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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的由来来

不是你们的孩子不是你们的孩子

《《
墨
宝
墨
宝
》》

若衣服若衣服，，若飲食若飲食；；
不如人不如人，，勿生慼勿生慼。。

【出处】唐·白居易《江楼夕望招客》
【注释】城四畔：杭州城环绕四湖四
面。星河：夜间西湖船舶灯火通
明，远望如星河。

灯火万家城四畔灯火万家城四畔,,
星河一道水中央星河一道水中央。。

饺 子 ，是 我 国 南 北
普 遍 食 用 的 一 种 食 品 ,
中国人吃饺子的历史非
常久远。

在饺子成为玉润玲
珑、弯如弦月的佳肴之
前 , 类 似 饺 子 的 面 食 称
为馄饨。其渊源可以上

溯 到 汉 代 , 扬 雄 在《方
言》中 记 载“ 饼 谓 之 饨
……或谓之馄。”其来历
据《资暇录》的解释 , 是
“以其浑沌之形”。

饺子源于古代的角
子, 早 在 三 国 时 期 魏 张
揖 所 著 的《广 雅》一 书

中, 就 提 到 这 种 食 品 。
后 来, 更 出 现 了 南 北 朝
至唐朝时期的“偃月形
馄饨”和南宋时的“燥肉
双下角子”。这种用屑
米 面 做 成 的 偃 月 形 馄
饨，原称为粉角。北方
人读“角”作“矫”,于是，
饺子的名字诞生了。

我 们 还 可 以 看 到
1300 多 年 前 完 整 的 唐
代饺子。它是从新疆吐
鲁番县唐墓里出土的。

出土时，一只饺子和四
只 馄 饨 放 在 - 个 木 碗
中 。 由 此 可 见 , 至 少 在
唐 代 , 饺 子 已 传 人 我 国
的边远地区。

除夕吃饺子的习俗
据专家考察，在明代已
广 为 流 行 , 在《 明 宫
史》、《宛署杂记》等书
籍中已有春节吃饺子的
记载，到了清代则已成
为定俗。

清朝有关史料记载

说 :“元旦子时 ,盛
馔 同 离 , 如 食 扁
食 ,名角子 ,取其更岁交
子 之 义 。”又 说 :“ 每 届
初一 ,无论贫富贵贱 ,皆
以 白 面 做 饺 食 之 , 谓 之
煮饽饽 ,举国皆然，无不
同 也 。 富 贵 之 家 , 暗 以
金银小镍藏之管饽中，
以 卜 顺 利 ，家 人 食 得

者，则终岁大吉。”这说
明 新 春 佳 节 人 们 吃 饺
子 ,寓意吉利 ,以示辞旧
迎新。

近 人 徐 珂 编 的《清
稗类钞》中说 :“中有馅 ,
或谓之粉角一一而蒸食
煎 食 皆 可 , 以 水 煮 之 而
有汤叫做水饺。”

易解：
至于外表穿着，或者饮食不如他人，则不必放在心上，更

没有必要忧虑自卑。（论语·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
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很久以前，山上和山
下的两个部落之间发生
了战争。

山上的自然条件很恶
劣，物产很贫乏，所以那里
的人很野蛮、善战，他们疯
在地抢劫山下部落的粮
食、财物、牲畜，临走时，他
们还抢走了山下部落的一
个幼小的孩子。

对 于 山 下 部 落 的 人

来 讲 ，想 上 山 简 直
太 难 了 ，根 本 没 有
直 接 通 向 山 上 的

路 ，到 处 是 绝 壁 、悬 崖 、
荆棘，丛林中经常有毒蛇
猛兽出没，于是，山下的
部落派出了部装中最强
壮、最勇敢的战士组成了
救援队，去寻找被抢走的
孩子。

时 间 一 天 一 天 过 去
了 ，战 士 们 渐 渐 没 了 信
心 ，正 在 他 们 准 备 放 弃
时，孩子的母亲步履蹒跚

地从山上走下来，身后用
藤条背着她的孩子。战
士们呆住了，母亲衣衫不
整，满脸的尘土和血迹，
嘴唇干裂。

“我们是部落中最英
勇的战士，为什么我们找
不 到 孩 子 ，而 你 却 找 到
了？”战士们问道。

“因为那不是你们的
孩 子 。”母 亲 平 静 地 回
答。

（作 者: 佚 名 ；推 荐
者:果 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