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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郑记饺子”荣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2010年“郑记饺子”荣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2010年12月22日冬至节，郑
欣儒精心制作了一个巨型多味饺
子，长125厘米，宽90厘米，高
25厘米，腹含十大系列、642种
味 道 、 2945个 小 饺 子 ， 重 达
88.8公斤。后被上海基尼斯总部
命名为包有最多饺子的饺子——
“郑记集团式巨型多味饺子”。
中央电视台、河北电视台、保定
电视台、曲阳电视台、中国各大
网站及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从而
郑记饺子享誉世界。

郑欣儒在饺子制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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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郑记饺子文化探秘》
“民以食为天”，天经地义，而食为广义，没有界定食之种类方式。天则为大、为上、为

第一，不可或缺。人无食则腹不果，因之而不能立人，立世乃至立德矣。看来，一个食字实可
了得。纵看古今中外，谁也莫能轻视一个“食”字。故《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有：“王者以
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之说，信不谬也。

饺子为食苑一品，有谓口福可享者，饺子可列首屈。有俗语曰：“舒服莫过睡觉，好吃莫
过饺子”。任渔父山樵、王公世胄，无不珍重。然世代即降，饮风遂变，饺子更因时而异，随
遇而新。又皇前贡品，华宴美味，皆不离其香。穷困之家，逢年过节，聚首有食；而平素俭
朴，未敢有望。佳品尽佳，在此有记，在彼留名矣。

郑记饺子，出河北省曲阳县也，据郑氏饺子传人郑欣儒讲，朱元璋时期，御厨郑德芳善膳
食懂医道，固制配饺子秘方，遂轰动皇宫而享誉至今五、六百年，也因之郑记饺子而常兴不
衰，这是郑记饺子最早由来。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黄帝内经》）而《丹溪心法》又
曰“与其救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这又引起饮食与养生的话题。养生的理论
与追求始于春秋道家，最著名就是徐福东渡。据《史记·秦始皇本记》和《史记·淮南衡山列
传》称：齐人徐芾（徐福）等上书，言海上有三神山，于是遂有命徐福携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
长生之术。日本《国语大辞典》：“徐芾，公元前三世纪秦代人士，……奉秦始皇之命，率童
男童女三千人，寻求长生不老药，未归。”看来，人类想长生不老，还不现实。故当年秦始皇
凭着皇权神授一国之君，倾其所能而终未成功，原因是他的奢望太离谱了。而将医就药用于饮
食之中则不失为一高妙之策。郑记铰子所秉承的养生理念不妨是科学与养生的殊途同归。而今
国人把它称之为饮食文化，因而郑记后人郑欣儒积多年经营与尝试，在郑记饺子用料配制及养
生推广中更有心得，遂著《郑记饺子文化探秘》。本书引经据典，说今论古，这种饮食理念的
形成是一种东方饮食文化的承载，具体地讲是郑记饺子特色的传承。当然书中肯定还存一些谬
误，无论如何，著者郑欣儒此一举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

是为序。
                                                                               

ᴯी    于三联草堂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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Ӟེࢧမ۹ใᴡᘌਹ҅ӥཊஇಅ҅ํଛکݰԧӞդਤ

ᮧגՅಋ۱ګጱ᷽ৼٌ҅ጼᡀḄ৲҅ஙஙយḕ҅ᷚޱᇿᇙ҅

ॠӥᇿӞଁ̶๋ᬪ݈ᥠکԧᥴනਂכڹӥጱᮧᦕ᷽ৼḅᷣ

ፋࢵਹմӱמአᦧհӾஞᶹݎጱŉ ᦻמᘌਁݩŊ ᇈ҅܆ឍ

ᦤԡӤຽ፳ŉ ᮧᦕ᷽ৼრԭ� � � � ଙ҅ኧக݀ᮧᜱಅڠŊ ̶ᬯ

᧔กយᛈ᷽ৼࣁꂀ૪փಥ� � � ग़ଙ҅ፗᛗᬔԼᶐ҅ጳ๖ᅋ

Թ҅Ⴔ๛க݀՞ӣզਖ਼ꂀᕷದଃ࿆کᳵ҅௴ૣ݈փᕳ

ԧࠔӞᮧনஏ̶ࣁಯ෭ԩ๗҅ᮧגڥአṛ᩻ጱ݀ᜏ֢

ശಷ҅ف෭٠ٖ᮱҅឴ݐఘಸ҅አӞᶷ᷽ৼԅ᷺ᒒധԧᗤଘ

ᅣ༵҅ԅใᴡጱᥴන؉ڊԧᨯሠ̶� � � � ଙӞᏩ᷽ৼᭆ୮ً҅

ֵٌ౮ԅӞݷܓۑጱਖ਼٠҅փԅ֯ᦾ̶ᥴනکٿ҅ݸᬦใ

ᴡጱᶶਮᘍૡ֢ጱӾ।ᶾݶப҅य़᮷ݰᬦᮧᦕ᷽ৼ҅ଚ

Ӭ᮷ᕳԨԧஉṛጱᦧհ̶ᮧོحಥٌᆿӱ҅ᦊ፥Ꮈᑪᑃො҅ۘ

ਧכଙ҅پದ̶ᬪ֢ګෛ᷽ৼڠփಥփᕹᷴᷣ۸ӧෙێ

૱̵မ۹ԊᛗӾ।ኪᥤݣ᮷ፘᖀ؉ᬦӫ᷌ಸֵ᭲҅ᮧᦕ᷽ৼ

ෛ̵ڥᗔේ̵य़א҅૱Ӟӻ܈ԫࢵقಛॠӥ҅ᷣਮ᭭ݷ

᧲ݢԧᮧᦕ᷽ৼ᮷ᗾᑍᩩ҅ᮧᦕ᷽ৼݰ೭य़ᒵࠟՈے̵࣠ے

ฎփᕹᗦᷣӾጱӤ̶ߝ

̽ᮧᦕ᷽ৼ۸റᑃ̾Ӟԡ҅զग़ᐿᷚ໒̵ग़ᐿ୵ୗ̵ग़ᐿ̵֛Օᕨԧ᷽ৼ̶᷽ৼݝฎᷴ

ᷣ۸ӾထၹӞᔐ̶౯ࢵጱᷴᷣ۸რᬱၞᳩ҅ܗय़ᔜႮ̶உग़ਪᩃጱӳᥜ᮷ํஇԭՈժറᔱ

യ̶ᮧོضحኞ੪ฎӞӻᬔ۪ጱᒟᘗՈ҅ႮڰയԧᬯӞਪᩃᨰ҅ࣁӾࢵሲضڊԧੜ᷽ৼय़

۸ጱቘᦞ༷ஷ҅ԡܲݥጱଶႮڽڰຉԧ᷽ৼጱݎܲᑕ̶ᧁ᯽ԧ᷽ৼ۸ጱӿٖ҅ᑃ

ԧӾݱࢵᐿ᷽ৼ֢ګጱᇙᅩ҅क़᷽ࢵৼԞᬰᤈԧᥴᑃ҅ᇙڦฎᮧᦕ᷽ৼጱᑃګොဩ҅ᔮᕹጱᬰ

ᤈԧقᶎل̶ᬯฎܲݥጱᑱᏈ҅ᬯฎ۸ጱᑱᏈ҅ԞฎᤈᥢጱᑱᏈ̶ԡզقෛጱᶎᨩڊሿ҅Ӟฎ

Օᕨԧយᛈ᷽ৼጱचᎣᦩ҅យᷣݶრጱቘᦞᎣᦩ଼҅؋ጱቘஷᕮکݳᛈᷣԏӾҔԫฎᜰᜋߝᐿ

ᶋଉӿ҅۱ތԧग़ᐿោᔮጱ֢ګොဩֵ᷽҅ৼ෫ಅӧ۱҅ߝᐿӤ҅܉ଚᖫګԧŉ ᷽ৼᵞࢫŊ ҅ጯ

᷽ጯ᷽܉҅ޱӞࣁ҅ࢫ౯᷽ࢵৼݥӤᬧڊԧࡅݢጱӞྍҔӣฎਖ਼ᵦڰԏԠጱᵦڰᜏᕮ᷽کݳৼګ

֢Ӥ҅ᬡکᗦ̵ᷣᗦ̵ޱᗦ୵ጱӤԙԏ֢ҔࢥฎӞ᷽Ӟᦸҁᘶ҂҅ᬯᷣᷴࣁ۸Ӿᡱํӻڊڦሿ҅

֕ฎጯ᷽ጯᦸݥܲࣁӤᬮဌํ̶ֺض

ᮧོضحኞಅጱ̽ᮧᦕ᷽ৼ۸റᑃ̾Ӟԡ҅ฎ՜܈پଙਫ᪢ᕪḵӨᎣᦩጱᑌᔴ҅ฎࣁੜ

᷽ৼय़۸ጱቘஷӥۘێറᔱጱᕮส҅ฎ౯ᷣᷴࢵ۸ጱӞղᨯሠ᷽҅ৼ۸ጱݎਖ਼ฎ

Ӟེय़ጱܲݥവ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ᑃԡᳩۅᴺۓࢵܻ � � � Ӿࢵࢵᴬᩆฃᬰտଉۅۓտᳩ̵ؾᕟԡ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ଙ� � ์� ෭ԭ۹Ղ

郑记饺子交响曲
             

             风萧萧，雨莽莽，萧莽的史历很漫长，牢丸。

             山青青，水荡漾，天玄地黄好风光，扁食。

             看一看，回首望，千秋美食变模样，饺子。

᷽ৼ۸ܲݥఊԋ҅რᬱၞᳩ҅ഝັᦤํىᩒා҅ӞԜӠكଙ҅์܈ᘍݘૡ֢ᘏࣁઊ

ӳᚸ݅ᡄࢵඳउ҅ݎയԧӞଷᡄށࢵԆऽ҅ࢿڊࣁጱӞॺᱞᐑӾ҅ํӞᲈᡴጱᱞᷣ᯾

ෆෆἶἶഭڜ፳ጮᜋጱᷣ҅ߝ᮷ޝӣ୵҅ྯӻ� � �ᔂ਼๋ܸ॒҅� � � � � ܸᔂ҅୵ګӤ፡

੪ฎ᷽ৼ҅ᡄࢵฎชᐾภ๗ጱ᧘ੜ҅ࢵ᪗Քํ� � � � ग़ଙጱ̶ܲݥ

ߝ๗ṷՈୟോጱ̓ଠᵝ̈́҅ԡӾൈᬿ୵ই์ᇌጱᷣࢵԡӾ๋ᦕ᷽ৼጱฎӣݘ

ԅŉ ḃᷮŊ ӧฎݸ۹๖ḃᷮ୵ই์҅ॠӥ᭗ᷣ҅ᆛᆧܖکሿդጱ᷽ৼचᔄ֒҅҅

കڊܔᇿ҅ݰᘒฎӞ᩸ፐࣁᏩ᯾Ⴐ፳ک̶ݰԧࠈդ᷽҅ৼ૪ᕪݒጱሿդጱ᷽ৼӞ

ཛྷӞԧ҅֕ᑍԅӾᇑԃҔزդᑍԅᗔدҔกդᑍԅᔇҔႴ๖ᑍԅಆᷣ҅Ⴔ๖ํى

ڡᶪ҅ๅԻৼԏ҅ྯ᧯ٌݐৼ҅ݷᐶ҅ইᷣಆᷣ҅ݶ෮ৼ҅ፐḐزාᦕғݥ

Ӟ҅෫ᦞᨹᩃᨿ҅ጲզጮᶎ؉᷽ᷣԏ҅᧲ԏ᷿᷿҅Ԉࢵጲᆐ҅෫ӧݶԞ̶ᩃԏਹ҅ิ

զᰂᱷੜᲝᡐԏ҅զܘᶲ҅ڥਹՈᷣᘏ҅ڞᕣय̶़ݴ

۱᷽ॗڡզᐏᬖ෯ᬨෛ̶य़ଙ҅ڥݴৼ҅ੇ᷽ݰጯଙ҅ྯ᭞֯ᜓ҅ᩈ҅Ոժ܉

ৼ҅܌ज़܈ԫত١̶ܲݰྋ์܈ԲᬯӞॠฎෛଙᒫӞӻჿ์҅ࢩྌ᷽҅ݰৼԞࢺࢫݞ

̶ᷳ۹ොᬮํ٧ᛗ᷽ݰৼጱԟబ҅ᴻྌԏक़ғᬦᜓ̵จ๗ॠ̵ᩳՅԀ܋̵ኞ෭̵ଣ

̵ᒵ᮷զ᷽ݰৼԅ̶֯ইՔ᷽҅ৼ૪౮ԅ౯ࢵӞၞጱᗦᷣ҅զᛗᦜग़क़ᬯӞᷣ

ᶆکݑৼጱ̶᷽ݰཻࡅኴՈॊጱฦཻ᭭ᬨҔӧᦞካঀᘌ҅உํӧݱکݑ҅ݗӧᕷᩩߝ

፷ጱܻࢩฎአාӧᴴ҅᭲ޱग़ᐿ҅ᜰӡ᷽҅܉ৼḄݢ໑ഝկݢ҅ޱݗណݢᔰ҅ݢណ

ᔰݱ҅ݱᐿᠩោ҅ݱᐿᙂᔄ҅پԒ᮷ݢզአګḄ҅۱ޱݗڊӧݶጱ᷽ৼҔݢአἓᔂ̵

ሳᔂ̵य़ᔂ̵ṛ̵ញἈ̵ᆱἈ̵ੜἈ̵ᕁᡊᒵᶎᔇ֢ګ౮ग़ᐿᇄݗጱᶎጼ҅አഒ̵

̵̵ܴᔱ̵ಕ̵ݖᒵૡᜏಋဩګ౮ग़ᐿ᭜ࣳጱ᷽ৼҔզ᠉̵ᅨ̵ᆛ̵ᅴ̵ᆔᛗᆧݱᐿᷚ

໒ጱ᷽ৼҔଚݢ໑ഝӻՈࡅᆽګ౮ኚ̵ᯢ̵ᬔ̵̵ߘḕ̵ኝ̵ᬘᒵग़ࣳޱጱ᷽ৼҔአᠩោ

̵ຎ�ᶎګ౮ጱݱᐿ᷏ᜋጱ᷽ৼҔڥአݱᐿᜰក̵Ṻềԅ᠗֢ګᜏ᷽ৼ̶ࣁԲ

ઊቊ҅ޱᐿᙂ҅ᵞၹݱ੶̶ེአߝႨӾߘ̵Ӿଘᤍ̵ෛẌӾᯨၫ̵ἋᬘӾຨޱ

很悠远，太幽藏，远古的影像已苍茫，馄饨。

作者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安成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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ᔕԲᨕ҅ᮧᦕՈय़܉Ӯኴᣟᬰ᷽ৼ᯾҅ଠय़ၾᩇᘏጱଛᐰਞ଼ᔮࣁஞࣔ᯾҅փ

ಥਪᩃጱ᷽ৼ۸তᕣනࣁḒ֖҅ᮧᦕՈۘێᎸᑪយᛈጱॿᑃ҅ቘᦞکਫ᪢҅ک០

ᲀ҅ԅ᷽ৼጱݎॽਧԧᜉঅጱڹว̶

ᮧᦕ᷽ৼᷚᵨထ҅ꂀጳଂᩳᬰ࿆ᳵጯন҅෯ᐒտྍفෛդ҅ܲᕪݒᬢׁ҅

ᆐ्ݷᬱඎ҅ỲᒈᗭḒ҅ᦸӾ᷌کғᮧᦕ᷽ৼݘḕ҅ሳፏᒒ֡᪡ाֵ҅֕ԆՈᚆኸ

ਮ҅ӧᎣ֜ٚߝ̶᭲ڊԧᮧᦕ᷽ৼጱṲێಅ᷽҅ࣁৼฎՋԍҘ᷽ৼฎӞᐿᷣ҅ߝӞᐿ

ฦ᭗ᷣ҅ߝӞᐿՈժᆽݰጱᷣߝҔਙଃᕳ֦ጱฎཻԔ҅ฎଛᐰ଼҅؋ᭆᕳ֦ጱฎᐞᐰ҅

ฎଛᬩݴᐣҔኸᕳ֦ጱฎஷ҅ฎࢧ๕Ҕਙጱฎݘᘌጱփ᧔҅ᬮଃ፳ᜱḕ҅

ਙฎᘶᕶఽఘጱᕘଃ҅ਙฎ൫ୌىᔮጱҔਙӿԧضᬰጱᷴᷣ۸Ҕਙᕳԧ֦෫ᴴጱ

᭯మ҅ਙݢᕑ܉ӡᐿᷣ҅ߝਙ۱ݢೡහӧੱጱᐿᔄҔॠӤᷢጱ҅ࣈӤ᪒ጱ҅᯾ጱҔ

ॠᆐጱ҅ᛔᆐጱ҅ᐿ༙ጱ҅ङᙙጱҔᕁᜋጱ҅᠗ᜋጱ҅ᖖᜋጱҔᆛጱ҅᠉ጱ҅ᆔጱ҅ᅨ

ጱ҅ᅷጱ҅ᅴጱҔ᷽ৼฎӞᷣڔᇔጱᖽ᷽҅ৼฎጯޱय̶़ق

অݰӧᬦ᷽ৼ๋҅অݰӧᬦᮧᦕ᷽ৼ̶

̶଼؋ጱฎکጱฎ۸҅ीᳩጱฎᎣᦩ҅ߝጱฎ᷽ৼ҅ݰ

ٟྌԡࣁஞӾᠻ᯦ᜉԋ҅ኧԭమࣁਫ᪢ӾᶾఉکӾࢵփᕹᗦᷣጱ፥᧺ֵٌ҅ӧᬝᐙ

ԏ҅ݷ᩸ᮧᦕ᷽ৼጱᇈ҅ಅզ፡ԧஉग़ԡ҅ັԧஉग़ᩒා҅᭭ᦢԧஉग़ݷ̶ଚՅ

ᛔਫᴬ֢҅ᦊ፥ഩൎݱӻሾᜓጱᥝᅩ҅ࣁᔜᕡӤӥ҅ॢۑԅᜋ̵ḕ̵̵ࣳޱᬡکਠ

ᗦ҅ࢩྌᛗՔ̶֕ଘಅᴴ҅ԡӾইํᗌᅩᲙ҅ᬮ๕ݶᤈժಢᦧྋ҅Ոਖ਼ӡړ

ఽᄶ̶

ԡฎᕪ០᷽ৼᷣᷣߝਮጱᜉፅ҅Ԟฎྯӻਹꁿṛኞၚᨶᰁ̵ݰጱᑀ̵ݰ

ጱ០̵ِݰጱ଼؋ጱԏԡ҅๕ᚆड़ଃᕳ֦ๅग़ጱளԔ̵ଛᐰ̵ਞ଼Ѻ

பńńṛಕଢ̵ਟݶଆ̶ۗ੦ٌฎᆿᬃጱᘌኴՈॊጱඪ೮ݱԧکԡᬦᑕӾ҅ࣁ

ࢵใᴡԊᛗӾࣁԧ꧌ਫᤑ꧌҅ᮧᦕ᷽ৼ֢ݥᮧᦕ᷽ৼܲݸڹӣ॰ᒵՈ҅ਖ਼ᥴනڝ̵ྫྷ

ጱߥᕳԨԧᙗਧ̶ܻۓࢵᴺۅᑃԡᳩ̵Ӿࢵࢵᴬᩆฃᬰտଉۅۓտᳩ̵ؾᕟԡᦕਞ౮

ૡᜏᗦय़ᴯीԅԡٟ᷌ԡࢵՈ̵Ӿݷଚོᆐ֢ଧ̶۸ኴ҅ဳىړ܈ԡמ

ᴯӳ̵ᥴჿ̵̵ޜᇇጱୌᦓ̶ୟԔڊԧṛᨶᰁڊද҅ץଧ̵ᩙᦸ҅ଚ̵֢ݷ

ᆇ̵ୟୌ౮̵Ⴠᬄ̵᮳ी̵࿆ԇᶉ̵ሴڀ̵ᮍւ̵ਈୌᜉᒵԅᮧᦕᜏ᷽ৼݷ

ᩙᦸ҅ԅԡᲤӤႲᜰ̶̽မ۹ᵦय̾ᦕᘏ̵̽ᆱ᩶ᷚ̾Ԇᖫ᮳ลશࣁਁ̵ഭᇇොᶎԞ

՞ڊԧஞᤅ҅ṛԧ౮ԡᨶᰁ̶ࣁྌ҅౯՜ժ᮷ᤒᐏఽᨀ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ᘏ� � ᮧོح�

郑记饺子登上世界之巅

郑记饺子获世界基尼斯之最          六百年老字号

2010年12月22日是冬至节，

也是中国传统吃饺子的日子，郑

欣儒经过精心准备，包制了一个

“巨型多味饺子”，腹含2945个

饺子，有642种口味。饺子长

125厘米，高25厘米，宽90厘米，

重88.8公斤，创世界基尼斯之

！

郑记饺子源于1368年由

御厨郑芳德所创，1911年传

入曲阳,由郑俊江传承至今。

ቾ
ز


ቾ
ز




9

ᮧᦕ᷽ৼ 六百年传奇
ӾࢵՈᆽ᷽ݰৼኧ૪ԋ̶ᑪٌ᷽ৼጱݎܩ҅ݥӨრᬱၞᳩጱӾ܅Ӿយํ፳ڔੂړ܈ጱىᔮ̶ӳ๛

ଙ҅ॠӥጏዖၞᤈ้҅ձᳩဉॡਝጱୟլวԅමጯনԭᅉ҅ྫྷᆐਥ҅܅՜ᐟ١ጯក҅᭭ᦢ࿆ᳵᜉ

Ոኸӥԧݸԅ҅ዌದഈමԧ෫හጱኞ܅Ոጱݘ෫ڹᕪḵ҅զٌڵӾយቘᦞ̵ො܅ᑌᔴԧय़ᰁӾ҅܅

̽օᦞ̾̽ᰂ܂ᥝኼ̾ᒵփӮᕪَ౮੪ԧ՜ጱࣀ܅ԏ̶

ฎଙ٧ᛗ҅ॠٰ҅ࣈ՜ݎሿਹԠܖᴡӞդٰᅯᘦጱጯনஉग़҅ࣁᑮࣈӤຝ᩸य़ᲅ҅ਖ਼ෛẌᗤᙂ

ᐜយಭفᲅӾᆛᆪ҅ᆪঅݸӾጱᙂយჂകڊአڴڏᏦ҅ٚአᶎጼ۱౮ŉ ᘦŊ ᇫଃḄᶎᷣ҅ӥ

ᲅᆛᆧړݸᕳᅯᘦఋᘏ҅ྯՈӷݝᘦӞᏩҔՈժݸݰၩݎᅾ҅ᤅၞ᭗҅ӷᘦݒำ̶ݰԧӞྦྷᳵ҅

የՈጱᅯᘦقঅԧ̶ෞᛣយ٧ᛗӞፗ೮ᖅکय़ଙ̶ॗڡᒫԫॠय़ଙڡӞ҅ՈժԅଣᩈෛଙԞԅଣᐞᅯᘦየ

଼॔҅ጯনᕔᕔճŉ ᘦŊ ጱৼ҅؉౮ᘦᇫᷣڡࣁ҅ߝӞӤᆛ፳̶ݰྌՈժᬯᐿᷣᇔᑍԅᘦ̵

᷽ৼ̶ӾࢵՈᆽ᷽ݰৼጱԟబӨୟլวܩᘦጱඳԪ࿆ࣁᳵӞፗၞփӥ̶

ৼ᷽ࢵӾ҅ߥێአٌᛗṛ෫Ӥጱڥቾزৼጱଘ࿆ጳଂ᷽ݰཻࡅӞፗ҅ݨӮᕉӾࢥ܈فᬰݥܲ

ጱ֢ګଘӞӥৼṛکԧӞӻڹಅ๚ํጱṛଶ҅՜ᬟᘸᵞԧӞᗭӫԅጳଂᎸᑪ᷽ৼጱகٌ݀҅ӾӞ֖ݞ

ᮧᜱጱக๋݀ԅᑱ҅ڊ՜ڥአӾយጱս۠҅ୟլวጱᘦکਟդݱᐿ܅ݷ̵֢ොڵᬰᤈԧ

ႮفᎸᑪ҅ᔜஞᯈො҅ᕣԭᎸګ౮យᛈ᷽ৼᑃො҅Ⴎزቾ᥊ॹ҅ṛيᬮଉզྌយᛈ᷽ৼᩝᕳय़ᛒ̵৪

ঈߝ̶ᮧᜱ౮ԧ୮ԏ෫ూጱᮧᦕ᷽ৼݎกՈ̶กکڡႴ๛ጱԲጯଙᳵ҅ӷդጳԫ܈ग़֖ጳଂ݊ռग़

৪ঈ̵ਬᛒ᮷ݰᬦᬯᇿӞ෫ԫጱយᛈ᷽ৼ҅Ԟԅᮧᦕ᷽ৼӮդփಥ׀ԧॶ̶ᮧᦕ᷽ৼጳଂکଘ࿆҅

ꂀ࿆کᳵ҅੦ٌฎՂउکใᴡ៧ಁ҅ᐶӧӞӻݞ՞ӣጱႴꂀக̶݀ӞԜӞӞଙᬔԼᶐᆷ҅ݎქը

ᤩᬼᭅ֖҅ꂀय़Ԥ֑҅ײጳଂጱ՞ӣ᩹Ԥტڊᳪ҅ఽࢧٚکค෭ᘌਹॠၐ૪෫᷏ᶎ҅ဠՂଠᕚӞ᪠

ॠฎᐶՂउڦใᴡ̶ᬯ᯾ᡱฎӻੜ݅उ҅֕ઊႴᐹ࿆҅ᷚႯ҅ᇙکᕪᬐپਧ҅کਧכӥ҅ᕪܖ

ၐ᮷ӧᬱ҅ᬮํጳଂਥާ้ᐦᬦጱ۹તଯ҅ᬄᆓጱਘԏྩٹᑮጱகḕՃ݈Өᔳᐬउॠࣚጱୌᒺᷚ

໒ຄԅፘ֒҅ݢଉ᩸ۮጳጱ෯ஷ҅ࣁใᴡਧӥ̶՜ضᕳՈૡ҅ӧᶂக݀ದᜏ҅ݸᇿᒈ

ԧӞਹᷳḅ҅ᖌ೮ኞ̶� � � � ଙ҅ใᴡՈᮧגᬼԭኞᦇනԧӤտ҅ྫྷᆐᬰف՞ӣېጱਧ݅ᷳḅ

ஏ҅ᡱ෫ૡ҅֕ํԧᷳݰጱכᵑ҅ๅ᯿ᥝጱฎᚆکӞᳪِਹᔡݗጱದᜏ҅՞ӣᥠᮧגம̵ܹ࠺

ᜉ̵ᘺก̵۪ॳ̵অ̵ӫஞ҅ᇙڦฎយᛈ᷽ৼݎกՈᮧᜱݸᤵ҅ᕪᬦپଙጱᥡ҅ྺӧᇮᨠࣈਖ਼យᛈ

᷽ৼᑃොக݀ದᜏق᮱փദᕳ՜҅ଚਖ਼Ӿአᬦጱகᛈᷣፋፘᭆ֢ԅஏԏஷ̶� � � � ଙ҅ಯᬰ๋فᜊᝒ

ጱፘ೮ᴤྦྷ҅බ։य़ᙀᅹಶരෞᤈӣطᒽ҅ಅکԏ॒Ꮳधᒈ҅༏Ӹॅࣵ҅݅ࣁउ᭗ஃෛԔᥝ᭲ᗤଘ꧒

ࣈᴚڋܖԩ҅౮ԧಯ෭٠࿆ᶳധጱ፲Ӿᰓ̶उጱᅣ༵҅ፗളশᙢ፳ಯ෭٠࿆ጱኞၚࢴୌԧࣙץ

ӥؾᕟᕢग़ොತտഷෞ҅ᕣԭᎣ҅ڟഘᴠᬦጱᗤଘᅣ༵ᕳ෭٠ತ݀҅ᕪᬦग़ොᘍᡤ҅٬ਧᮧג

ᭆ݄୮݀҅զྌԅശಷᵞබఘಸ̶ኧԭᮧגڊկঅ҅ਹӾํ� � � � ଙؾفጱྮՅ҅Ոํக݀ದ

ᜏ۱᷽ৼᕷದ҅ଙො܈Ԝ҅ᘺกฬ҅ᅩৼग़҅ᚆଫ॔ఘ̶٭ຎӧٌᆐ҅ᬰفබᅣ༵҅ݸᮧגአ

ᆧጱದᜏஉள৹ԧੜṭৼጱמձ҅ଚڥአӞڔտ҅ᥡබՈྎᤰ॓ఘ̵٭ᴠఘ̵٭ᤈۖఘ̵٭क़ኴ

ᘶᔮఘ٭ଚڥአᬰउԣោጱտࣈݻӥؾᨮᨱՈ՞ᱷԆಸ҅ኧԭٵᏟഩൎԧබ҅ݻ٠ۖԭ୮ଙଙବ౮ۑᒒ

ധԧᅣ༵҅ᕳԧੜṭৼӞӻဃ᯿ࢩ̶ڋྌᮧגੂᑃفےԧӾوࢵԾ҅ؾଚձྎտާ̶ࣁզپݸ

ଙጱಯ෭ԩᥴනԩӾ҅՜զ݀ጱلղࣁӨබ։݊ؾ࿆ࢵളӾ҅឴ݐԧय़ᰁํհ꧊ጱఘಸ҅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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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记饺子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谋发展，百年来赢得了广大顾客的赞誉。

主营饺子、速冻饺子、各种饺子馅，分别有5斤、8斤、10斤装、组合装，配有

精美包装桶和包装箱，是馈赠佳品，家庭常备，炒菜、做饭不用忙，被称为搭

建关系的桥梁，联络感情的纽带，和谐生活的交响曲。郑记饺子祝全国人民幸

福安康！

ᮧᦕᷣํߝᴴݪل
�ғਈᜉမ᱈१ᄄမ۹᪠࣎ࣈ � � ݩ
ᘶᔮኪᦾ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谬远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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ใᴡՈ࿆ጱᥴනᒈӥԧḘۑ۞̶ෛӾࢵ౮ᒈ҅ݸᮧג݅ࣁउېԧᮧᦕ᷽ৼḅ҅꧌ړሿԧꂀ

᷽ৼጱᷚҔᶶਮᕔᕔ̵ᳪꁿᝑ૱҅Ոժᎃக݀ದᜏ҅ꂀᷚ҅ޱӞ्ݷय़ᵵ̶لᐺݳ០҅ݸᮧ

զᬯ᧔҅՜ݢ០ᷣझ̶՜ฎӻᅾஞՈ҅ࢵԧय़ดಋጱտ҅ྫྷᆐᮧᦕ᷽ৼଃᬰԧํ݈کఽג

ԧᮧᦕ᷽ݰӤӡՈ܉झጱ౮ᷣݰݞᐒձᓕቘާ๗ᳵ՜لय़ࣁ̶ߺک੪ᷟޱᮧᦕꂀ᷽ৼጱḕدߺکᩳ

ৼ҅کԧ̵݅இಅ҅ӧՐᚆ୮অᓕቘާ̵୮অಅᳩ҅ᬮᶾᷣىझஇᷣझېํ्

ํᜋ҅ᘒӬꂀ᷽ৼದکഀݎԧຄᛘ̶ӧՐֵใᴡՈํଛکݰꂀ᷽ৼ҅کٿᬦใᴡጱӾ।݊ݱ

᮱ᶾՈ᮷کԧᮧᦕ᷽ৼᇿᇙጱᷚ҅ޱԞֵࣈݱใᴡጱՈՁአԧᬯՈᳵᗦ̶ޱӠ܈ଙդ๛҅ᮧ

�ԧᮧᦕ᷽ৼ̶کݰᬳଗ᮱ॊ᮷قྌտᬮᦏ҅حৼᮧོدॠၐ᠘݄݅፡๕୮ًጱکג � � � ଙ҅

ᮧོحᵋᆿՅکမܖෛԠ᮱፡๕ձᒫӞ٠ۅᳩጱԫݏᮧגၹ҅୮ᮧོ٠ࣁح០॒݇کᥡᵜᬳ҅ݥ

፡٠ᦒ̵፡ྲྎ҅՜ጱᆿՅ૪᪒کվ಄ӨᅗԪާറᦎ᩸ԧ᷽ৼದᜏ҅ଚֵय़Ӟӻ٠ፗىᦜग़

ଗ᮱ॊکݰԧᗦޱጱᮧᦕꂀ᷽ৼ̶ᵋ፳දᶐනጱႮ҅فᐒտԻၞጱଠာ҅᩼᩼ग़ጱٖ݅क़

ٖक़ٖࢵक़ਮӫᑕߝᮧᦕ᷽ৼ̶ํᦸԅᦤғᮧᦕ᷽ৼꂀᑃො҅ᬺ᭯ݷԈӮ෫̶ᗦ֯ޱᙚ

؋ᬰՈզ݊҅ڍႮܹጱ۸ٖհ꧊ݥᬰᘒᴏกԧᮧᦕ᷽ৼጱ̶଼ܲ؋ᤍ០ِ҅᭗ᕶِ᷏ᳩ࣐

଼ጱᷣዌ֢አ̶

ᮧᦕ᷽ৼአग़ᐿݷᩃӾកយᯈګᘒ౮҅ᘸӡොԏᔜ҅܉ਹԏᳩ҅ಛጯଙԏ֢ګ҅ݷᔜᕡ҅አ

ාᘍᑪ҅ጼᡀ̵Ḅ৲̵ရᘒӧᚵ̵ḕ࿈ࢥფ҅᭲ޱẌᗦ̵ޱࢧ෫ᑫ̵ᷚޱᇿᇙ̶ٍํ࣐ᤍ០̵ِಯ

ឿ̵؋ᙤ̵ፅᙋᙟ̵᭗ᕪᕶ̵ِ᷏ፅԏۑප̶ऩᑍғᗦ֯ޱᙚԏӤ̶ߝ

ᮧᦕ᷽ৼݸᖀํՈ҅ᮧגԏৼᮧོحᐽಥփᕹ҅ដ៓ᔜۜ҅பڠෛ̶՜ग़ଙᄟஞᎸᑪӾ܅យ

҅យᛈ҅ഩൎԧយᛈᷣߝጱ֢ګቘᦞ҅ᬰӞྍਠ࠺ԧᮧᦕᛈᷣጱቘᦞ֛ᔮ̶ଚ᭗ᬦਫ᪢Ӿᶾఉ

ᐿᙂᔄ᷽ৼ܈پ҅ڜय़ᔮپ܈౮ګᎸۑᑃොጱचᏐӤ౮ࣁ҅ݷփᕹᗦᷣጱ፥᧺҅ᕣӧᬝᐙԏࢵӾک

Ḅ҅᭛ٰ᷽ৼᬡԫ܉ग़ӻߝᐿ҅ऩᑍӮኴԏ̶๋ᬯֵᮧᦕ᷽ৼ֢ګࣁૡᜏӤๅضᬰ҅۱ᤰӤๅᔜᗦ҅

ਞܣقኞ̶ሿդጱᮧᦕ᷽ৼ෬ӧ०փᕹᗦ҅ޱᘒӬޱݗग़҅۸ݒӡ҅܉ๅํᑀ̵ݳቘ҅០ِ

̶Ӿࢵݷԡဩਹᴯӳضኞߝ᷽ৼ҅ݸᒊ᷽ࣁৼḅᳪڹ᱈ԏӤ҅ބيܨᦸӞḒғਈᜉမӣ

ኞፘᕮِ܅̶ᮧᦕՈᷴᷣ۸ӨӾࢧپԏଫॠӤํ҅Ոᳵᵙޱ᯾ḕ̶ྌ܈੮҅ᮧᦕ᷽ৼ܉

ᐿዤየ҅୩ፅݱ୭य़ᛔᆐጱኞၚቘஷ̶᭽ᆙᶼᴠ̵လዌࢧਫሿێᨶᰁ҅ۘᷴᷣӾṛኞ҅ݳ

ฬ̵ِኞᳩጱܻ҅ڞവڊԧૅෛጱᷴᷣ۸ቘஷ̶ᦖᑪᔋᕡ൫ᯈ̵ណᔰ൫ᯈ̵ၹណ൫ᯈ̵ၹᔰ൫

ᯈ҅ݱᐿᶎᔇݱᐿᠩោ̵ຎ൫ᯈ҅ᘒֵᖌኞᔰک꧌ڥړአ̶᷽ৼ֢ګय़᮷զኞᷣԅܻා҅

Ꭿᇔᨶጱܻ֛҅ᶼᴠԧᆁ̵ᅨ̵ᆛᘒၞ०០ِᔰ҅᭗ᬦᑀِᷴᷣ҅ԧኞ҅ᴠလԧಷԧᖌኞᔰכ

የ̶ᮧᦕ᷽ৼݢԅොளഠ҅ᕪၧਫణ҅ᭇଫݳ࣋ଠာ҅ฎᗦᷣሴࢵ᯾Ӟ๋᷋ᅓᅯጱกቐ̶ᮧᦕ᷽ৼ

ӧܔܔฎӞᶱದ̵Ӟᳪᜏ҅ਙਂࣁ፳ᶋଉႮܹጱ۸ٖํ҅ڍኞᳩጱ໑चਠෆጱቘᦞ֛ᔮ̶๋

᯿ᥝጱฎᔜᐟٖ҅ڍਙ۱ೡ۸Ꭳᦩ̵ᑀᎣᦩ̵ᖓݳᔰᨶ᭲ևቘጱٍ֛֛ሿ̶ᮧོحᐽಥᆿ

ӱ҅փᕹᷴᷣӨሿդᷴᷣፘᕮ҅ݳṛႮఊԋጱꂀᑃփகᛈ۸ᬪԧሿդՈ҅ଚੜ᷽ৼय़

۸ጱቘஷവݻԧ୮ՔᐒտኞၚԏӾ̶๋ෛവڊጱय़ࢺࢫᔮ᷽ڜৼ҅ӞፏӞጯӻ҅ጯ᷽ጯݶ҅ޱໟӧݶ

ᐿ᷽ৼ҅܉ᔰẌᒵޱၹẌ̵ጯޱጯ̵ޱᇍጯ̵ޱᗤጯ̵ޱምጯڊ֢ګڦړݢᘒӬᬮ̶ޱݶӧᷧݶ҅ᷧ

ԅᷣਮ׀ԧଠᴒጱᷴᷣᑮᳵֵ҅Ոժࣁຎᚳԏ֟کᥤᥧӤጱᗦఽ֛҅Ӥጱ଼҅؋ஞᅎӤጱჿ

᪃҅ݰᮧᦕ᷽ৼ҅ߝॠӥᗦٌᷣ҅Ԕ෫ᑫ̶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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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出生在安徽凤阳

东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7岁时因生活无着落, 就进

寺庙当了小和尚。他起早摸

黑,扫地、上香、敲钟、做

饭，非常清苦，想吃顿饺子

比登天还难。后来参加了豪

州郭子兴的红巾军，打仗非

常勇敢，加上又认识一些

字，很快就成了军中的主要

将领 。

公元1353年，郭子兴去

世,朱无璋开始招兵买马 ，

另立门户。 他率领起义军南

征北战，每攻下一城，就张

贴布告, 严禁士兵劫掠百

姓，违者斩首百姓们都称他

率 领 的 是 一 支 “ 仁 义 之

师”。经过几年东征西讨, 

取得了胜利。公元1368年正

月,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即

位称帝,  建立了明朝, 他就

是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即位

后深得民心，受百姓爱戴。

天下太平后，想吃饺子的心

越来越浓，立即传御膳总管

要吃天下 好吃的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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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爱吃饺子由来已久,究其饺子的

发展史却与源远流长的中医中药有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东汉末年，天下瘟疫流行，

曾任长沙太守的张仲景为救百姓于水火,毅

然弃官从医，他学神农尝百草，遍访民间

良医,积累了大量中医中药理论、方剂和经

验，以其前无古人的医疗技术挽救了无数

的生命，为后人留下了《伤寒论》和《金

匮要略》等传世经典成就了他的医圣之

誉。

是年冬至，天寒地冻，他发现家乡南

阳一代冻烂耳朵的百姓很多,便在空地上架

起大锅, 将新鲜羊肉和祛寒药材投入锅中煮熬,汤熬好后把汤中的肉和药渣捞出用刀剁碎, 

再用面皮包成“娇耳”状带馅面食,下锅煮熟后分给烂耳患者, 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 人

们吃后浑身发热、血流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  病人的烂耳全好了。舍药从冬至

一直持续到大年初夕. 第二天大年初一,人们为庆贺新年也为庆祝烂耳病康复，百姓纷纷

仿“娇耳”的样子,做成娇耳状食品,在初一早上煮着吃。从此人们把这种食物称为娇耳、

饺子。中国人爱吃饺子的习惯与张仲景却寒娇耳的故事便在民间一直流传下来。

历史进入十四世纪中叶，一直喜欢吃饺子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利用其至高无上的权力

和影响。把中国饺子的制做水平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身边聚集了一群

专为皇帝研究饺子的御厨，其中一位叫郑芳德的御厨 为突出，他利用懂中药材的优势，

从张仲景的却寒娇耳到宋代各种著名医学著作、方剂进行了深入研究，精心配方，终于研

制成药膳饺子秘方. 深得朱元璋褒奖，高兴时还常以此药膳饺子赏给大臣、嫔妃品尝。

郑芳德成了当之无愧的郑记饺子发明人。从明初到清末的五百年间，两代皇宫二十

多位皇帝及众多嫔妃、宠臣都吃过这独一无二的药膳饺子，也为郑记饺子世代传承提供了

契机。

医圣张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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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芳德祖籍福建南安石井村人，1346年出生在应天中医世

家，排行老二，从小熟读医书。对药材、药理非常精通, 在家庭

生活中是把好手。做的菜非常可口，而且风味独特。调制的饺子

馅更为鲜美可口，可称得上美食家, 随技艺而闻名乡里。布衣皇

帝朱元璋即位后, 召集天下包制饺子高手的消息传到耳朵以后，

他就跃跃欲试, 结果真被选中进了御膳房。这些人们的饺子都吃

遍后，朱元璋有些厌烦, 郑芳德受张仲景先生的却寒娇耳的启迪

后,利用精通药理的天赋，研制出了药膳饺子秘方,报请太医院严

格审查,验证后，批准御膳房制作。

御膳房总管为了给皇帝一个惊喜,事先没有禀明，传膳后，

一看还是饺子，乍一看和以前没什么两样，随便吃一个就算了，

一口咬下，香气扑鼻,口感鲜嫩，油而不腻，风味独特，回味无

穷，不知不觉间, 竟把一盘饺子吃完了，顿时龙颜大悦, 重赏御

膳房总管黄金百两，升郑芳德为御膳饺子房正管事。从此以后，

药膳饺子就成了朱元璋 可口的美味。高兴时还经常赏赐给大臣

和嫔妃们品尝，因此也成了皇宫御厨传承的一大技艺。把中国饺

子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宫廷药膳饺子创始人ńń郑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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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原名郑森，明天启四年（1624）生于日本平户, 七岁回到福建南安, 十五岁中禀

生。公元1661年，郑成功让他的儿子郑经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两万五千名将士，分乘几百艘

战船，浩浩荡荡地从金门出发，进攻台湾。郑成功利用海水涨潮的有利时机, 驶进了鹿耳

门，登上了台湾岛，指挥60艘战船围住赫克托号, 向荷兰主战船万炮齐发，瞬间打沉，荷兰

军走投无路，只好乖乖投降。公元1662年, 荷兰军队的头目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灰溜溜地滚

出了台湾 ，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到此时郑记药膳饺子在宫廷已传承256年。

14

明世宗即位后，只知道纵情享乐，他担心自己有朝一日死掉，再也过不了快活日子，就千

方百计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公元1556年, 朝廷下令各地官吏推荐名医，当时封在武昌的楚王, 

把正在府中的医生李时珍荐给太医院，专门为皇帝配制长生不老药。太医院是国家 高的医疗

机构,可是皇帝明世宗对真正的医学并不重视，却只想信一帮骗人的方士，整天在宫里做道场, 

炼金丹，想长生不老。李时珍看不惯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在太医院呆了一年就呆不下去了，

他在太医院查看了皇帝饮食录，发现郑芳德研制的药膳饺子秘方很有成就，就根据皇帝的身体

状况和长生不老的要求，增加了两味药：一是干姜、二是紫河车。             

干姜：干姜性味辛温，善于温中暖脾。干姜含有挥发油、姜辣素、姜酮等。以干姜做的药

膳，主要用于治疗脾胃虚寒的证候，更适用于做调味品。孔子有“不撤姜食”之说，说明孔子

喜欢吃姜，宋代苏东坡对医药也颇有研究，他在《东坡杂记》中记载了常吃生姜得长寿的例

子：“钱塘净惠寺的和尚，年纪80多岁，颜如童子，连服生姜20年而未停止。”

紫河车：甘碱温，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紫河车即人通顺盘，含蛋白质、糖、钙、

维生素、免疫因子、雌性激素，助孕酮、类固醇激素、促性腺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能

促进乳腺和女性生殖器官发育；能增强抵抗力、免疫力和抗过敏作用;用于治疗各种虚证和女

性生殖器官发育不良、男性性功能消退等。紫河车有很强的“扶正固本”延年益寿作用。据

《扶寿精方》载：“一妇年近六十，衰惫日侵，用此味加补血药作丸服，即效。自后自制常

服，寿至九十，强健如壮。”苏联研究试验“可活到200岁的长寿法”所注射的人胎盘血清与

我国用紫河车抗老延寿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我国卓越的药物学家，当时世界 伟大的科学家

李时珍对郑芳德药膳饺子补充完善，大大提高了药膳饺子秘方的传承价值。从此，药膳饺子味

道更鲜美，食药同餐开始兴起。

ቊץදਠ࠺ᮧᦕ᷽ৼᑃො

李时珍是我国卓越的药物学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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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2年，朱棣即位，非常重视文化知识,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利用科举制

及编修书籍等笼络知识分子，弘扬儒家思想，组织学者编撰了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永

乐大典》。经过明初几十年的发展，明朝国力健强，为了把大明朝的影响扩大到中国以外

的国家，产生了派使团出海的想法。如此重大的使命，当然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明

成祖想到了跟随他多年的宦官。马小宝，马小宝进宫当太监后，因为聪明能干，得到了明

成祖的信任。一天明成祖正在用膳，吃郑芳德配制的饺子。饺子有和之意、郑有国姓之

说，巧的是在靖役之战中，攻打燕郊郑和庄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而突发联想, 让他出海

为使。并赐名郑和，让郑和做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出使各国。郑和七次远航，表现了我国古

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也说明当时我国的制造船和航海的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直

到现在那些国家流传着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16 17

郑记饺子从皇帝到平民，从宫廷到民间，尤其是从京城到曲阳落户，离不开一个叫李付三的

清廷御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溥仪被迫退位，宫廷大乱，伺候皇帝的李付三趁乱溜出宫

门，感到再回昔日老家天津已无颜面，便沿京广线一路南下，经保定到定州，几经辗转来到曲

阳。这里虽是个小县城，但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特别是离京城和天津都不远，还有皇帝和官员

曾拜祭过的北岳庙，辉煌的德宁之殿和凌空的御香亭又与紫禁城和天坛的建筑风格极为相似，可

时常勾起对皇宫的怀思旧念，便在曲阳定居下来。他先给人打工，不露御厨技艺，后独立开了一

家饭馆, 维持生意。1936年父亲郑江尔[郑俊江]迫于生计放弃了上学和打零工，毅然进入李付三

开办的定县饭馆学徒, 虽无工钱，但有了吃饭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能学到一门养家糊口的技艺，

李付三见郑江尔忠厚、善良、聪明、勤奋、好学、专心、特别是药膳饺子发明人郑芳德后裔，经

过几年的观察，便毫不犹豫地将药膳饺子秘方和御厨技艺全部传授给他，并将宫中用过的御膳食

盒相送作为师徒之念。1941年，抗战进入 艰苦的相持阶段, 敌伪大肆烧杀抢掠施行三光政策，

所到之处碉堡林立，森严壁垒，在县城通往东长寿要道羊平镇修建了坚固的炮楼，直接威胁着抗

日军民的生活和斗争，成了抗日军民必须拔掉的眼中钉。城南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多方寻找机会

和措施，终于得知，刚换防过的羊平炮楼给日军找厨师，经过多方考虑，决定把父亲郑江尔送去

当厨师，以此为掩护搜查敌情报，当时父亲出身条件好，家中有1932年入党的母亲，本人有御厨

技艺和包饺子绝技，年方十九、聪明、机智、点子多，能应对复杂情况。果不起然，进入敌炮楼

的父亲，用娴熟的技艺很快嬴得了小鬼子的信任。父亲利用一切机会，观察敌人武器装备情况、

布防情况、行动情况、外界联系情况并利用进城买菜的机会向地下党负责人付银主汇报,由于准

确掌握了敌军动向，于当年年底成功端掉了炮楼，给了小鬼子一个沉重打击。因此父亲密秘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武委会指导员。在以后几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以厨师的公开身

份在与敌伪及国民党接触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曲阳人民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新

中国成立后，郑俊江在县城开办了郑记饺子馆，充分展现了宫廷饺子的风采；顾客纷纷、门庭若

市，人们睹御厨技艺，尝宫廷风味，一时名声大震。公私合营后，父亲感到又有了大显身手的机

会，毅然把郑记饺子带进了国营食堂，父亲是个热心人，可以这样说，他走到哪儿郑记宫廷饺子

就飘到哪。在大公社任管理员期间他叫吃食堂的成千上万人吃了郑记饺子，到了县委、政府招待

所，不仅能当好管理员、当好所长，还把领导机关食堂和招待食堂办得有声有色，而且把宫廷饺

子技术发挥到了极致。不仅使曲阳人有幸吃到宫廷饺子，凡到过曲阳的中央及各部领导人尝到了

郑记饺子独特的风味，也使各地来曲阳人享用了这人间美味。七十年代末父亲到我当兵驻地天津

蓟县看我，让全连干部战士都吃到了郑记饺子。1982年我随父到河南新乡某部看望任第一副军长

的二叔，当我正在军营到处参观英雄连史，看军训、看比武时，父亲早已跑到伙房与炊事员探讨

起了饺子技艺，并使偌大一个军直机关许多干部战士吃到了美味的郑记宫廷饺子。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社会交流的广泛，越来越多的县内外省内外国内外宾客专程来品尝郑记饺子。有诗为

证：郑记饺子宫廷秘方，闻名遐迩举世无双。美味佳肴均衡营养，通络养颜长寿健康。进而阐明

了郑记饺子的历史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函，以及促进人身健康的食疗作用。

郑记饺子采用多种名贵中草药配制而成，聚万方之精，采千家之长，扬百年之名 ，制作精

细，用料考究，皮薄、馅嫩、油而不腻、香气四溢，味道鲜美、回味无穷、风味独特。具有均衡

营养、抗菌、健胃、益肝肾、通经络、养颜益寿之功效。堪称：美味佳肴之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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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是抗日斗争 残酷的一年，敌人为了封锁镇压军民的抗日斗争，在交通要道

建堡垒、修炮楼，以形成对内封锁, 对外分割的局势，给我抗日救国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和威胁。羊平是曲阳重镇,羊平据点，位于七区中部，南接新乐铁路，北靠县城, 日军便

在交通三叉路口建了一座石砌、砖垒的炮楼，周围还挖了深沟，24小时有日伪军轮流站岗

放哨，严格限制了我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敌人利用坚固的堡垒做掩护, 经常集中各堡垒伪

军开会，庆功游行，除敌伪人员外还逼迫老百姓参加庆典，猖狂之极，真是汉奸兴、百姓

苦、共产党愤。为了尽早拔掉这颗钉子，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付银柱便做通了我奶奶的工

作，我奶奶王东琴（1932年入党）在自家西房和茅房间挖了一个地道，是专门召开地下党

区委干部会议的场所，付说日本人正在到处找好厨子，你家老大是 合适的人选，又是御

厨的唯一徒弟，全县厨艺非他莫属，我奶奶二话没说替我父亲郑俊江，接受了打入炮楼内

部，获取敌人情报的任务。我父亲有羊平乡长刘XX（刘是面目不红的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

通过关系，在敌人推行大乡制试点时，有意安排他当了大乡长, 为了取得敌人信任还特意

安排他做些对我无损大雅的工作。鬼子叫他刘桑，所以也忘记了大名。）领到炮楼，引见

了伪小队长和日本军官，当天我父亲给鬼子做了几个拿手好菜, 还做了宫廷御膳饺子，乐

的鬼子合不拢嘴，申出大母指说大大地好，米西, 米西。我父亲利用高超的厨艺做掩护，

假装讨好敌人，主动接近伪军头目, 探听消息，一有行动就向党组织汇报，羊平炮楼里就

象长了眼睛, 敌人的动向被摸的一清二楚。一天鬼子和伪军全部出动到西郭村征粮，炮楼

里只剩下6个鬼子和两个伪军，其中两个拉肚子，我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后，马上组织民

兵和区武装干部趁吃午饭的时间一举端掉了炮楼，征粮的日伪军也在回来的路上被我抗日

武装全部消灭。因此我父亲立了功，经付银柱同志介绍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

了武委会指导员，在抗日斗争中为曲阳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2年秋 羊平炮楼被我抗日武装端掉后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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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曲阳县“五四”青年节大会上，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这一幕被二叔发现了，他挤

在人群中跃跃欲试，因不够岁数而遗憾，但是在心里种下了立志参军，报效祖国的志向。

我二叔，郑俊海12岁的时候，也正是读书的儿童时代，然而因家境贫寒，无钱读书，为

维持生计，不得不走上经商之路。他一无资金、二无固定场所、三无经商经验、四者岁数太

小，参加商战实在令人担忧，但是路是人走出来的，胆量是逼出来的，他小小年纪就有很高

的志气,他要挣钱孝敬父母，养活弟弟，过早的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初春之际，阳光明媚，鸟

语花香，他却无心欣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村外的大榆树上勒榆钱儿，到槐树上采槐花

儿，然后到集市上卖，见几个铜钱后，再买些粗米杂粮，虽然起早贪黑，但是挣的钱只能勉

强度日，过着衣食不饱的生活。大自然赋予穷人的东西太少，风吹花落，榆钱、槐花不见了

踪影，把个赚钱梦吹的一干二净。他看着飞快的春天，心里非常着急，就用平时攒下的钱买

了二斤鸡蛋，到城里卖，通过利滚利，倒买倒卖又有了挣钱的希望，经济收入的增长，换来

了一家人的生活源泉，他并不满足，在母亲的支持下，弟弟的帮助下，又卖起了豆腐，他长

的不如担子高，每天担着豆腐架子，串家走户，平均行程三十里。时代改变人，人改变生

活，他要用劳动创造未来，由于他不辞辛劳，买卖灵活，人们见了他都叫他小大人，买卖

精，但是人们喜欢他的豆腐，更喜欢他的人品。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二叔14岁已经觉得长大了，有了报效祖国，杀敌立功的念头，但

是他一直不敢说，有一天他到城里找到了在饭馆学徒的大哥也就是我的父亲郑俊江，1936年

就跟御厨李付三学徒。把想法合盘端出，得到了我父亲的大力支持，并商定四月四庙，利用

赶庙的机会走，当时只听说聂荣臻司令员在阜平领导军队打仗，留传着一民谣：当兵好，当

兵好，当兵穿着对襟袄，打胜仗戴红花，百姓见了人人夸。四月庙上我父亲早早的给二叔准

备了干粮，并煮了一大碗饺子，又沏了一碗虾米紫菜汤，二叔吃后非常高兴，就踏上了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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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曲阳县十二区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青年
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郑俊海将军在下面观看。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达到高潮，使一些不

明事理的人, 在阶级敌人的唆使下,已经失去了

理智、不分青红皂白、不变真伪, 疯狂打击老干

部、老革命、老党员。我父亲郑俊江1942年利用

精湛的厨艺做掩护打入日军羊平炮楼, 获取情

报，让地下党组织端掉炮楼的一段光荣史，被说

成了汉奸行为，揪出来批斗，让我父亲感到非常

冤屈, 被折磨的实在受不了了, 只好给我二叔写

信求助. 我二叔是五十四军某师师长, 若要回来

就能找支左部队说清真相,我二叔看到信后，感

觉到人命关天，只好回来一趟， 到定州找到了支左部队的师

长才把我父亲解救出来。二叔临走路过北京，要去看看聂元

帅，并带上了家乡的红枣、花生，又特意酱了一小罐饺子

馅。我二叔到北京后找到了聂元帅的家，可是外面守门的不

让进，大门两边都贴满了大字报，“万炮齐轰聂荣臻的大幅

标语”让我二叔感到有些不妙，在战场上从没害怕过，这次

却吓了一跳，只好写了字条，连东西让警卫转送。回到部队

后才通了电话，聂元帅说“饺子馅很好吃吗？”其它话什么

都没敢说，我二叔掉下了眼泪。

我二叔十四岁就跟聂荣臻当警卫员，聂帅非常关心他的

进步。聂荣臻是位战功显赫、政绩卓著的元帅，中国原子弹

之父，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贡献了毕

生。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中国十大元帅之一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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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路越走越远，山越爬越高，二叔有些犹豫，但回头已是百里远，相见亲人何时还。

父亲也打起了鼓，偷偷把弟弟送走当了兵，回家如何交待呀！但是大丈夫志在四方，有买

早知道的，没卖后悔药的，既然来了就要当兵，弟兄俩重新调整了心态，心顺了、路平

了，不知不觉到了阜平城南庄，军营里歌声嘹亮，军号声声，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喊

着响亮的号子，一看就是胜利之师，当哥的把弟弟送到了目的地，又看到部队特有的精神

面貌和丰富多彩的军旅生活都很好，也就放心的回家了。

二叔一走，家里缺了顶梁柱，豆腐没人卖了，人走了一点音信也没有，父亲瞒了初

一，瞒不过十五，只说二弟去做买卖，不知什么时间回来，可是一走几年，儿行千里母担

忧，奶奶逼着父亲找弟弟，没办法，被逼无奈，父亲只好领着奶奶又踏上了寻亲的路。跋

山涉水，千难万险，又来到参军的地方，一问，确有此人，已到天津，只好再赶到天津，

人还是没看着，辗转又到张家口，得到信都是郑俊海很好，小伙子长1米78高啦，放心吧！

他是好样的，等着立功的喜报吧！

1944年，二叔19岁已成了一名老兵，因作战勇敢，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勤快、机

警，深得聂司令喜欢，警卫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就是不让他走？有一天聂荣臻司令员把郑

俊海叫到身边说“闹情绪啦，想打仗啦，那你就下去当连长吧。”一声令下到135师当了一

名连长。一次在张家口下花园战斗中，他所率连队，长途跋涉，阻击敌人，因战斗任务紧

急，轻装上阵，一连几天，猫在山腰里，战士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急中生智，带了几

个身强力壮的战士就下了山，到一个地主老财家借了粮食，解决了连队的急需，鼓舞了士

气，打了胜仗，但是违犯了纪律，别人立功受奖，他去将功补过，但是心里很满意，总算

做了一次杀富济贫的侠客。

一顿饺子送走了二叔，给人民军队送去了一名优秀的革命勇士，一名出色的指挥员，

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成绩。解放战争中在135师参加了辽西秋

季战役、辽沈战役、天津战役。在衡宝战役中率全营攻克敌7军军部，使该团荣获猛虎扑羊

群称号。作战中，机智勇敢，先后荣立一大功，两小功。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部参加了

金城战役，指挥灵活果断，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军委授予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各一枚.1961年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2年晋升为中校,1964年晋升为上校军衔。在

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充分发挥领导才能，从严治军，在完成教育训练任务的同时，主动抓好

部队后勤建设，为部队全面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65年他率135师405团红二连在甘肃天

水全军大比武中取得了总分第一的好成绩，后调160师任师长，为改变该师面貌，起到了极

其重要的作有。1979年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而后进入中央高级军事学院深造后，任

54军副军长，到2年后任43军第一副军长。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独立自由功勋荣誉章一枚。

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处处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关心

群众，乐于助人，深受广大指战员和干部家属的爱戴，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是军人的楷

模，是党员的楷模，是曲阳的骄傲，也是郑记人的骄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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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一位非常善良、忠厚而热情的

人,一生艰苦朴素，勤奋耕耘，走到哪儿传艺

到哪里,1982年我在部队已任政治处干事，接

到我父亲的信，信中说我二婶病了, 让我请

假带他们去看她，当时正是初春季节，天气

还有点凉，我随父亲赴河南洛阳，一到军

营，树林高耸、松柏常青，环境优美，院落

整洁，军号声声，歌声阵阵，跑步的号子声

1234，让我倍受感动。我二叔高高的个子，

一身戎装，精神百倍，情绪饱满, 健步如

飞，经常和小伙子们一起打蓝球，始终保持

着野战部队的作风和一个军人的特有的气

质，让我感到敬佩万分。我家有一位将军真

了不起。我父亲也不顾旅途劳累，一会找不

到他了，后来警卫员到军部厨房才找到他，

原来他已经和年轻的炊事员论起了厨艺，并

借部队的厨房亲自做了一桌菜，显示了御厨

的手艺，特别是饺子倍受欢迎。在军大院住

了几天，他手把手教战士和军官家属包饺

子，还到一位师长家教家属包饺子，听二叔

讲才知是张万年师长，后来当了军委副主

席。

星期天，军部十几个伙房都一起包饺

子，我父亲变成了“饺子司令”忙的不亦乐

乎，他面对众多弟子，毫不保留，认真施

教,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郑记饺子，更多的人

吃到郑记饺子，更多的人会做郑记饺子。

٠០փ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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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郑记宫廷饺子秘方的持有人，这在世上是一大幸运，也是一种命运，也是一个传奇，更是传承

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它是宝贵的饮食文化遗产。

郑记饺子虽经六百年的风雨沧桑，依然是鹤立群首，声名远播，中央电视台乡村大世界栏目组走进

曲阳，无意间发现了曲阳饺子的源头在郑记，因为事先不知道，没能安排拍片，因此在走进曲阳节目播

放的关键时刻，给了郑记饺子一个大特写。虽然只是瞬间一现，但这确实是中央电视台对郑记饺子的肯

定和褒奖，也是对那些冒牌者的当头棒喝，同时也给用金钱买通新闻的人一个沉重打击。

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专程来曲阳采访，走访了几家饺子店都不是理想的采访对象， 终选中了郑记

饺子，并把郑记饺子馅制作的全过程拍成了专题片，在农民频道多次播放。保定电视台对郑记饺子的传

承史和发展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保定日报等传媒也系统的进行了报道。郑记饺子古来香，600年传承

靠秘方，世界吉尼斯三联艺术创造者、中国工艺美术艺术家、著名书法家陈文增先生为郑记饺子题写了

牌匾，并为郑记饺子一书赋诗一首“遥风曳雨好艰辛，踏雪寻梅自有人；忽闻东邻敲玉韵，世间氐事笔

传真。”著名书法家乐呆先生为郑记饺子写下了“郑记饺子香飘万里，一纸秘方传承千年”的佳句。中

国著名书法家陈东来先生题写了“中国传统风味”大幅字匾，品尝饺子后站在孟良河铁桥之上吟诗两首

“郑记饺子古来香，玉盘端来佛跳墙；但使主人能留客，不知何时再品尝”看到孟良河水清澈流急，再

吟到“孟良河水三千尺，郑记饺子十里香；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尝”。赞美了郑记饺子这一

传统美食。老干部高扣庄先生耄寿，年近百岁，对郑记饺子却情有独钟，每年春节前都来买饺子馅，今

年亲手题写了“郑记饺子百年不变味”的词句，他是郑记饺子百年的见证人。

郑记饺子秘方由明初御厨郑芳德所创，在宫廷传承五百多年，倍受欢迎，经多代传承于1935年传到

我郑家共有600多年的历史。当我接过一张轻若鸿毛的宣纸，字迹不过200，纸已灰黄，没有一点生机，

好似一阵风就能吹到天上，可它确是一纸秘方。人们把它看的很神秘，一旦得到又把它看得很简单，如

人们所说“它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旦得到就拥有了一切”。乍初一看，它就是一剂草药方而已，其实不

然，秘方是非常严谨的，是了不起的中医药学、药膳学的一个尖端课题。想真正读懂它确花了整整20年

多年的时间，7000多个日日夜夜，让我难说懂了。因为中国药膳学博大精深，它就如浩瀚的海洋，让我

在翱游中吸取精华、获得营养、增长知识，不断认定其中的奥秘，为了证实它神奇的效果，我购买了大

量的有关书籍，其中有《宫廷药膳大宝典》、《中国药膳知识全集》、《中国药材大词典》、《中医药

学大词典》等名著。一个200字的秘方竟然要用千万个字来解密。这时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秘方，我父

亲是一代宗师，引领曲阳饺子业8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曲阳 高技术的厨师。煎、炒、烹、炸、煮、

蒸、溜、焖；红案、白案；主食、副食；菜肴、糕点，烙饼、馅饼、烧饼、油条等等，烹饪技术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在他担任县委政府管理员和招待所所长期间，国家和省、市领导来曲阳都是他亲

自下厨做饭菜招待，时常被接到省、市为领导献艺，为军队献艺。提起郑记饺子也就说到了我父亲郑俊

江，他14岁拜清末 后一任御厨学艺，才有了今日曲阳饺子的辉煌，20岁就成了曲阳大名鼎鼎的厨师。

1939年一碗饺子偷着送弟参军，到晋察冀边区给聂荣臻司令员当警卫员，后来成为一名将军，成为曲阳

的骄傲。1941年靠精湛的厨艺做掩护打入敌军内部，一顿饺子端了一座炮楼，1942年光荣入党并担任了

武委会指导员为曲阳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传为佳话。

自我得到秘方几十年来，开始把它看如平常一样，可是一旦用于实践才知道它的奥妙无穷，科学程

度之高，秘方之密达到了缺一不可，多一克、少一钱更不可，这才是秘方的秘密。他的成功是聚万方之

精、千家之长，经过了千百次的实验，其容你随意更改和胡乱使用。如果你没能达到研制人的高层次的

文学、医药学、药膳学、营养学的修为，就是痴人说梦。20几种药材的一纸秘方不足200字，可称得上

是三字经，可是你要破解它的奥秘，需要读万倦书、查阅多种资料。正如我国四大发明“火药、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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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乃吃，掌王之食饮。《周礼。膳夫》注“饭也。”

一个食字意义深广，人畜及万物不能远离，如粮食、食品、食物；猪食、狗食、鸡食、猫食；又

如：食禄、食墨、食力、食言；再者：食不充饥、食不二味、食不果腹、食不求甘，食而不化等与食

有关的词句都辐射含意之中。食为民天，饮食是人民 重要之事也。

我是一个食品经营者，一直致力于食文化的研究，主题是“饮食与健康”人类繁衍与食的发展同

步，多少万年以来，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食用方法，储藏、保鲜妙招，为人类健康生存创造了宝贵

的饮食文化。我在《郑记饺子文化探秘》一书中，多处论述饮食与健康，把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列入

首位。我的原则是经营食品就是经营天地良心，自己不吃的不卖，把消费者做为上帝，不欺不骗，诚

信于民，力保六百年老字号常胜不衰。食文化犹如海洋之水，丰富多彩，使后人享用不尽，这是令人

欣慰的。然而，我今天只想谈一个话题《如何做一个合法的自觉的食品经营者》。

近年来，我对市场经营情况进行了访察，令我十分不安，一些不法商贩利益熏心，黑进黑出，以次

充好，以假乱真，卖肉的：母猪肉、公猪肉、死猪肉、病猪肉、剩猪肉、变味肉随处可见，没有质量

保证。油条等油炸食品大都用 次的油，个别人还用地沟油；卖带馅食品的把血脖子、囊踹等劣质肉

绞进馅里，以次充好，自己不敢吃的东西全卖给顾客；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在色、香、味上取巧，不是

采用传统的美食工艺，而是利用来源不明的添加剂染色增香，严重损害了人们的利益和身心健康。不

安全、低质量的食品就是一种毒药，在慢慢扼杀着人们。因此，我倡议食品经销商要从自我做起，做

一个有良心的经营者，不要在自身出现不安全问题；从源头做起，不生产不安全、不合格、低质量且

不环保的食品，为人类健康做一个自觉的保护神。消费者也要多掌握一些生活常识，多问、多看，避

免上当受骗。不要被便宜打动，要看质量行不行，自己勤劳一点，不要对不起自己的肚子，健康是自

己的。一个食品经营者，要做人民生命健康的使者，不要成为从中谋利的小人，等价交换是 起码的

标准，把良心打在定盘星上称一称，你为人类健康付出了几两几斤。食品安全从我做起，远离添加

剂，不要好看的，只要环保自然的，让造假者无机可乘，为人民创造安全健康的食品保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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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记饺子后继有人，郑俊江之子郑欣儒秉承传

统，荟萃精华，励志创新。多年潜心研究中医药学、

药膳学，掌握了药膳食品的制作理论，进一步完善了

郑记膳食的理论体系。通过实践从中领悟到中国传统

美食的真谛，终不辱祖师之名，在秘方的基础上成功

研制成十几大系列，几十种肉类饺子馅，速冻饺子达

二千多个品种，堪称世界之 。在制作工艺上更先

进，包装上更精美，安全卫生。现代的郑记饺子既不

失传统美味，而且口味多，变化万千，更富有科学

性、合理性，营养性。中国著名书法家陈东来先生品尝饺子后，站在饺子馆门

前铁桥之上，即兴吟诗一首：孟良河水三千尺，郑记饺子十里香。此味之应天

上有，人间难得几回尝。郑记人把饮食文化与中医养生学相结合，从饮食中提

高生命质量, 努力实现回归大自然的生活理念。遵照预防、治疗各种疾病,强

身益智、养生长寿的原则，推出了崭新的饮食文化理念。讲究粗细搭配、荤素

搭配、海荤搭配、海素搭配，各种面粉和各种蔬菜汁、果汁搭配，从而使维生

素得到充分利用。饺子制作大都以生食为原料，保护了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原

体，预防了烹、炸、煮而流失营养素。通过科学饮食，养了生,防治了病。郑

记饺子可为方便快捷，经济实惠，适应场合广泛, 是美食王国里一颗 灿烂的

明珠。郑记饺子不单单是一项技术、一门艺术，它存在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内

函，有生长的根基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重要的是精神内函，它包括文化知

识、科学知识、综合素质和道德论理的具体体现。郑欣儒秉承父业，把传统饮

食与现代饮食相结合，把宫廷秘传的御膳文化拉近了现代人，并把小饺子大文

化的理念推向了当今社会生活之中。 新推出的大团圆系列饺子，一盘一百

个，百饺百味，同桌不同餐，同餐不同味。而且还可分别制作出猪百味、羊百

味、牛百味、百味海鲜、百味素鲜等千种饺子，为食客提供了广阔的饮食空

间，使人们在果腹之余得到视觉上的美感，身体上的健康，心灵上的满足，吃

郑记饺子，品天下美食，其乐无穷。

ᮧོحńńᮧᦕ᷽ৼփಥՈ

印刷和指南针”，这些都是有智之人的辛勤耕耘和具体实践者的结晶。

在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食文化是 早进入人类社会的艺术。大师傅也就是炊事员，只是做菜

做饭，适应在家庭和小的机关、厂矿发挥作用，不能成为艺术，进入饭店的厨师分一二三级、特级等

等，这些都是划分层次方式方法。但是真正的能成高级修为的高级厨师就要有发展、有创作、有作

品、有理念，食文化才能升华为文化艺术。

几十年来在一纸秘方的促引下，我自修了中医药学、药膳学、营养学，遍访中国饺子、包子名

家，对被誉为“饺子王国”天津百饺园、狗不理包子、石家庄百尺杆饺子；北京饺子、广东饺子，扬

州、广式、苏式、京式等风味的饺子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另外对韩国、意大利、法国、日本、墨西

哥、荷兰等国家有特色的饺子也进行了尝试，因此汇聚了近五千种饺子的制作方法，并把它编成百味

饺子集团。

猪百味、羊百味、牛百味、百味海鲜、百味素鲜、肉类百味、荤素百味、百味酱肉馅、百味熏肉

馅、百味腌肉馅、百味烧肉馅、百味菜肴馅等品种万千、变化无穷。它包含了红案烹制、白案制作的

广泛知识，囊括了南北风味和西方糕点的料理知识，综合了全国驰名的饺子制作技术，把握了荤馅、

素馅、海鲜馅、混合馅和甜味、咸味、甜咸味的特点，使五千种饺子馅汇聚了当今中国烹饪之精华，

是集南北菜点技艺之大成，在我这一代形成了理论，将为世界饺子的辉煌做出巨大的贡献。



甄彦苍、安荣杰——两位世界级雕

刻艺术大师相邀郑记饺子城，在个人成

就与雕刻的发展上达成共识，表示将继

承与创新的经验铺垫雕刻艺术之路，创

造强强联合的和谐艺术氛围，为中国雕

刻事业的发展再造辉煌。

                                        

            郑欣儒 摄影撰文

य़ཻᮧᦕ᷽ৼउ
——共谋曲阳雕刻艺术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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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阳县老干部是曲阳县发展建设的实践者和见证人，是曲阳人民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传

统饮食文化的陪伴人。郑记饺子从解放前到解放后，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关照。原曲阳县政

协副主席宋毅同郑记饺子共同跨越了两个世纪，是郑记饺子的常客，他经常向新人们介绍郑记

饺子的历史渊源和食疗的功效。原县人大副主任刘三奇也是郑俊江的好友和同事，他曾赋诗一

首“郑记饺子美名扬，百饺百味十里香。八方顾客稠如织，热忱服务创辉煌。”说明了郑记饺

子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所以才有了“好吃不过饺子， 好吃不过郑记饺子”的美

誉。著名书法家张乐呆为其题写了“郑记饺子香飘万里，一纸秘方传承千年”的字幅，道出了

郑记饺子千年不衰的辉煌历史。

跨世纪老干部是郑记饺子见证人

1992年郑欣儒与老干部共尽午餐品尝郑记饺子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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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在曲阳吃过郑记饺子的老组织部长高扣庄，
退休回到唐县后现在每年还在吃着郑记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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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曲阳雕刻业的发展，外商来曲阳的人数逐渐增加，在曲阳雕

刻商家的推荐下，来吃郑记饺子的人也越来越多。2007年，俄罗斯艺

术家一行八人到郑记饺子吃了一顿羊肉大葱饺子，就再也放不下了。

在曲阳住了半年，每星期 少吃三顿饺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先后新加坡、加拿大、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商人和艺术家吃了郑

记饺子后都翘指称赞。意大利艺术家姜克莱同妻安娜吃到郑记饺子后

非常高兴，说“曲阳的郑记饺子和曲阳的石雕一样美丽，我还要再

来”并与郑记饺子传人郑欣儒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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ŉ意大利雕塑家姜克莱和妻安娜在郑记饺子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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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增为“郑记饺子”创世界基尼斯之最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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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书法家陈东来为“郑记饺子”创世界基尼斯之最题字著名书法家张乐呆为“郑记饺子”创世界基尼斯之最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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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记饺子包制艺术郑记饺子包制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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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耳清心爽，山楂健胃频。

祖传于殿阙，神构在当今。

开店兴新举，欣儒奏雅音。

形神兼具有，美味待来宾。

                      ——孟建良

冬韵妙裁开境界，

雪花静赏识晶莹。

        ——邢伟川

欣将大雅铺开去，

敢把芳春莳过来。

        ——邢伟川

会当妙雅通三昧，

最是馨香忆一生。

        ——邢伟川

直教春色藏心底，

更待嘉宾爽口中。

        ——邢伟川

四季时鲜随客来，

八方风味耐人寻。

          ——郑欣儒

车走风轮转，
人行食不断。
美味哪里有，
郑记一老店。
          ——郑欣儒

红霞一捧从天落，

瑞气满堂惬意来。

          ——邢伟川

洋洋喜气欣排闼，

袅袅幽香最可人。

          ——邢伟川

妙孕清芬消夏暑，

宏开化境领风流。

          ——邢伟川

深情最恋八方客，

妙韵尤催满座诗。

          ——邢伟川

美酒佳肴送战友，

山珍海味敬同学。

郑家本来就好客，

蛋饺可口酥如雪。
          ——郑欣儒

九曲弯虾美佳肴，

一正直长起阳草。

热汤不煮难翻身，

油炸不行铁锅烙。
          ——郑欣儒

郑记艺术饺子诗词联集锦



34 35

ӣᜋ᷽ Ṻ᷽ ᜰ᷽ ᜋ٢ᶮ᷽

ӣሾ᷽ ᜋốỎ᷽ ୦༂᷽ ጮោ᷽

ᲁᬟ᷽ ᜰ᷽ ᰂ᷽ ୵᷽

ᜋ᷽ ឰፏ᷽ ᰂຎ᷽ ᰂ᷽

姿容生百媚，
神力借天工。
调弄三原色，
滋于卿面中。
    ——杨丽静

东篱哪对多情侣，
所住恒阳郑记家。
游入厅堂更羽裳，
翩然一动晚风遐。
           ——杨丽静

玉房磨五彩，
思绪渲缤纷。
冷暖全无惧，
茫茫云海心。
   ——杨丽静

佳人迎至嘉宾到，
雅店招徕雅客来。
郑记饺子品质高，
热情十足献佳肴。
           ——郑欣儒

三环六只角，
玉姿百媚娇。
天天小有天，
道道非常道。
    ——郑欣儒

双色鸳鸯夸素养，
玉盘姿容花衣裳。
青梅煮酒论英雄，
万里春风到恒阳。
           ——郑欣儒

处处通途求一宴，
谁宾谁主走上盘。
分清邪正头头道，
各自东西来会餐。
           ——郑欣儒

百代东坡肉，
一枕黄粱熟。
好味在郑记，
锁住玉龙口。
        ——郑欣儒

时逢六月见梅开，
佳客如约夜饮来。
雨飞孟良虹岸上，
花香伴与酒香猜。
           ——杨丽静

金蚕睡眠梦里飞，
蜕衣做茧变美味。
           ——郑欣儒

大象盘中走，
谁知出君口。
   ——郑欣儒

是金还是银，
口中辨真假。
   ——郑欣儒

金果圆又圆，
白皮红肉丸。
一口吃一个，
美味在里边。
   ——郑欣儒

清凉荫夏日，
鸟语画图宽。
花美人不见，
徒留并蒂盘。
 ——杨丽静

入眸春意立，
捷足落云根。
岁不缘时过，
年年艳色新。
——杨丽静

人生碌碌不堪言，
勤理尘心三寸田。
戒黜奢靡还守朴，
清白一世立人间。
           ——杨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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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龙子降人间，
玉盘之水都不见。
           ——郑欣儒

九龙戏珠红樱桃，
蜻蜓点水乐逍遥。
贪嘴相聚玉盘中，
郑记饺子穿龙袍。
           ——郑欣儒

玉兔红眼观人间，
端座古瓷盘里边。
欲行无足心不敢，
美味佳肴盘中餐。
           ——郑欣儒

金鱼展翅无处游，
银盘好客留一口。
           ——郑欣儒

玉冠头上顶，
瓷椅坐上客。
君子不问价，
张口剩不下。
           ——郑欣儒

仙蛾扑玉盘，
谁知落人间。
   ——郑欣儒

三星运转一周遭，
落凡人间做佳肴。
           ——郑欣儒

鸳鸯本是水中鸟，
走上餐桌做宠物。
           ——郑欣儒

身单亦敢化龙舟，
冲破雷池作远游。
借得天梯成奇志，
祝君更上一层楼。
           ——和 焕

剪剪天来羽，
喃喃送好音。
清风吻吾面，
回味意长新。
  ——和 焕

玉渠花开朵朵鲜，
金樽美酒醉年年。
开门迎得往来客，
座上春风带笑看。
             ——和 焕

新月隔帘窥，
弯弯似画眉。
相逢应有识，
美酒共千杯。
    ——和 焕

荡气回肠，
精品茴香香客醉；
配方有术，
郑家饺宴宴宾欢。
         ——孟建良

鸡蛋不足奇，
番茄个个食。
若知盘内物，
餐后尽思之。
——孟建良

油菜用来做美食，
嫩香可口好充饥。
菜单薄上被选中，
尝后自然夸二一。
            ——孟建良

绿色美食红拌绿，
良辰佳酿飨而康。
            ——孟建良

郑记艺术饺子诗词联集锦



36 37

ရᅨزਪ᷽ Բὄ٢ᶮ᷽ ੜᒱ᠉᷽ ӣӟ᠉᷽

ṛ᷽ Ꭳԧ᷽ ሳᔂᶎ᠉᷽ ᜰᜋẌᙂ᷽

ᜰ᷽ৼه ճᡲ᷽ ᷽ࡉ߅ ᲅᅴ᷽

ᵚ᷽ ᢸ໘᠉᷽ ၹจṛ᷽ ᷽ᷚࢥ

民间佳肴迷食客，
天下美酒醉酒仙。
元宝通用单结帐，
馨香直射斗牛官。
           ——郑欣儒

五味烹调香十里，
三餐饭美乐千家。
孟良河畔铁桥旁，
郑记饺子味最佳。
           ——郑欣儒

满面春风迎宾客，
一招绝技著名师。
郑记饺子誉传远，
文人墨客留赞诗。
           ——郑欣儒

惊妙喜阵肴飞碟，
欢狂乐赏月三人。
           ——郑欣儒

高汤借用西湖水，
云落长亭南翠绿。
玉盘飘来东西香，
郑记饺子北曲阳。
           ——郑欣儒

知了高树爬满枝，
玉箫鸣咽几多时。
秋风吹落无人怜，
化妆彩衣变美食。
           ——郑欣儒

几根起阳草，
一盘鲜虾米。
对对座船行，
双双穿金衣。
   ——郑欣儒

十味十盘十个样，
百家百友百人尝。
千年千方聚郑记，
万代万人留纷芳。
           ——郑欣儒

满园箬叶抱新花，
三味茱萸泡晚茶。
郑记饺子百味全，
诗情画意乐无涯。
           ——郑欣儒

三树深红报晚春，
清风欲揽瘦腰身。
千变万化水中物，
美食仿虾好逼真。
           ——郑欣儒

千丝万缕情无限，
咖喱远游味不同。
           ——郑欣儒

乘光争先登雅座，
闻香不后品美味。
锅烙难烹手艺高，
郑记从来多妙招。
           ——郑欣儒

孔雀东南飞，
美景桥下水。
红杏出东墙，
花落看佳人。
   ——郑欣儒

夜来新雨落门庭，
观赏桃枝点点红。
黄雀不知花几朵，
独留窗外叫三声。
           ——郑欣儒

虽无易牙调羹手，
却有孟尝饱客心。
妙语惊扰天下客，
美食不怕巷子深。
           ——郑欣儒

浅斟美酒餐餐美，
回味佳肴样样珍。
           ——郑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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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扇一推画境开，
霓裳漫舞绕亭台。
曾迎珠履三千客，
饺子融情细品来。
           ——郭增民

饺子翻新，
特色春风醉。
奇招出彩，
玲珑画境开。
    ——郭增民

常言六六顺，
白色乃绚极。
君欲利百事，
饱餐此美食。
   ——郭增民

险峰在登攀，
术业在精专。
一盏海世界，
水饺冠空前。
    ——郭增民

匠心独运喜羊羊，
美味长留散余香。
老少皆宜千载誉，
来尝饺子到饭庄。
           ——郭增民

闻风已是三分醉，
品味还留四喜香。
           ——郭增民

撷星自九天，
适做盘中餐。
越是怜姿色，
越是想解馋。
    ——张建成

原本随心琢玉形，
而今如意上笼蒸。
祝君基业如朝日，
与时俱进事事成。
           ——张建成

华夏有神工，
骄鹰严阵容。
冲出御膳房，
待向海天翔。
   ——张建成

依类聚群玉，
应时会古贤。
中华尚和美，
百族共婵娟。
   ——张建成

颜色红黑黄，
六神主吉祥。
一盘如沧海，
齐头出远航。
   ——张建成

质底冰玉肌，
乔妆世所稀。
一点红斗艳，
十足黑争奇。
   ——张建成

须是月华细细筛，
琼浆玉液自蓬莱。
早年学得屠龙术，
且为佳肴下累来。
           ——张建成

御膳六百年，
袅袅余香久。
永续野林子，
聊聊佐美酒。
   ——张建成

银鹰展银翼，
列阵舒英气。
单待食客来，
冲到肚里去。
   ——张建成

寻常白面皮，
几点点 奇。
有形可人眼，
出色被心仪。
   ——张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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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高汤鲜解渴，
家常便饭美充饥。
一顿饺子传真诚，
来日方长存实意。
           ——郑欣儒

红烧素鲤盘中跃，
清炖肥鸡桌上飞。
郑记好客献枣酿，
美食良酒家乡味。
           ——郑欣儒

珍珠翡翠着花衣，
玉盘盛装真美丽。
串连和韵高声歌，
郑记饺子天下一。
           ——郑欣儒

银盘脍锦鲤，
琼液敬嘉宾。
三饺鲜活美，
四季脆丰新。
   ——郑欣儒

华夏烹艺传四海，
郑记饺子宴万宾。
           ——郑欣儒

桌上珍馐流韵味，
壶中枣酒溢清香。
鸭来无形巧藏身，
腹内变作脆皮王。
           ——郑欣儒

横走江湖不讲理，
无腿难行确争气。
美食王国长做客，
航海出行来郑记。
           ——郑欣儒

大象身重染眼疾，
取下双目找名医。
拿来郑记留做宝，
水晶宫里正缺席。
           ——郑欣儒

外素内荤五味全，
雅座高朋来会餐。
珍珠翡翠做上宾，
食客乘兴口争先。
           ——郑欣儒

菜根莫厌无兼味，
菽乳须知有异香。
叉烧本是厨中艺，
烹制出锅个个棒。
           ——郑欣儒

酒添才子肠中走，
倭瓜称雄马上威。
虾兵偶作指挥官，
笼中被虏又丢盔。
           ——郑欣儒

闻到野菜香，
神仙也跳墙。
此味郑记有，
人间争品尝。
——郑欣儒

民间特养八珍誉，
海底搜罗五味全。
夜里蝙蝠争美食，
晨风醒人作早餐。
        ——郑欣儒

小炒小煎凭手巧，
干烧干煸醉心香。
小米金黄营养高，
油炸橙色入口香。
        ——郑欣儒

羊肉闻香八方客，
牛肉可口四季香。
       ——郑欣儒

美味饺子香招上帝，
和颜悦色笑纳春风。
            ——郑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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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传妙运，
杨柳报佳音。
饺子就美酒，
嘉客品味新。
   ——渠英辉 

鲜蔬溢清香，
花碟自在忙。
微波也造化，
靓丽七分装。
   ——渠英辉 

开口尽鲜馅，
瓷盘倍可亲。
食苑一绝艺，
四海享真醇。
   ——渠英辉 

郑家一绝美名扬，
记录祖传食秘方。
饺香引来五洲客，
了孙后代福泽长。
            ——渠英辉 

亦实亦幻盛景开，
是金是银不须猜。
搜肠刮肚品美味，
郑家绝艺信手来。
        ——渠英辉 

可叹瓦当多奇缘，
饺子美酒杯共盏。
风情最是微酣后，
郑家绝技誉海寰。
        ——渠英辉 

苇叶青青沙河湾，
锦鳞戏水落玉盘。
莫道神仙无此福，
郑记饺子美食宴。
        ——渠英辉 

相吃郑记饺，
万里先闻香。
天下独一家，
待客细品尝。
——渠英辉 

陶令归田涛伴海，
诸仙醉草群迫神。
郑记饺子金皮囊，
千年御膳香古今。
            ——郑欣儒 

李白斗酒吟酒歌，
刘怜一醉叹其神。
郑记饺子顶玉冠，
远古走来有仙韵。
            ——郑欣儒 

蒸饺味香晶透媚，
鲜汤可口莹光辉。
有客常来老店香，
无人不道药膳美。
            ——郑欣儒 

小酒名气大，
仙家气质高。
郑记饺子香，
赞誉声佼佼。
——郑欣儒 

人面桃花疑永醉，
心潮江水笑长春。
燕子飞来会友朋，
郑记饺子笑口迎。
        ——郑欣儒 

菊花入馅忆渊明，
远情高致乐无穷。
做客饭庄长特色，
倾怀寄慨意从容。
        ——王凤茹

招牌饺子赢天下，
美馔佳肴溢世香。
        ——王凤茹

倾注真情歌不断，
品尝煎饺味长留。
            ——王凤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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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御传美食谱，
中华畅聚品膳饺。
惊妙喜陈肴百盘，
你赞他扬分外妖。

诚意感召千里客，
笑颜迎送万方宾。
美名不绝众人口，
珍惜常含一片心。

馆内清香四海闻，
盘中美味千人尝。
醉人惊楼觅绝句，
馆餐秀色著文章。

百饺百味百般鲜，
千家万友亿人尝。
高厨巧制三鲜馅，
妙手烹调五味香。

弯弯似月牙，
白露蕴芝华。
曾是瑶池宴，
今来客君家。
    ——和焕

此心长愿两相欢，
雨露金凤古玉盘。
七七情歌因入耳，
一颗红豆最缠绵。
            ——和焕

成对又成双，
悠然共一方。
春风今识得，
恩爱此中尝。
        ——和焕

天上人间一望遥，
弯弯月亮入云高。
而今会得情郎面，
暮暮朝朝思鹊桥。
               ——和焕

西湖颜色好，
浓淡总相宜。
偶入恒州郡，
含羞百媚滴。
   ——郭增民     

青笋雨后显婀娜，
向上天天奄进多。
转眼半生少意志，
时光茬苒更嗟砣。
            ——郭增民     

九曲之阳好，
山高野菜香。
郑家出妙手，
老店美名扬。
——郭增民     

小桥幽静透清凉，河畔飘来阵阵香，
绿浪滔滔穿铁瓦，白云朵朵落晴窗。
倭瓜平淡无颜色，虾蟹新奇有丽装，
自古美名传战在，美食千载誉恒阳。
                                        ——郭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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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记宫廷药膳饺子
ᮧᦕ᷽ৼꂀᑃො҅ᬺ᭯ݷԈӮ෫Ҕ

ᗦ֯ޱᙚ࣐ᤍ០ِ҅᭗ᕶِ᷏ᳩ̶଼؋
猪肉葱白馅饺子：主要食疗作用:白面养心，香油可补五

脏、填髓脑、益力气、利大肠、生肌、长肉止痛、生发、消肿、

轻身不老。葱健胃、祛痰、 利尿、多营养。猪肉滋阴、润噪。

治热病伤律、消渴赢瘦、燥咳、便秘。 猪肉是人体蛋白质和脂

肪的 大来源之一，磷、铁和维生素丰富,锌和铜是少儿智力所

不可缺少的元素.采用宫廷秘方，配多种名贵中草药剂精心调拌

而成，郑记饺子有聚成方之精、采千家之长、扬百年之名的美

传；它用料考究,皮蒲、馅嫩、油而不腻、香气四溢、味道鲜

美、回味无穷，形成了独特风味；具有均衡营养、抗菌、健胃、

益肝肾、能经络、养颜、益寿之功效。堪称美味佳肴之上品。

猪肉韭菜馅饺子：主要食疗作用:韭菜又名起阳草，主要功

用：振奋性强壮药，有健胃、提神、温暖作用。韭之为菜，可生

可熟，可菹可久,乃菜中 有益者也。宜升提阳气，预防癌细胞

转移和复发。有通便作用，促使减肥。

猪肉芹菜馅饺子：主要食疗作用：芹菜,甘凉无毒，主要成份

芜荽甙，挥发油、甘露醇、环已六醇、维生素及菸酸等，有降

压、镇静、镇痉、健胃、利尿、净血、调经之功效。

猪肉白菜馅饺子：主要食疗作用:大白菜甘温无毒，利肠

胃，除胸烦，解酒渴，利大小便。大白菜所含的纤维素有润肠利

便，降低血压，抗癌解毒等功效。

部分药膳饺子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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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豆角馅饺子：主要食疗作用：豆角富含菜豆蛋白和较多纤维

素，豆角一般只作蔬菜使用，但亦可入药，具有温中下气和镇压痛作

用。

猪肉南瓜馅馋子：主要食疗作用；南瓜甘平、元毒，诸无所忌。

可驱肠道寄生虫。

猪肉菠菜馅饺子：主要食疗作用：菠菜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养血、止血、敛阴、润燥。治衄血、便血、

坏血病、消渴引饮、大便涩滞。

猪肉洋葱馅饺子：主要食疗作用:洋葱有降血糖作用，含硒，硒

为微量元素中的抗癌之王。能和胃下气，化湿去资, 对百日咳、痢

疾、溃疡、妇女滴虫性阴道炎、糖尿病及高血症等有辅助治疗作用。

猪肉萝卜馅饺子：主要食疗作用;消积滞、化痰热、下气、宽

中、解毒治食积胀满、痰咳失声、吐血、衄血、消渴、痢疾、偏正头

痛。此外,还有使人头发有光泽，常吃裨益颇多。

部分药膳饺子名录

郑记药膳饺子有关药名趣联
郑记饺子之所以六百年传承而不衰，是 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

因为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做基础，其中药名趣 阁，宛若云母天仙

联就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 [注]联中有18味中药：白头翁、大戟、

海马、木贼、草寇、百合、旋复、将军（大
饺子开花菊花红花金银花，花开华夏 黄）、国老（甘草）、红娘子、金簪
郑记食品丁香茴香广木香，香满神州 （花）、（金）银花、牡丹、芍药、王倍

（子）、苁蓉、云母、天仙（子）。
桃仁杏仁柏子仁，仁心济世看郑记

天仙凤仙威灵仙，仙术救人问药膳 杯浮竹叶，盘浸胡麻，如今五味调和，

厨下作羹知母性
欣儒打鼓鼓架架鼓，陈皮不能敲半下 色灿银花，光摇玉烛，此日六曲齐奏，
饭馆门前灯笼笼灯，纸壳原来只防风 楼头鼓瑟寄奴情

[注 ]联中有 4味中药：陈皮、半夏 田荆初

（下），枳（纸）壳、防风。 [注]贺一中药店主人婚联。含中药名：

竹叶、胡麻、五味（子）、知母、银花、玉
郑记厚朴待人，使君子长存远志 烛（谐玉竹）、六曲、（刘）寄奴。
欣儒苁蓉处世，郁李仁敢不细心

[注]含中药名：厚朴、使君子、远志、 天设奇方，曰雪曰霰曰霜，合来共成三

苁蓉、郁李仁、细辛。 白散

地生良药，名芩名连名柏，煎去都是大

半夏当归，生地何如熟地好 黄汤

千年独活，红参自比白参差 [注]联中有3味药（黄芩、黄连、黄

[注]半夏、当归、生地、熟地、千年 柏）及三白散、大黄汤。

（健）、独活、红参、白参皆中药名。

春风独活人间命

白头翁骑海马，身披穿山甲 和气当归天下财

红娘子坐车前，头戴金银花 [注]独活、当归为中药名。
[注]联中有6味药：白头翁、海马、穿

山甲、红娘子、车前（子）、金银花。 生地人参，附子当归熟地

枣仁南枣，吴萸打马茴香
精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 [注]联中谐10味中药，其意义谐指：
自运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 “生地人生，父子当归熟地；找人难找，毋
纪昀 如打马回乡。”

[注]为清代北京街市招牌对。

红娘子上重楼，连翘百步

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 白头翁坐常山，独活千年

百合， [注]联中有6味中药：红娘子、重楼、
旋复回朝，不愧将军国老红娘子插金 连翘、白头翁、常山、独活。

簪，

郑记药膳饺子有关药名趣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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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膳基本知识
中草药膳是祖国医学的瑰宝。药膳是以中医辩证论治理理论为指导，将中药和食物

配伍，再加入调味料，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特殊食品。郑记饺子只是之一。固其

膳中有药、兼具营养、保健、强身益寿、防病、治病的多种功效，而被称之为药膳。

药膳并非食物与药物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中医辩证理论指导下，由药物、食物和调

料，三者调配精制而成。

药膳也不同于单纯的中药方剂，可区别于普通食品，它取药物之性和食物这养料

味，具有特殊的形、美、味的作用。药借食力，循经入脏，调补功能明显增强；食助药

性，另人喜食膳用，冶疾而不损正气。药与食两者相辅相成，使良药苦口，变良药可

口，相得益彰。

Ӟ̵ჴᤑ୩យᛈ᷽ৼ

滋补强身药膳是供无病但体弱的人食用的，它主要是通过调理脏腑器官和组织的功

能，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目的。

滋补强身药膳主要包括健脾益气药膳、开胃健脾药膳、健脾利尿药膳、温胃止痛药

膳、滋补肺阴药膳、养心安神药膳、温补肾阳药膳、滋补肾阴药膳、滋补肝。肾药膳、

补气药膳、气血双补药膳等。十全大补饺子、人参饺子、豆蔻饺子、茯苓包子等药膳的

用料、制法。

十全大补饺子

[用  料]  党参10克，炙黄芪10克，肉桂3克，熟地黄15克，炒白术10克，猪肚

50克，生姜30克，葱、料酒、花椒、食盐、味精各适量。

[制  法]  将以上中药装入洁净的纱布袋内，扎口备用。将猪肉、墨鱼、猪肚洗

净，生姜拍破备用。将猪肉、墨鱼、猪肚、药袋放入锅人，加水适量放入生姜、花椒、

料酒、食盐，置于武火上烧沸，后用文火熬制，用熬好的汁配入瘦猪肉馅拌好。

ԫ̵؋כፅយᛈ᷽ৼ

保健益寿药膳是根据用膳者的生理、病理特点而制作的，起增进健康和抗衰老作用

的膳食。它主要是通过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和协调功能。从而达到促进发育、调理气血或

抗老延年的目的。

保健益寿药膳可分为儿童保健药膳、妇女保健药膳和老年保健药膳。常用的保健益

寿药膳有人参防风饺子、参麦团鱼饺子、虫草鸭子饺子、杜仲腰花饺子、乌鸡白凤饺

子、小儿八珍饺子、芡实饺子等。

ӣ̵လዌዤየጱយᛈ᷽ৼ

治疗疾病的药膳是针对病人的病情制作的，起治疗作用或辅住治疗作用的膳食。它

可以通过长期服用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适宜慢性病患者，包括高血压药膳饺子、

冠心病药膳饺子、糖尿病药膳饺子、高脂血症药膳饺子、肝病药膳饺子、肺病药膳饺

子、胃肠药膳饺子、贫血药膳饺子、失眠症药膳饺子、妇科病药膳饺子等。

药膳基本知识

1、人参  人参种类极多，常用的是吉林红参、生晒参。人参含有多种皂甙和挥发油、多糖类，维生

素B1、B2、C等成分。对神经系统有良好的调节作用，有促性激素样作用，还有强心作用。能降低血

糖，增强造血机能，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提高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免疫功能。人参还可

促进蛋白质的合成，抑制高胆固醇血症的发生，对慢性病的康复有促进作用。人参和黄芪都有促进人体

细胞发育，增加细胞分裂次数的作用。美国学者海弗利克认为，人体细胞大约分裂50次就停止了。细胞

每分裂1次需要2.4年，如果能达到分裂50次，就可活到120岁。所以用人参、黄芪做成药膳，可以延年增

寿。其性甘温，大补元气。

2、党参  以山西的潞党参为优，故处方常写潞参或潞党参。其性甘温，含有菊糖、生物碱、皂甙、

维生素B1、B 2等成分，能兴奋中枢神经，使精神振奋，消除疲劳。能增加红细胞和血色，并能增加免

疫力。补气弱于人参，临床上常用价廉的党参代替人参，除了气虚危重，出现虚脱（休克），党参难以

代替人参以外，一般都能起到人参治气虚证候的作用。

3、白术  以浙江出产的白术为 好。其性甘苦温，为健脾益气的主要药物，常与党参、茯苓、炙甘

草配成四君子汤，是中医健脾益气的基础方，健脾益气药膳也是以四君子汤中的药物为基本药物与食物

配制而成。白术含挥发油，油中主要成分为苍术醇和苍术酮，含有维生素A类物质，有保护肚脏，降低

血糖，增强体力等作用。能促进胃肠液分泌，有增强消化功能的作用。

4、大枣  因其皮色红，故又叫红枣，有“活维生素丸”之称。一位医生在虚弱患者中做过比较实

验，凡是连续吃大枣的，其健康恢复速度比单纯服多种维生素药物快3倍以上。维生素C的含量在水果中

名列前茅，比苹果、桃子等高100倍左右；维生素P的含量居百果之冠。大枣还含有蛋白质、脂肪、有机

酸、胡萝卜素，干枣含糖量高达60%以上，婴幼儿吃枣泥，比吃水果糖营养价值更高。老年人吃大枣能

保颜益寿，谚语说：“一日吃三枣，一生不显老。”大枣还能使血清总蛋白和白蛋白提高，有抗过敏作

用，抑制对人体不利的免疫反应。大枣甘平无毒，中医称为“脾之果”，是健脾益气的佳品，对脾胃虚

弱、气血不足的症侯都能发挥治疗作用。在健脾益气药膳和保健增寿药膳中，枣均为主要原料。山东药

陵的金丝枣、山西运城的相枣、河南灵定的灵固红枣、河北曲阳阜平的大红枣都是举世闻名的。

5、黄芪  甘温，含有糖类、叶酸和多种氨基酸等成分。它能兴奋中枢神经系统，所以能提精神，抗

疲劳；能提高免疫功能，增强抗病力，以防止气虚、感冒和感染颇为有效，还有强心利尿作用和降压作

用。含有微量元素硒，硒是癌症的天敌，所以黄芪有抗癌作用。

6、当归  性味甘辛温，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的功能。现代研究，当归含有叶酸、烟

酸、维生素12、E等成分，有抗贫血、改善血循环、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等作用，对冠心病有防治作

用，对肝脏有保护作用，可防止肝糖之减少。根据对长寿皇帝干隆医方的分析，发现在他的保健方中当

归用得 多，认为当归对防治老年心血管病有重要意义，从而起到抗衰老的作用。当归以秦归出产在陕

西和甘肃的为 好，用以补血是用归头和归身，用以活血则是用归尾。

郑记膳食常用药物功效

郑记膳食常用药物功效



7、何首乌  性味甘苦涩微温，制首乌有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延年益寿之功；生首乌有

润润肠通便之力。现代研究，首乌含蒽醌衍生物、卵磷酯以及肾上腺皮质类物质，对动脉硬化、

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症，以及脑供血不足者，有良好的效果，临床发现，首乌还能提高T淋

巴细胞的功能，增强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从而起到抗老益寿的效果。

8、枸杞  性味甘平，具有养阴补血，益精明目的功效。含有甜菜碱和多种不饱和脂肪酸、氨

基酸、维生素等成分。甜菜碱能抑制脂肪在肝细胞内沉积，促使肝细胞新生，可防止肝硬化；还

可解除四氯化碳对肝脏的毒害作用，能保护肝脏。枸杞还有明显的降血压和降血糖的作用。临床

上还用于治疗眼目昏花、视力减退等眼科疾病。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记载了蓬莱县南丘村的人喜吃枸杞，因而人多长寿的事例。现在

证实，枸杞能提高T淋巴细胞、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又能防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老年人易

患的危及生命的疾病，所以能延年益寿。常服以枸杞为主配制成的药膳，对健康长寿必有作用。

9、龙眼肉  性味甘温，有养心神补血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心脾血虚的心悸怔忡、失眠、记

忆力减退症。龙眼既是药物又是食品，含葡萄糖、蔗糖、酒石酸、腺嘌呤胆碱、蛋白质等成分。

其乳白色、半透明果浆，色泽晶莹，鲜嫩爽口，味甜如雪而清香，似荔枝但不易上火。有人认

为，龙眼治脾病功胜大枣，且无大枣壅气之弊。其实，各有各的用处，脾气虚者用大枣，心脾血

虚、脑力衰退者用龙眼。龙眼偏于养血，大枣偏于补气。龙眼又叫桂圆，主要配入养心补血安神

的药膳之中。我国南方各地都产龙眼，其中以福建的“虎眼”、广东的“石硖龙眼”、四川泸州

桂圆 为有名。

10、干姜  乃生姜冬季采挖后晒干或烘干而成的。干姜性味辛温胜于生姜，生姜偏于发汗祛

风寒，干姜善于温中暖脾。生姜经炮制加工后又叫炮姜，炮姜长于止慢性腹泻。姜含有挥发油、

姜辣素、姜酮等。生姜含挥发油多，所以长于发汗解表。干姜主要含姜辣素，产热量比生姜高，

但不含维生素C，而生姜尤其是子姜含维生素C特别多，每100克中高达56毫克。因此，作用各不

相同。以干姜做的药膳，主要用于治疗脾胃虚寒的证候，若主要表现为腹泻者，则用炮姜。生姜

除用以发汗解表，治疗风寒感冒外，主要用做调味品。孔子有“不撤姜食”之说，说明孔子喜欢

吃姜。宋代苏东坡对医药也颇有研究，他在《东坡杂记》中记载了常吃生姜长寿的例子：

钱塘净惠寺的和尚，年纪80多岁，颜如童子，连服生姜20年而未停止。

因此，姜成了配制药膳用得 多、 广的原料。

11、肉桂  甘辛大热，无毒，有温中助阳、散寒止痛的功效。主要用于肾阳虚或脾肾阳虚之

症。也常配入补益气血的方剂中，以促进气血生长。还用以治疗膀胱气化不行的小便不利。中医

还用少许上等肉桂引火归原，以治虚火土炙的症候。肉桂主要含挥发油，油中含桂皮醛、桂皮乙

酸脂等，桂皮油能刺激胃肠道，消化机能，缓解胃肠痉挛性疼痛，排出积气，并能增加血液循

环。桂皮常用做调味品，特别是属卤菜类药膳，是必需的原料。桂枝为肉桂的嫩枝，其性味为辛

甘温，有散寒解表，调和营养，温经止痛，助阳化气的作用。临床可用以治疗风寒感冒、风寒湿

痹症（风湿性关节炎）、痰饮及膀胱气化不行的小便不利。还有振奋心阳，加强血行，提高血压

的功能。

12、紫河车  甘碱温，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紫河车即人胎盘，含蛋白质、糖、钙、

维生素、免疫因子、雌性激素、助孕酮、类固醇激素、促性腺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能促

进乳腺和女性生殖器发育；能增强抵抗力、免疫力和抗过敏作用；用于治疗各种虚症和女性生殖器发

育不良、男性性功能消退等。紫河车有很强的“扶正固本”延年益寿作用。据《扶寿精方》载：“一

妇年近六十，衰惫日侵，用此味加补血药作丸服，即效。自后自制常服，寿至九十，强健如壮。”苏

联研究试验“可活到200岁的长寿法”所注射的人胎盘血清与我国用紫河车抗老延寿有异曲同工之

妙。

13、黄精  甘平，有润肺、滋肾、养胃之功，主治肺阴虚、胃阴虚以及肾阴不足的证候。黄精含

有粘液质、淀粉和糖等成分。现在实验研究发现，黄精有提高人体T淋细胞的作用；黄精还能降低血

糖、降胆固醇，对防治老人常见病中的心血管病、糖尿病有一定的作用，因而有延年益寿的作用。东

汉著名医学家华佗传给弟子攀阿的“漆叶青粘散”中有青粘就是黄精。攀阿坚持服食此方，活了

100多岁。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而食之可以长生。”

14、菊花  辛甘微寒，有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解热毒之功。含有挥发油、菊甙、黄酮类、维生

素A类物质及维生素B1等。有镇静、解热、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血流流量，以及抗

病毒、细菌等作用。野菊花全株可入药，清热解毒之力胜过家菊。白菊花降血脂、扩张冠状动脉，长

于治疗冠心病。古人还认为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15、杏仁  甘苦平，有小毒。有止咳平喘、润肠通便之功。可用于外感、内伤之多种咳喘。含苦

杏仁甙、苦杏仁酶等，苦杏仁甙可分解产生氢氰酸，微量的氢氰酸以呼吸中枢呈镇静作用，而有镇

咳、平喘的功效；但大剂量的杏仁，尤其是带皮、尖者，氢氰酸含量过高，易中毒。此处，杏仁含脂

肪油，有润肠通便的作用；还含有维生素B17，能促进细胞新生，有抗衰老作用，所以有不少药膳糖

果中配有杏仁。

16、杏  与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传说三国时有位名医叫董奉，酷爱杏树。他给人治病，从不收药费。治好一个病人，只让病家给

种植杏树，轻病种1株，重症种3~5株不等，听其自愿和自便。经过数年，竟得10万余株，成了一大片

杏林，号称“董仙杏林”。董医生将卖杏所得的钱，除了买药材外，还换大米接济贫苦人。因此，病

人和穷人都非常感谢他，送给他“杏林春暖”的扁额，以表心意。

据此，后人常以“杏林”作为对医家的赞美之词。现在的《中医报》也以“杏苑”为专栏标题，

介绍全国名医。

17、山楂  甘酸平，有清油腻、化肉积之功。含有丰富的酸类物质（苹果酸、柠檬酸、琥珀酸

等）和维生素C，难促进胃液和胆汗的分泌，增加胃内酵素的作用，主要用于治疗食欲不振、消化不

良、良滞肉积之症。还有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软化血管之功，所以常用以治疗心血管疾病。山

楂对老年性心脏病及二尖瓣狭窄的症状，也有治疗作用。山楂与其它药食与制成多种药膳，主要是取

山楂消肉积、解油腻，降血脂、血压、血糖，以及活血化瘀之功。但山楂是酸性，忌在铁锅中煎煮，

因为酸溶解铁锅中的铁后，生成低铁化合物，吃后易引起中毒。

18、茯苓  性味甘平，有健脾利尿、宁心安神、延年益寿之功。含茯苓酸、钾盐、B茯苓聚糖、

蛋白质等，与菌灵芝同科，能改善神经、消化、循环、呼吸等功能，且能降血脂、抗肿瘤，所以《神

农本草经》载：“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并非妄说。唐代孙思邈也说：“茯苓久服，百日百病

除。”宋代苏东坡对茯苓的保健益寿价值甚为推崇，专门写了《茯苓赋》。茯苓以云南出产的为

好，所以一般在处方上都写“云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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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姑娘的故事
人参是非常珍贵的中药材，为五加科，多年生草本 头。

植物人参根，有起死回生、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 人参姑娘一口气跑了九个山头，累得直喘气。她找

津安神的功效，而且有很多传奇故事。 到一根被风刮倒的树木，就躲到树木底下，心想只要

很久以前，长白山里的一片山坡上，住着一个人参 太阳下山，挖参人就找不到自己了。正在这时，只听

姑娘和她的一群弟弟。这里山清水秀，草木繁茂，人 见乱草一阵响，人参姑娘还没回过神来，就被进宝挖

参姑娘和她的弟弟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出来了。大伙儿十分高兴，让山里通带着人参姑娘下

这年春天，冰雪消融，有一伙挖参人来到这里，搭 山卖个好价钱。

起窝棚住下，准备在这片山坡上寻找人参。可是他们 人参姑娘被挖走了，人参娃娃们回来找不到姐姐，

一连干了七八天，连一片人参叶子都没见到，大伙都 急得直哭。他们找到进宝，非要进宝把人参姑娘放回

有点泄气。领头的老汉外号“山里通”，他对大伙儿 来。进宝说自己也是穷苦人，靠进山挖人参养家，再

说这里山清水秀，草木放光，一定有大人参，让大家 说山里通已带着人参姑娘下山了。于是人参娃娃们就

别泄气，大伙儿又安下心来在这片山坡上仔细搜寻。 交给进宝一根骨钎子，让进宝追上山里通，用骨钎子

这几天，人参姑娘带着弟弟们东躲西藏，担惊受 在那棵人参阔大上扎两个小眼儿，人参姑娘就能跑回

怕。一天夜里，人参姑娘和弟弟们商量，让弟弟们都 长白山。人参娃娃们请他们放心，人参姑娘一定会等

搬到别的山坡去住，自己在这儿看家。弟弟们怕姐姐 到卖给有钱的财主以后再回山，从而让进宝、山里通

被挖参人抓住，便要求姐姐和大家一起走。人参姑娘 等穷苦人有饭吃。

说自己一天能跑九个山头，挖参人捉不住她，让弟弟 山里通一想也对，反正那些买参的财主钱也不是正

们放心。他们正商量着，这时，挖参人中有个青年人 路来的。就打开人参包，在人参头上扎两个小眼。说

名叫进宝，出来解手。他听到山坡上有人说话，心想 也怪，这棵人参真睁开了眼睛瞅着他们笑似的。

半夜里还有谁在山坡上呢？他悄悄走到附近，一看是 山里通到了城里，找到一户财主家。财主一见这棵

个大姑娘和几个小男孩在商量事情。他一不留神，脚 人参就眼睛放光，原来，这个财主也是个内行，他知

下踩着的枯树枝发出“哗啦”一声响，忽然，姑娘和 道这是人参姑娘，百年难逢。于是，他出大价钱把人

小男孩都不见了。 参买下了。

进宝回到窝棚，把刚才看到的情景对山里通说了。 财主把家里人叫到一起，拿出那棵宝参来，用金钎

山里通心里明白这是遇到人参姑娘了。他仔细问明地 子一敲银盘子，叫人参姑娘倒两碗茶。这时，就见这

点，第二天一早就让进宝带着大伙儿直奔那里而去。 棵人参在银盘子里一转，没有了，但地下却突然站着

大家找了半天什么都没发现。这时，突然听到山里 个十四五岁的姑娘，拿着两碗茶水放在桌上。财主一

通大叫一声“棒槌”（长白山里人对人参的一种叫 敲银盘子，要人参姑娘再找十棵人参来。只见人参姑

法），大伙儿到跟前一看，什么都没有。山里通告诉 娘涨红了脸，在地上直转，转着转着升起一股白烟，

大伙，刚才找到一棵人参，顶着两个红亮红亮的参 姑娘刹那间就没踪影了，再一看银盘子里，人参也不

籽，一喊就不见了。这就是一天能跑九个山头的人参 见了。

姑娘。大家一听来了劲儿，忙让山里通带着去追人参 当天晚上，进宝在长白山里又见到了人参姑娘。人

姑娘。 参姑娘感谢进宝的好心，让进宝留在山里和她一起生

山里通带着人一连追了八个山头，每个山头都有人 活，照顾人参娃娃们。从此，长白山里的人参娃娃都

看见过那个人参姑娘，但每个山头也都是一喊就不见 长得白白胖胖，漫山遍野，好心人很容易见到，而坏

了。只有进宝没有看见。日头眼看要下山了，大伙儿 蛋费尽心机也找不到，因为人参娃娃都学会了一天跑

有点泄劲了，只有进宝不服气，让大伙儿再追一个山 九个山头的本领，坏蛋是追不上他们的。

何首乌
《本草纲目》就记载了何首乌

延年益寿的事例：唐朝元和七年，

顺州南河县有个叫何田儿的人，从

小身体虚弱多病，没有性要求，到

了58岁还不想娶妻。后来偶然在山

上挖到一棵草根，带回家里煮熟

吃，觉得好吃，于是连续吃了7天，

突然产生想找配偶的念头。又去山

中挖了许多，接连吃了几个月，身

体逐渐强健起来，力气也愈来愈

壮；吃了一年之后，全身大小疾病

都痊愈了，头发乌黑发亮，变得像

青壮年一样。随即成婚，一年后生

了儿子，取名延秀。这时何田儿因

为能生育传宗接代了，高兴地把自

己的名字改为“能嗣”。自此以

后，父子俩常吃此药，都活到130

岁。为纪念这种能使白发转黑、延

年益寿的好药，他的孙子取名为首

乌，因为姓何，人称“何首乌”。

日子一久，何首乌就变成这个不知

名的药物的名称了。关于何首乌延

年益寿的传说是很多的。

著名的首乌延寿丸，经清代验

证，确有延年益寿之功。所以以何

首乌为主的药膳也有类似的作用。

黄   精
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收载了一个服黄精轻身延

年的故事：

有一财主为富不仁，虐待用人。有位女佣人不甘受辱，

只身逃往山中以野果野菜充饥。一天，她发现一株枝叶油嫩

可爱的野菜，便拔出其根，一尝，甜美可口，她立即饱餐一

顿。以后，天天以此为食，久而久之，觉得自己身体轻盈敏

捷，行动灵便。一天晚上，她睡在一棵大树下，突然一阵狂

风吹得草木乱动，哗哗作响。她从梦中惊醒，以为是猛虎扑

业，遂纵身一跳，直上树梢。到天亮时，想回到地上，又纵

身一跳，竟出乎意外的腾空而起，像鸟儿在天空飞翔。她高

兴极了，时而飞往这座山头，时而飞往那个树梢，真是海阔

天空任她翱翔。几年之后，上山砍柴的人发现了她，于是告

诉了财主。财主又四处张网，把她赶到悬崖绝壁，三面团团

围住，她竟从绝壁上腾空而起。财主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回到家里，财主坐下来冥思苦想：难道一个卑贱的奴婢也能

成仙？当了神仙的人是不吃人间烟火食的，给她摆上好酒好

肉，看她吃不吃？第二天，他叫佣人们于要道处摆上香气扑

鼻的丰盛酒席，暗中等候。那位能飞的女婢从未享受过这样

丰盛的美餐，她不知是计，竟飞来就餐。如此十天半月，每

天酒足饭饱，再也不吃那野草根了。她一天天肥胖起来，不

但飞不起来，连跑也感到吃力了。后来终于被财主捉住。问

她为什么以前能飞，现在又飞不起来了呢？她说，自从她吃

那野菜根后，一天天觉得身体轻灵，以后不知不觉就会飞

了。现在天天吃肉吃酒，就飞不起来了。

这个传说故事中的“野菜根”，就是黄精。

郑记膳食常用药物传奇故事

杏

过去，中医店还有“虎守杏林”的条幅，原来民间流传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一只老虎张着大口来到董奉的药店门前，众人皆惊散，而虎并未人之意，只是张着

口，似有求救之状。董奉隔着门缝仔细观察，见虎喉中被一块骨头卡着，他便冒着危险，从虎

口中取出骨头。老虎为了报答他，便为他看守杏林。

这个故事未必确有其事，无非说明董奉医术高明，认真负责，一视同仁之意。

吃杏仁可以长寿之说，不仅我国有，在美国也引起轰动。

据说，1922年，美国医学家罗伯特、麦卡利桑等人，探访了喜马拉雅山麓一个遍布杏林、

人口仅5万的地区，当地人寿命很长，原因在于他们长年以杏子和杏仁充饥，并且不得癌症。

杏仁所含苦杏仁甙（维生素B17）有防治癌症、延长寿命的作用一直轰动了几十年。

早在我国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就曾指出杏仁酥有轻身延年的功效。

这里，应当提及的是，杏子和杏仁虽可常吃，但每次不可多吃以防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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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化丹参
丹参为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丹参的根及根茎 给妈妈采点药。便对渔霸说：“我去采药也可以，但

可入药，有活血调经、凉血消痛、安神的功效。 你要找人侍候我妈妈，还要给我准备好船只、干粮、

相传很久以前，东海岸边有个渔村，村里住着许 和盘缠。”渔霸听了满口答应，立即按照阿明的要求

多渔民和一个渔霸。一天渔霸的老婆患了重病，请了 去做了。阿明第二天就驾船出海了，凭着高超的水性

很多医生，花了不计其数的钱财，都没有给她治好 和勇敢的精神，绕过了一个个暗礁，冲过了一个个浪

病。正在一筹莫展时，有人说东海中有个无名岛，岛 头，通过了一个个激流险滩，终于闯过“鬼门关”，

上生长着一种草药，一定能治渔霸老婆的病。渔霸心 登上了无名岛。他急忙上岸，四处寻找那开着紫花、

中升起希望，但希望的火花很快就黯淡了。因为人称 根是红色的药草。找到后迅速连根挖出来，一会儿就

无名岛为“鬼门关”，暗礁林立，而且海上风猛浪 弄了一大捆，并把药草藏在船舱里。临走时，阿明没

大，水流湍急，船难靠近，人就更难上岛了。渔霸左 忘记拔了些野草，用来应付渔霸。

思右想，绞尽脑汁，突然眼前一亮，他想起了一个名 阿明终于按规定的时间返回渔村。船刚刚靠岸，

叫阿明的青年。 渔霸就派人把他采来的野草抢走了，立即叫人给老婆

阿明从小没有了父亲，是在风浪中长大的，自幼 煎服。谁知他老婆吃了药后，不但不见效果，病情反

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人称“小蛟龙”。渔霸便派人把 而一天天加重。没过几天就命归黄泉了。而阿明的妈

阿明叫来，逼他去采药。阿明说：“我妈妈也病了， 妈吃了药后病很快就痊愈了。阿明把剩下的药草分给

医生说是淋漓漏下。我得在家侍候她。”渔霸一听， 同村的渔民们，防备以后万一再得这种病。他知道渔

火冒三丈，责令阿明说：“你小子马上给我去无名 霸不会跟自己善罢甘休，就和母亲悄悄地远走他乡。

岛，限你5天内把岛上的药采回来。不去，以后就别 人们都敬佩阿明不畏艰险、不畏强暴，采药救母亲的

想出海打鱼，饿死你们娘俩。”阿明听了非常气愤， 高尚情操，都说这种药草凝结了阿明的一片丹心，就

但又不敢怒不敢言。转念一想，妈妈也有病，正等着 给它取名叫“丹心”。后来在流传过程中，取其谐音

药吃呢。与其跟他顽抗到底，不如将计就计，顺便也 就变成“丹参”了。

荷花出水会蜻蜓
相传在隋代，高邮湖西有一位姓何的老秀才，不惑之年添了个女儿，起名“荷花”，爱如掌上明珠。

一晃17年过去，荷花出落成为一位相貌出众的姑娘。求亲说媒的几乎踏破了门槛，但荷花姑娘总是不肯应

允。原来荷花心中已经有了如意郎君，叫“秦廷”。两人情投意合，早已私订终身，老秀才见他郎才女貌

也十分般配，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并准备筹办婚事。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此时隋炀帝到扬州看琼花，见这

一带女子长得特别漂亮，于是就下令广征美女，充实后宫。这荷花恰在应征之列。临别之时荷花与秦廷抱

头痛哭，难舍难分。荷花赠他丝带，秦廷赠她玉笙，以此作为信物，誓不相负。入宫之后，隋炀帝见荷花

天姿国色、美貌绝伦，龙颜大悦，册封她为“芙蕖贵妃”，还特地为她修建一座宫殿，取名“莲藕宫”。

可荷花姑娘天生高洁，不愿享受荣华富贵，更不肯攀龙附凤，整日里以泪洗面，郁郁寡欢，只是想念秦

廷。

御幸之日眼看就要到来，荷花无计可施，决心以死相拼。想到这里心情倒平静下来，朦朦胧胧地睡着

了。梦中好像见到一位老婆婆对她说：“芙渠贵妃，我送你一件前衫，你穿上之后，那昏君就不敢靠身

了。”荷花醒来一看，身边果然有一件绿色衣衫。她穿在身上正好合身。原来送衣衫给她的那位老婆婆就

是观音菩萨。当晚隋炀帝御幸莲藕宫，见美人躺在床上，十分欣喜，连忙扑上去宽衣解带。谁料想荷花浑

身长满刺，扎得昏君嗷嗷直叫，龙颜震怒，立刻将荷花打入冷宫。荷花被打入冷宫后受尽折磨。

再说这一年秦廷借赶考的机会，进京来探望荷花。听人说荷花身上长刺，已被打入冷宫。秦廷将信将

疑，心想她就是浑身长刺，我也要娶她为妻。这一天他扮成一个送柴的杂役，偷偷混进皇宫。深宫内院房

舍边片，到哪里去找荷花呢？正迟疑之间，忽听有人吹奏玉笙。声音悲伤哀婉，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秦

廷循声前去，果然见到了荷花。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互相诉说离别之苦。此时荷花身上的针刺也随之脱

落了，两人真是又惊又喜。

谁知正在逃走的时候，他们不幸被卫兵发现了，可怜的秦廷被活活打死，荷花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也

一头栽入水池中以死殉情。荷花死后，水中开出一朵朵美丽的鲜花。人们就称它叫“荷花”，也有人称

“芙蕖”。玉笙落入水中变成了藕，绿色的衣衫变成了荷叶，秦廷死后变成了一只昆虫，就是现在的“蜻

蜓”。每当荷花出水的时候，它总是恋恋不舍，在荷塘里飞来飞去，久久不肯离去。

枸  杞
《圣惠方》记载了枸杞延年益寿的趣事：有一

人出差到西河，路上看到一位十五六岁姑娘打一位

八十九岁的白发老翁。出差人十分奇怪，便问那姑

娘，老人是她什么人，为什么少年人竟打老年人

呢？姑娘回答说是她的曾孙。因为有好药他不肯

吃，以致年纪轻轻的就这样老态龙钟了，头发白，

牙齿掉，走也走不动了，看了令人气愤，所以打

他。出差人问姑娘多大岁数？姑娘说她才372岁。

出差人不禁大吃一惊，忙向姑娘请教，吃的什么仙

丹？姑娘笑着说，哪有什么仙丹，这味药有5个名

字，春天叫“天精”，夏天叫“枸杞”，秋天名

“地骨”，冬天称“仙人杖”，又叫“西王母

杖”。若一年四季常吃不断，就可以与天地齐寿。

黄  芪
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善良的老人，名叫戴糁。他善

于针灸治疗术，为人厚道，待人谦和，一生乐于助他

人。后来，由于救崖儿童身亡。老人形瘦，面肌淡黄，

人们以尊老之称而敬呼之“黄耆”，老人去世后，人们

为了纪念他，便将老人墓旁生长的一种具有味甜，且具

有补中益气、止汗、利水消肿、除毒生肌作用的草药称

为“黄芪”，并用它救治了很多病人，在民间广为流

传。

后来唐肃宗刚继位不久，太后突然昏迷过去，牙关

紧闭。文武百官一筹莫展。肃宗十分焦急，忽然想起黄

芪有益气之功，便对御医说：“太后既然口禁不能服

药，宜把黄芪煮汤，用汤气治疗，药入皮肤，可望治

好。”御医赶忙煮黄芪汤数斛，置于太后榻下。顿时满

室药味弥漫，不多时，太后苏醒，病慢慢好了。

都
梁
白
芷

公元960元，宋太祖赵匡胤建都汴梁（今开封），一时太平盛世，人才荟萃。传

说南方一富商的掌上明珠年方二八，患痛经症，每逢行经即腹部剧痛。虽遍访当地

名医，疗效甚微，痼疾缠绵，形体日衰，容颜憔悴精神萎靡。急得富翁食不甘味，

夜不成寝。为了治好千金之疾，富翁携爱女日夜兼程向京都寻找名医。赶至汴梁，

适逢女儿经期，腹痛顿作，呼天抢地。正巧，一采药的老翁路过闻之，经仔细询问

病情后，从药篓里取出白芷一束相赠，嘱咐以沸水洗净，水煎饮用。富翁半信半

疑，但眼看女儿疼痛难忍，无药可施，只好一试。不料，一煎服而痛缓，二煎服而

痛止，又服数煎后，次月行经，安危无恙。富翁喜出望外，四处寻觅采药老翁以重

金酬谢。从此，白芷一药，在庶民百姓中广为流传，后有人先把白芷用沸水泡洗四

五遍，晾干后研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因香白芷在京都汴梁觅得，故取都梁为

名，更增添了它的神奇色彩。



中华饺子达人郑欣儒
郑欣儒是中国药膳饺子秘方唯一持有人，几十年来他苦心钻研配方的奥秘，深刻挖掘药膳饺子文化

历史渊源，遍访名师、名饺，整理了上百万字的笔记，从而进一步完善了郑记饺子制作理论，经过上万

次的反复实践，真正领悟到了传统美味的真谛。郑记饺子聚万方之精，采千家之长，扬百年之名，在中

国饺子史上重笔写下了灿烂辉煌的动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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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欣儒生于1954年，河北曲阳县人。1972年参军，历任新兵连文书、汽车连文书、司令部文书、副

政指导员、政治部干事等职。转业后任定州市总司屯办事处秘书兼团委书记、人事局公务员、后调曲阳

县任劳人局办公室主任、执法大队长、失业保险所所长等职。退二线后被聘为中国石雕研究会常务理事

兼秘书长，从事石雕研究，写出了很多优秀论文和石头乐章，历经十年寒暑，踏遍祖国山川，访师问

匠，编著了曲阳雕刻史书《曲阳问匠》，为曲阳雕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具大的推动作用。努力研

究饺子文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饺子史书《郑记饺子文化探秘》，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他在部队是一名

优秀军官，回到地方连续五年评为优秀国家公务员，他人老心不老，人退心不退，努力实践着为家乡文

化建设事业做一翻贡献的誓言，他在回忆自己生活工作经历中写到：生在新中国，长在新环境，自幼背

语录，歌唱东方红。十年寒窗苦，大学自修成，青春献国防，戎边绥远城。英雄汽车兵，雪灾救内蒙，

唐山大地震，飞车送急用。军事大演习，后勤作保证，转战七八年，立足在天津。平凡无战事，情洒在

军营。转业定州城，乡镇文秘工，军官培训地，撩我思乡情。回乡劳人局，日月又匆匆，军转建平房，

家属享安宁。征地建楼房，劳人得办公，事业创佳绩，功过后人评。天命退二线，祖传饺子营，闲暇无

琐事，奋笔石里耕。著成雕刻史，再写饺子经，天下无难事，有志定能成。参社会活动，创和谐安宁，

不求多富贵，但愿健康生！这是一位近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自身简要总结，虽平凡而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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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欣儒为彰显郑记饺子深厚的历史文化，集几十年功底、经验、智慧、胆略，经过68天的精心准

备，于2010年12月22日冬至节，在卫生、计量、公证、新闻媒体现场监督下，制作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特

大饺子，长125厘米，宽90厘米，高25厘米，重达88.8公斤，采用十大系列饺子馅，642种馅心，包制了

2945个小饺子，经基尼斯总部确定为包有 多饺子的饺子郑记集团式巨型多味饺子，并颁发了创记录证

书，现场100多人分享了这千年不遇的美味饺子。主要创意是：642代表传承年；25代表传承代数；90代

表从皇宫到民间传承人郑俊江之年龄；88.8是天意吉祥数，代表郑记饺子八十年不衰，发展、发达、发

财之寓意。2945代表中国二十一世纪鸿运久安，昌盛不衰。巨型饺子集文化、道德、智慧、精神于一

体，在中国饺子史上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县委常委副县长王辉永亲自主刀打开，里面露出五彩缤纷、气味芳香的饺子，正是：一饺蕴涵古来

香，千饺百味百人尝；美味佳肴出郑记，绝技传承后人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书法家、诗人陈文增挥

毫写下了：文章大块续新篇，百味人生字字刊，沧海曾经难作水，彤云信自出巫山的诗句。书法家张乐

呆提写了：郑记饺子茅台酒，右军书法杜甫诗的盈联。我国著名书法家陈东来当场题写了《饺子王》八

尺大字。曲阳著名摄影家刘向阳这样评述郑记饺子，一生中 爱吃的是饺子，唯有郑记与众不同，让我

时常惦记。薄薄的面皮，肉滚滚的大馅，只咬一小口便香气扑鼻，浸透心底。微微药香与鲜嫩结合在一

起，咸淡适口，香而不腻，脆爽味美达至极，开胃养颜又健脾，既尝鲜又解馋，让我陶醉，让我回味，

让我永远难以忘记，饺子配方宫廷秘密。传承久远，曾香醉过20多位皇帝，郑记饺子国之瑰宝，民之福

气，让我崇敬，让我着迷，郑记饺子我今生的回忆！并将饺子制作的照片和文章发到了网上，中国各大

网站纷纷转发，中央、山东、广州、河北、保定、曲阳电视台专题新闻播报，郑记饺子一夜传遍全球。

郑欣儒之外甥女从美国发来短信说：从新闻中看到郑记饺子创世界基尼斯记录非常高兴，祝饺子越做越

大，兔年越蹦越高，蹦向世界之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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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饺子史
饺子是一种人们爱吃的食品，而且是一种内含丰富的文化现象，吃饺子

不仅是一种食行为，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它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形成和

同步发展。饺子文化是以物质为载体，以饮食为中心，反映人类世代劳动成

就的文化形态，它既包含了物的部分，食，也包含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中

所获得的品格和行为方法，以及由此所积聚起来的风俗，礼仪、意识精神复

合体。饺子虽小文化却大，研究范围很广，大体包括四方面：一是饺子发明

发展史；二是饺子与文学、哲学、艺术、中医、中药、药膳、养生、营养等

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糸；三是饺子制作的研究，包括制作工艺、包装设计

等方面；四是饺子与

洒文化的结合。

饮食，是全世界共

同的文化现象，也是

社会学、民俗学、及

科 技 研 究 的 重 要 领

域。从食在人类中出

现开始，人们就以极

大的热情不断地探索

它的秘密，充实着它

的内容，开创着它的

领域。饮食文化作为

社会文明与物质生活

进步的客观体现，是

人们摆脱了单一的饮食生活需求，而在精神方面更高一步的满足的产物，向

着时尚、健康、美丽、长寿的道路发展。人们把饺子、饺子馅视为融洽感

情、沟通思想、显示性格和发挥智慧的灵性之物是从父辈传承而来的。随着

历史的推移，浓郁芬芳的饺子之香将弥漫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每个国

家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世界饺子文

化，给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增添了丰富的情趣。（下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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