口口相传，很快就

会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人声鼎沸和热气腾

腾美味的餐饮产业新格局就会形成。而鼎

街的未来又与另外一个成语“一言九鼎”休

戚相关，意思是，说话有分量，能起很大作

用，形容说话的人信誉极高、一诺千金、一言

半语就起决定作用。相传，战国时，秦国的

军队团团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形势危急，

赵国国君孝成王派平原君到楚国去求援。

毛遂自告奋勇，平原君半信半疑，勉强带着

他一起前往楚国。到楚国后，与楚王谈及援

赵之事，可谈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这时，毛

遂对楚王说：我们今天来请你派援兵，你一

言不发，可你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

连连吃败仗，连国都也丢掉了，依我看，楚国

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呀！毛遂的一

席话说得楚王口服心服，立即答应出兵援

赵。平原君回到赵国后感慨地说：毛先生一

言，而使楚重于九鼎大吕。“一言九鼎”和“毛

遂自荐”出自同一个典故。平原君夸奖毛遂

“一言九鼎”的本意是烘托出他的口才好，演

变到今天就成了信守诺言了！一言九鼎故事

告诉鼎街的经营者：鼎街餐馆和商家要团结

起来，服务好“上帝”，要说到做到！因为诚信

是最高的商法，是为商之人最大的资本！

“鼎街”来了，看，那气势，那厚重的美食

历史感，真的叫人感觉至高无上的美妙。也

许有人会说，今天的烹饪调味与鼎已经没有

关系了，而美食街以“鼎”命名有何现实意义

呢？事实上鼎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虽然它

是烹饪的器具，但在古人眼里，是被作为变

化之术来认识的，这就有了“鼎中之变”一

说。说变化之术是从鼎的使用、变化、发展

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说的。从夏王朝铸

鼎到周文王演绎“八卦”，其间鼎的使用大约

有1000余年，周文王在演绎“八卦”时，将鼎

作为 64 卦中重要一卦，对鼎的作用做了科

学的总结。众所周知，伏羲创太极，太极到

周易产生经历了两千多年，周文王给鼎的定

义是：“以木巽火，烹饪也。”“鼎”是干什么

的？是将鼎、木柴、火三者结合起来，使食物

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叫什么？叫烹饪。周

文王不但创造“烹饪”这个词，而且把鼎的作

用说的明明白白。“烹”是制作。“饪”是成熟，

这是一个“从生到熟”的过程，是鼎中之变的

过程。“鼎”这个词随着时代变迁又逐步演绎

出了“很”、“大”、“高”、“绝”等无与伦比的境

界，如鼎沸、扛鼎、鼎鼎、鼎盛、鼎新、鼎力、鼎

立、定鼎、问鼎等等，如此鼎就有了文化，有

了不可染指的威严、权力和威望。我们今天

铸造的大鼎，如“世纪宝鼎”、“香港宝鼎”都

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国家庄严，这是

欣欣向荣的鼎变。

鼎卦是八卦中的“火”卦与“风”卦结合

起来产生的，火在上风在下。在鼎的下面架

上木柴再借助风的力量使火势更旺，然后在

鼎沸中投放原料，使食物发生变化。如此一

来，不能吃的能吃了，硬的变软了，生的变熟

了，不好吃的变好吃了。从周文王到秦朝又

经历了800多年，秦朝的吕不韦编纂了一部

大型杂书“吕氏春秋”，对鼎变又作了一番重

要论述。“吕氏春秋•本味”中记载：“夫三群

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臭、

恶、犹、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为始，

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

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

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

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

能言，志弗能喻。”这段话指出了“鼎中之

变”，很妙，妙到很精，精到了微纤的程度，说

不出来，不能理喻，而且鼎中之变是九次沸

腾九重变化。

秦以后，鼎中之变一直在延续，烹饪食

物的加热方法在变，如热动、沸水、蒸汽、热

辐射、太阳能、电能、微波、电磁能等。而食

物成熟的方法也在变，如盐、糖、醋、酒、糟等

的化合作用以及砂石、泥灰介质作用下的成

熟方法更是不胜枚举。烹饪食物的生产方

式在变，从炉灶手工到中央厨房、到全自动

生产线和工厂化生产。烹饪的范围也在

变。青铜器时代是“鼎烹”时代，也叫“烹饪”

时代，但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唐代“瓷器”

出现，烹饪走到了“色、香、味、形、器”高度统

一的美食境界，唐人把烹饪叫“料理”，而且

“料理”一词还远涉重洋传到了日本并沿用

至今。；到了宋时餐饮业一片繁荣，由于调味

品空前丰富，宋人又将“料理”一词弃之不

用，取而代之的是“烹调”。可见，我们中国

人没有把鼎当做孤零零的器物，是在变化之

中把握的，所以烹饪是一种变化之术，是烹

调艺术，是把鼎和烹饪当作变化之学、创新

之学进行实践的，美食创新的基石是鼎变。

合肥鼎街规划设计灵感源于美国拉斯

维加斯中国城，天珑广场将中华大鼎、中华

楼牌坊等饱具中华精神的标志性建筑的微

缩景复刻到鼎街，还有中国红灯笼满街挂，

中华美食品牌的相继入驻让鼎街兼具设计

特色和味觉价值，助鼎街火遍全球。合肥鼎

街，让你不出国也能吃遍中华美食！

今天，我们的中餐仍然处在“烹调”时代

的鼎盛发展阶段，鼎中之变一直在发展变

化，但无论如何变化，笔者认为都是“鼎变”

的延续和发展。中国有句成语叫“革故鼎

新”，虽然指的是破除旧的，建立新的，但实

际上是“鼎变”引申，“鼎街”是革故鼎新的产

物，我们期盼“鼎变”推动合肥餐饮业创造出

更多的美味，为市民带来更丰盛的生活。

正所谓：鼎街之变豪情在，精妙徽纤风流开；

五滋六脯调百味，九沸九变味难猜。

定鼎鼎街街鼎盛，鼎沸人声问鼎来；

鼎新革故天珑情，万民翘首盼鼎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