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旧北京， 炒锅行业很是兴旺， 炒锅行业出产的产品也
数不胜数， 单是花生、 瓜子， 就有许许多多的名目， 什么喜
庆果仁、 香酥果仁， 什么五香瓜子、 怪味瓜子、 炒葵花子、
炒西瓜子、 炒南瓜子， 再加上炒松子、 炒榛子等， 让人垂涎
欲滴。

老北京的“炒锅”您记得吗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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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元旦”
不是元旦

炒锅业的四大销售中心

早年间， 北京城里有四大炒锅业
产品集中销售地 。 分别在德胜门内 、
果子市、 朝阳门外和天桥。 在那四个
地方， 有很多坐商， 他们大多数有些
资金， 甚至是专营炒锅业产品的资本
家。 坐商在集中销售地等生产者把产
品卖给他们， 或是请他们去看产品的
成色， 然后成交。 他们买到了炒锅食
品又分为两种做买卖的形式， 一种是
就地出售， 一种是转手批发给小贩。

炒锅业四大产品集中销售地， 都
聚集着许多经营炒锅食品的小贩。 那
时候， 有许多店铺资金雄厚， 在经营
其他商品的同时， 也兼营一些炒锅食
品。 有些资金的小贩， 买进炒锅业食
品后， 就利用自己店铺的门脸， 或是
在门前摆个小摊出售， 换取一家人的
嚼谷。

等而下之的是根本没有资金的小
贩， 他们既无店铺、 字号及坐商那样
大宗进货的能力， 也无法摆设个摊点，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现趸现卖， 赚
取蝇头小利 ， 有的甚至靠赊销经营 。
那些小贩挑着挑子 ， 或是背个褡裢 ，
里边装上些个大花生、 五香瓜子、 酥
皮铁蚕豆， 行无定址， 沿街叫卖。

“瓜子韩”、“炒锅李”各个有绝招

卖炒锅业食品的不容易， 干炒锅
业这行就更苦了， 远的不说， 北京城
和平解放前头十几年干炒锅行业的人
真不少。 他们干活卖力气， 无非是为
了给自己和全家老小挣口饭吃， 炒锅
业里的活儿有技术， 又消耗体力， 累

的程度不亚于车站上的装卸工。 而且，
瓜子、 花生、 蚕豆、 榛子、 松子这些
个土产品 ， 无一不是裹着土粘着灰 ，
麻袋出麻袋进 ， 再加上拉风箱点火 ，
哪个作坊里一天到晚都是暴土扬场的，
一动手上锅台， 很快就成了 “土猴”。
无论是酷夏三伏， 还是腊月寒冬， 全
得在当院里干活， 挣口饭吃实在是很
不容易。

老北京吃炒锅这碗饭的很多， 竞
争也激烈 ， 出产的东西又是进嘴的 ，
要求干净且自不必说， 要想做出东西
有人买， 在这行业之中站住脚， 就非
得有拿手活儿不行。 逼得这一行人各
个得想主意， 创出点绝招儿来。 因此，
老北京的炒锅业出现了不少名人， 有
名的 “瓜子韩”、 叫得响的 “炒锅李”
等是炒锅业的 “状元”。 他们的产品都
有自己独此一家的特点， 货出手， 坐
商、 小贩抢着要， 买主买得凶， 成了
抢手货。 久而久之， 他们在炒锅业之
中便成了无人能够替代的角色， 甚至
是一个品种的独创之人。

色香味酥脆五点最重要

老北京的炒锅食品有不少讲究 ，
归结起来有五点最为至关重要 ： 色 、
香 、 味 、 酥 、 脆 。 色 ， 讲的是颜色 ，
颜色必须漂亮， 货卖一张皮， 买主搭
眼一瞧， 心里痛快， 瞧着喜兴， 吃过
的还想再买点， 没吃过的就非要买上
点儿品尝品尝不可了。 不然甭管你的
东西多好吃， 让人一看泥抹糊嘴儿的，
多想买点吃， 也就没了兴致， 倒了胃
口。 香， 是进了嘴以后的事， 甭管什
么东西， 放在嘴里一嚼， 干饽饽辣饼

子似的， 让人难受， 上一回当， 下回
就连想都不想了。 炒锅食品讲究的是
适口 ， 香味醇厚 ， 老在嘴里头转悠 ，
跟吃槟榔似的。 味， 说的是特点， 一
种吃食， 甭管加的是什么佐料， 也绝
不能丢了主体香， 不能没有了原来东
西的味儿。 要不然， 把花生炒出西葫
芦味儿来， 买主非拨拉脑袋不成。 重
要的是还得有特点， 同是炒瓜子， 你
炒出来的另一个味， 让人吃了还想着
下回。 几种瓜子往那一放， 各有特点，
别人也就没法把你挤塌了锅台。 土特
食品一经炒锅， 就绝不是胶皮糖能比
得了， 讲究的是个酥、 脆， 皮了的东
西， 骗一回人有可能， 下次就是说出
大天去也没人问了。 像老北京炒锅业
里的瓜子大王 “瓜子韩”、 “炒锅李”
李吉安， 他们的产品都是在这五点上
戳得住的。

解放以后头几年， 果子市、 德胜
门、 朝阳门外大街、 天桥等几个干果
市场仍然存在， 到了1954年， 市场的
规模开始慢慢缩小 。 统购统销之后 ，
国家的政策有所改变， 制作炒锅土产
食品的原料越来越少 ， 渐渐没有了 ，
干果市场上的炒锅土产食品也就越来
越少 。 以后出现了政策上的一刀切 ，
北京城里的炒锅业也就没了存身之地，
很快消失了。

公私合营之前， 北京的炒锅业曾
经走了一次小商贩集体化的路， 搞合
作商店， 前店后厂， 尚有小批量的生
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一些
老北京炒锅业的老人儿 ， 身怀绝技 ，
心里头又憋得慌了， 三三五五碰到一
块儿， 商量来商量去又干了起来， 产
品一投入市场 ， 大受欢迎 ， 上庙会 、
进商店总是供不应求。 许多老师傅又
走出家门， 重操旧艺， 年轻人开始学
徒 ， 断档多年的产品又重新出山了 。
北京的老炒锅业焕发出了青春！

摘自 《旧京人物与风情》

正月初一 ， 我们现在称 “春节 ”
或者 “过年 ”， 但在古代却称为 “元
旦”。 不过， 不同朝代仍有不同朝代的
称呼， 先秦时期叫 “上元”、 “元日”、
“改岁”、 “献岁” 等等； 两汉时期则
称为 “三朝 ”、 “岁旦 ”、 “正旦 ”、
“正日 ”； 魏晋时期又叫做 “元辰 ”、
“元日”、 “元首”、 “岁朝” 等； 唐宋
元明时期 ， 称为 “元旦 ”、 “元日 ”、
“岁日”、 “新正”、 “新元” 等； 而到
了清朝， 就一直叫 “元旦” 或 “元日”
了。 从以上各朝各代对 “春节” 的称
呼中我们可以看出， “春节” 在古时
候叫得最多的就是 “元日 ” 或 “元
旦”。 也就是说， 他们所说的元旦， 并
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阳历一月一日。

“元旦”是一个合成词，按单个字来
讲，“元”，在甲骨文中就是人的“头”，有
开始、第一之意。 “旦”，是天明天亮的
意思。 《说文解字》认为“旦”是“从日见
一上 ， 一 ， 地也 ”。 “旦 ” 是个象形
字， 表示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也
就是早晨的意思。 那么，“元旦”二字合
在一起就是新年的第一个早晨了。

单从 “元旦” 一词来说， 它最早
出自南朝诗人萧子云的 《介雅 》 诗 ：
“四气新元旦， 万寿初今朝。” 宋代吴
自牧 《梦粱录》 中也对 “元旦” 作了
解释： “正月朔日， 谓之元旦， 俗呼
为新年。” 房玄龄在 《晋书》 中也说：
“颛帝以孟春三月为元， 其时正朔元旦
之春。” 还有唐人成文斡 《元旦》 诗以
及南宋诗人陆游 《己酉元旦》 诗等等，
这里的 “元旦” 都是 “春节” 的意思。

其他称呼和出处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清朝消失以前， 没有把 “过年” 称
为 “春节” 的， 大都称为 “元旦”。 也
就是说， 这以前的 “元旦” 都不是阳
历的一月一日。 辛亥革命成功后， 孙
中山为了 “顺农时”、 “便统计”， 将
正月初一定为 “春节”， 将西历 （公历
或阳历） 的一月一日定为 “新年”。 这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 “过年” 称为
“春节”， 也是我国使用阳历的开始。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一步明确规定，
农历正月初一称为 “春节 ” ， 从此 ，
“春节” 之名正式列入中国节日法典，
与清明节、 端午节、 中秋节并称为我
国的四大传统节日。 将阳历的一月一
日定为 “元旦”， 并通过决议， 写入相
关文件， 沿用至今。 摘自 《天津日报》

瓜子韩，炒锅李 ？？

“元旦”， 就是每年阳历的一月一
日， 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传统
的新年。 但在我国古代， “元旦” 一
词的意思， 与今天有着很大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