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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河火锅鸡的传说流河火锅鸡的传说
讲述/刘子江等 整理/韩 雪

外地人一到沧州，一提到这
里有什么地方名吃，当地人首先
想到的就有青县流河火锅鸡。正
宗的流河火锅鸡，来源于青县流
河镇的人和镇村，正确的叫法叫
人和镇火锅鸡。那么，人和镇火
锅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建兵营厨艺高手到马厂

要说人和镇村，还要从马厂
兵营说起。 1870 年，“天津教
案”发生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任
直隶总督并解决此事。1871 年，
出于拱卫畿辅和巩固海防的需
要，李鸿章调集淮军周盛传部，
来南运河边马厂村北驻扎，委派
其手下统领高文贵负责督造营
房。

为了工作方便，高文贵先在
马厂兵营的西北角，即现在人和
镇的东头修建了一座公馆。次年
（1872年），高文贵把全家都接到
了这里的公馆居住，同时从北京
带来一位厨师。根据高家的后代
回忆，这位厨师叫李祥发，原籍
是河北省景县人，这位李厨师技
术高超，擅长炖鸡手艺，从工
艺、食材上和配料上，有着独特
的造诣，一直受到高家的青睐。
他来到人和镇买卖街后，也把这
个厨艺带到了这里。

当时在马厂兵营的门口外，
出于服务驻军和满足其家属的需
要，先是出现一个军市，慢慢地
聚落成了一个大市场，店铺林
立，商贾云集，人们称为买卖
街，只大运河边就有 3 个大码
头，吸引了周围方圆百里的人来
做买卖。随着天南地北来这里的
人越来越多，聚落成村，因为大
家都公平交易，和气生财，童叟
无欺，买卖街得名叫人和镇。

李祥发有个儿子叫李云贤
（1863年出生），曾经到处做生意，
在保定讨生活时，结识了以卖布为
生的曹锟，两人同病相怜，结为拜
把兄弟。后来，李祥发见买卖街非
常红火，便把儿子李云贤喊回了
家，并把炖鸡手艺传给了他，在买
卖街上开起了一个李记炖鸡店，生
意特别兴隆。

巧的是，1894年，曹锟从天
津武备学堂毕业后，竟被分配到
马厂兵营当教官，李云贤和曹锟
再次相见，曹锟对把兄弟自然极
为关照，经常带兵士去买卖街到

李云贤的炖鸡店吃饭，他的厨
艺，大受南方官兵的欢迎，也深
得曹锟夸赞。

出宫廷李二奶奶开起涮锅店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兵
荒马乱，曾经在朝廷当差的李瑞
海，离开北京投奔叔叔李云贤，
同时带来了曾经是清朝皇宫里，
一位名叫满玉珍的满族宫女，她
也懂得一些厨艺。来到这里后，
二人结为夫妻，满玉珍被人们称
为李二奶奶，李瑞海在营房当兵
领饷，在家没事可干的李二奶
奶，眼见这里的买卖这么好做，
便也想起做个生意，赚点钱贴补
一下生活。

开始，李二奶奶用在宫里带出
来的爨（音cuan）子，做起了涮锅
店生意。这个爨子有 30厘米高，
同圆桶形的热水瓶差不多，放在炭
火盆里，中间是冒烟的，放上水和
调料盐辣椒等，可以涮羊肉、鸡肉
或鱼，还有各种蔬菜等。

李云贤见侄子夫妇勤俭孝
敬，是过家之道，便将自己的手
艺倾囊相授，同时将店铺也传给
了侄子夫妇。

李瑞海夫妇在经营中，处处
留心观察食客的需求，用心揣
摩，感觉把自己的涮锅厨艺和叔
叔李云贤传给的炖鸡秘笈，结合
起来，会让饭店生意更好。于是
说干就干，大胆实验，便将炖鸡
放进涮锅里，充分发挥各自的特
色风味，果然大受食客的欢迎。
就这样，原来的炖鸡、涮锅合二
为一。李家火锅店在以前的基础
上，多加改良，渐渐形成了以鸡
肉为主要食材、以麻辣鲜香为主
要特色的火锅鸡这一风味名吃。
火锅鸡由此声名鹊起。

曹锟尝美味 为人和镇题写村名

据人和镇老人们回忆，1917
年7月，在“马厂誓师”期间，前
来马厂兵营组织讨逆的段祺瑞、
梁启超等在人和镇买卖街逗留的

时候，还曾经在李瑞海的火锅鸡
店里品尝过美味的火锅鸡，赞不
绝口。

1923 年，曹锟当了大总统
后，他的兄弟曹锳在马厂兵营担
任北洋陆军 26师师长，不知是想
故地重游，还是想给兄弟曹锳助
威，特意来到了马厂兵营视察，
这应该是他第二次来买卖街了。
这一次，是在把兄弟李云贤的侄
子李瑞海的火锅鸡店，品尝了一
下火锅鸡，过了一把瘾。这样一
来，又大大提高了火锅鸡这一地
方名吃的知名度。

曹锟还应当地乡绅的请求，
亲自给买卖街题写了村名——人
和镇。

因为李瑞海老两口没儿没
女，怕手艺失传，当时都是做生
意的，邻里之间非常和气，就手
把手地教给了周围的邻居。慢慢
地，这个火锅鸡的做法人们都学
会了。后来，人和镇及周边陆陆
续续出现了数十家火锅鸡店，如
十八户火锅鸡、老欧火锅鸡、超
越火锅鸡、流河老牌火锅鸡、胡
姐火锅鸡、于姐火锅鸡等。如此
一来，火锅鸡开始走向四方，遍
地开花。

这些传说在当地口口相传，
为流河火锅鸡这道沧州美食增添
了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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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晓岚诞辰 300周年之际，
沧州纪晓岚研究会会长李兴昌所编
写的《纪晓岚研究论集》由中国科
学文化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
作品汇聚了李兴昌对纪晓岚为文为
官的多维度探索和思考，引发了学
界关注。

探赜索隐的学术之旅

记者：请介绍一下《纪晓岚研
究论集》的出版背景和主要内容。

李兴昌：今年7月26日，是纪
晓岚诞辰 300周年，也适逢沧州纪
晓岚研究会成立 20周年。研究会
非常重视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开展
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同时，我觉得
作为研究会会长，更应起表率作
用，做点实事。于是，我把之前所
写的一些文章，再补充、再修正、
再提高，编辑成一部论集，取名
《纪晓岚研究论集》。

该论集由16篇文章组成，围绕
纪晓岚为文为官的经历、总纂《四库
全书》、创作《阅微草堂笔记》、《阅
微草堂笔记》艺术价值等方面，探讨
纪晓岚作品的经史思想和学术价值。
我希望论集抛砖引玉，让更多的朋友
和我一起深入探究纪晓岚文化，推动
纪晓岚的学术研究向更高质量发展。

记者：能否分享一下《纪晓岚
研究论集》从构思到完成的整个过
程？遇到了哪些挑战？

李兴昌：《纪晓岚研究论集》是
这样构思的。首先是纪晓岚的人生
经历，研讨其重要阶段性的为政经
验和学术成就。其次，从横向看，
用比较的方法，对比同时代的历史
人物，进而凸显纪晓岚的个性和特
殊的历史价值。第三，多侧面、多
角度、多视角地分析、评判纪晓岚
立体化的人生及其文史价值。

鉴于掌握的资料有限，我遇到
了一些挑战。在思考纪晓岚生活的
时代环境时，曾问自己，纪晓岚那
个时代，西方文化中，启蒙性、现
代性风潮已经十分活跃。那么，纪
晓岚的内心深处，具有启蒙性和现
代性因素吗？于是，我边学习边写
了 《阅微草堂笔记启蒙性因素》
《以现代性解构纪晓岚》 两篇文
章。现在想想，即使平时想得多，
真要动起笔来，还真不容易。只有
认真学习，才能跟得上。

纪晓岚是司法的实践者

记者：能否分享您的研究文
章，谈谈它们的主题、研究重点，
以及个人的看法和感悟。

李兴昌：我想谈谈《纪晓岚与
狄德罗的比较》和《漫谈阅微草堂
笔记的司法观》两篇文章。

纪晓岚能与狄德罗几乎在同一

历史时期创造了文化巨篇。但是，
纪晓岚总纂的《四库全书》和狄德
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相比，各有
特色。我认真查阅资料，围绕“所
处时代背景、政治观念、治学态
度、个体解放和自我意识的影响以
及宗教观”等方面，对他们作了比
较。最终，得出了“纪晓岚是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狄德罗是世界
的，也是中国的”的个人观点。

《漫谈阅微草堂笔记的司法
观》，完全与我从事的工作有关，
是有感而发，带着问题，通过学习
相关资料，我有了新的发现。《阅
微草堂笔记》中司法故事很多，既
有纪晓岚司法观念的论述，又有具
体审案断狱的事例。走近纪晓岚，
才了解了纪晓岚不仅是封建法律制
度的捍卫者，还是具体法律实践的
体验者。

令我感慨的是，纪晓岚对司法
人员公平公正的司法价值追求注入
了深情。由这篇文章，我感到，有
时研究某项事物，与所从事的工作
具有密切关系，可以互相促进。

记者：在这些研究中，您认为
哪一部分最能反映纪晓岚的人格魅
力或历史价值？

李兴昌：我觉得，最能反映纪
晓岚人格魅力的是《浅说纪晓岚生
活时代的乾嘉学派》和《纪晓岚案
件警示明鉴》。

前者反映了纪晓岚的学术态度和
治学方法。当时的学者、文人包括官
员，受乾嘉学派影响，分派汉儒和宋
儒，两派观点对立，互不认可。纪晓
岚身为学问大家，领纂四库，却谦虚
包容，不搞学术壁垒，无门户之见，
主张学术包容，互相借鉴，取长补
短。即便是在今天也值得学习。

后者，从涉及纪晓岚的案件来
看，纪晓岚能坚持原则，又不忘亲
情；通法理而知审时度势，不做无
谓牺牲；相信正义公平，虽有时迟
到，但不会缺席。看出他对世事人
情的通透感和现实感，对读者也是
一个启示。

说到历史价值，主要是他编撰
的《四库全书总目》，堪称我国封
建社会后期规模最大的官修目录，
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
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的研究，
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当然，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
记》文学价值有目共睹。论集中的
《徜徉于鬼狐怪异世界》一文，则
通过比较《阅微草堂笔记》《聊斋
志异》《子不语》，体现《阅微草堂
笔记》创作手法的写实性和思想表
达的特殊性。

“盛世修文”精神可资借鉴

记者：沧州纪晓岚研究会在弘

扬纪晓岚文化、推动纪晓岚文化研
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李兴昌：研究会自 2003 年成
立以来，紧跟时代步伐，重交流，
接地气，深入挖掘整理纪晓岚遗迹
遗物、文史资料，注重研究成果转
化，发挥纪晓岚文化研究的应有作
用。

截至目前，编辑会刊《纪晓岚
研究》82期，出版了以考据为重点
的纪晓岚文化系列丛书、以学术为
内容的《阅微草堂笔记解析》《纪
晓岚研究论集》等专著。同时，开
办“纪晓岚大讲堂，普及宣传纪晓
岚文化和沧州文史知识。设立研学
基地，为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尽
己之力。经过努力，纪晓岚文化越
来越得到各界朋友的认可，社会关
注度越来越高。

记者：未来，您和研究会有哪
些计划，以进一步深化纪晓岚的研
究并推广其文化影响力？

李兴昌：我始终认为，研究会
是一个平台，初心是为一切有兴
趣、关注纪晓岚文化的人士提供力
所能及的服务，创造良好的研究氛
围，促进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未来，研究会在加强自身建设
的同时，将进一步做好学术提升工
作，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扩
大与高校或研究机构交流学习，发
挥合力，打造一批具有丰富内涵、
说服力强的研究成果，使学术研究
迈向新的高峰。

记者：您认为对纪晓岚文化的
研究和弘扬，对于当下沧州经济社
会发展有何特殊意义？

李兴昌：沧州研究纪晓岚，传
承其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得天
时、地利、人和。特别是纪晓岚的

出生地和安葬地都在沧州，讲好纪
晓岚故事，就成了沧州人的“特
权”和义务。

做好纪晓岚文化研究，对推动
沧州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主要表现在，纪晓岚总纂《四
库全书》，体现“盛世修文”精
神，对目前整理、编辑、校勘文史

资料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纪晓岚
不忘家乡一草一木，牢记家乡风土
人情，创作故事，为家乡存照留
念。阅读这些文字，必然激起人们
热爱沧州、建设家乡的情怀。纪晓
岚尽职尽责，为家乡人民请求赈济
救灾的满腔情怀，则是建设经济强
市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近日，在沧州西客站南侧的一个小街
心公园，笔者偶见一面别致的手绘“古运
河沧州段版图”文化墙。

版图仿照康熙年间的治河专著——
《治河全书》，描绘了沧州段运河沿线的地
理图，蜿蜒曲折的河道两侧，桑园驿、安
陵、南皮县、新桥驿、砖河驿、减水河、
乾宁驿、滹沱河、流河驿等古地名星罗棋
布，观画遥想，当年运河边的繁荣景象似
又重现。另外，久负盛名的东光铁佛寺、
沧州文庙、铁狮子、娘娘庙、魁星楼等也
在画中出现。画师精巧的描绘与一些历史
照片比起来，更添几分历史文韵。

这不仅是一幅地图，更是运河文化的
缩略图。设计者匠心独运，巧妙地将宏伟
叙事转化为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使运河文
化在细微之处得到展示。每一个线条，每
一块色彩，都是对历史的敬意，如同镜
子，反射出运河文化的光芒。

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今天的沧
州，这种“微传播”不仅限于此墙，而是
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不管是对城市
新修道路的命名，还是运河文旅融合的细
节，无不透露出运河文化的烙印。路名有
鲸川、浮阳、晴川；桥名有九河、沧曲、
百狮；口袋公园内，船型小品、杂技雕塑
等小型景观，饶有意趣；文创产品上，镇
海吼、园博园、清风楼成为亮眼的创作元
素。

这些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文化符
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诉说着精彩
的运河故事，确保了运河文化在日常生活
中的持续传承。运河文化的普及正逐渐走
向精细化，从小处着手，以微见著。

同时，沧州并未止步于小处的雕
琢，近年来，运河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也
频出大手笔。大运河文化带串珠成链、
南川三楼鼎立壮景复现、中国大运河非
遗展示馆文明荟萃、园博园风光旖旎永
不谢幕、南川老街犹如天上宫阙矗立凡
间、《运河大典》灿然成书、中国吴桥国
际杂技艺术节誉满海外……这些大手
笔，让人们有机会全方位、多角度地接
触和理解运河文化。大小相辅，聚溪成
海，沧州以一种立体的方式，展现了大
运河文化的博大精深。

应该说，不管是细微的日常表达，还
是宏大的文化叙事，目标都是为了让文化
走出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使其成
为城市生命力的一部分，为现实社会提供
精神滋养和思想源泉。正如那面文化墙，
它不仅是装饰，更是教育，是连接过去与
现在的媒介，是激发人们对历史敬畏、对
文化热爱的桥梁。

或许，这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追求：
让文化活在当下，让历史的智慧照亮未
来。

日前，由运河区文旅局主办的“听荷畅景
品粽思原”端午诗词朗诵纪念活动，在南川老街
举行，参与者们用诗作抒发情怀。 谷维龙 摄

纪晓岚文化研究者李兴昌纪晓岚文化研究者李兴昌纪晓岚文化研究者李兴昌：：：

讲好古今讲好古今讲好古今“““阅微阅微阅微”””故事故事故事
本报记者 魏焕光

纪晓岚文化园入口景观墙纪晓岚文化园入口景观墙 杨杨 蕊蕊 摄摄

总纂四库微缩场景总纂四库微缩场景 杨杨 蕊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