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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汤一粉一座城，有滋有味有

南昌。

对 南 昌 人 来 说 ，一 碗 热 汤 不 可 或

缺。一罐瓦罐汤，既能开启元气满满的清

晨，也能褪去劳作一天后的疲累。

唐朝《瓦罐煨汤记》中记载，“瓦罐香

沸，四方飘逸，一罐煨盅，天下奇香”。在众

多汤品中，南昌瓦罐汤以传统土法煨制技

艺，烹出汤的清醇鲜美，成为赣鄱饮食文化

的一张名片。

返璞归真

深夜 10 点，位于南昌市绳金塔历史文

化街区的龙老五汤店里依然香气缭绕。住

在附近的吴庆如点了一份猪肚老鸭汤，揭

开锡纸，香气扑面而来，汤汁上面飘着诱人

的油花。“鲜美诱人、食材酥烂，喝了 20 多

年，就好这一口。”吴庆如说。

“南昌瓦罐煨汤技艺历史悠久，传自北

宋嘉佑年间。”龙老五汤店老板龙国水说，

千年的历史沉淀，瓦罐煨汤已成为独具南

昌地方特色的美食，承载了南昌居民世代

繁衍生息的记忆与情感。

在赣味汤源大堂正中，悬挂着“汤如母

爱，人间至味”八个大字。老板郑卫东是地

道南昌人，从小喝着母亲做的汤长大，也传

承了煨汤的手艺。“瓦罐煨汤就是家的味

道，每一口都是对生活的热爱。”郑卫东说。

瓦罐汤不仅是南昌人舌尖上的最爱，

也是外地人对南昌的第一印象。

在豫章大老五煨汤店，一位广东客人

品尝了竹荪鹿茸菇排骨汤后，一口气点了

8 罐汤品，吃饱喝足后还不忘点赞：“瓦罐汤

让我尝到食物本身的鲜美，有种返璞归真

的感觉。”

“用最简单的调料煨出最鲜香的口感，

关键在于食材。每一款汤品的配方，我们

都经过了无数次尝试。”豫章大老五煨汤店

掌门人余绍武说。

追 求 食 材 本 真 味 道 ，是 瓦 罐 汤 的 精

髓。南昌瓦罐汤的食材取料广泛，多以禽、

畜、海鲜、山珍菌类、干鲜瓜果、时令蔬菜等

为主，品种可达数百种。

今年 39 岁的余绍武，学习钻研瓦罐煨

汤技艺已有 22 年。亲自选购最新鲜的食

材、在后厨把控每一款汤品的配比，是他每

天的必修课。一大早，南昌董家窑农贸市

场肉摊老板黄晶晶载着凌晨现宰的 30 斤猪

肉、20 斤排骨来到余绍武的店门口，熟练地

向他展示当天的新鲜肉品。

“我们使用的食材一般由菜市场几家

固定商户定时送货，确保品质稳定，香菇、

墨鱼等干货，我会定期去批发市场选购。”

余绍武所说的批发市场是位于灌婴路的富

地干鲜批发大市场。依托南昌数以千计的

瓦罐汤店，这家干鲜批发市场开业 5 年来已

集聚 300 余家干货批发店，南北干货、各地

特色农副产品应有尽有。

“瓦罐汤之妙还在于瓦罐陶器。一口

大瓦缸，通常能装下一百多个小瓦罐，可谓

一缸出而百罐成。”余绍武说，食材久煨后，

部分油脂会被容器吸收，经年累月，老瓦罐

也会被“镀”上一层油润光泽，给汤汁带来

层次更加丰富的鲜美口感。

资深老饕们爱用油光锃亮的老瓦罐，

而年轻人则更青睐造型时尚、花色漂亮的

新容器。为了跟上潮流，余绍武定制了一

批漂亮的白色瓦罐，专门请人设计了图案。

在南昌亿钵诚瓦缸瓦罐批发总汇，货

架上几只青花图白瓦罐非常引人注目。“这

就是豫章大老五煨汤店定制的文创瓦罐。”

老板王才智是位“90 后”，初入社会时曾自

己开过瓦罐汤店。“当时，左邻右舍都是煨

汤店，看着每天清洗的瓦罐堆成山，我突然

冒出个念头，卖汤不如卖瓦罐。”回忆起自

己的创业史，王才智笑着说。

从小作坊到办工厂，从单一品种到定

制服务，王才智卖瓦缸、瓦罐已有 11 年。如

今，他每年要卖出大瓦缸 1000 多口、小瓦罐

近 10 万 只 ，客 户 遍 布

全国乃至海外。

炉火纯青

文火煨汤，精妙维持火力，方能化平凡

为神奇。

火候，是煨制瓦罐汤的真谛，也是南昌

大小汤店掌舵人的看家本领。经过 30 多年

“修炼”，郑卫东的技术已炉火纯青。

“进缸必须用大火让汤的温度迅速提

升，否则食材就会变酸。”郑卫东说，保持

大火 60 分钟至 100 分钟，然后中火 3 小时至

4 小时，再用微火 1小时至 2小时，“这期间要

时刻观察汤的状态，注意控制温度，让汤

汁始终保持‘冒鱼眼小泡泡’的状

态，不能沸腾”。

在郑卫东看来，煨出一罐好汤，最需要

细致与耐心。作为南昌瓦罐汤制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他将自己摸索出来的煨汤火

候“独家秘方”向同行公开，并领衔制定《南

昌瓦罐煨汤烹饪技艺规范》。

“为了精准记录煨汤过程中不同阶段的

适宜温度，我们做了无数次试验，测温仪就

用坏几十个，不过这些都是值得的。”郑卫东

说，“南昌瓦罐汤”不是某一家的品牌，而是

根植于南昌深厚民间饮食文化土壤的餐饮

习俗，只有全行业共同努力，才能发扬光大。

2017 年，南昌市瓦罐煨汤制作技艺被

评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018 年，南昌市商务局组织市餐饮行业协

会对经营正宗南昌瓦罐汤的首批门店授予

“南昌瓦罐汤品牌门店”。2024 年，郑卫东

牵头申请成立南昌市瓦罐煨汤行业协会，

吸纳会员企业 50 余家。

“南昌虽然遍地瓦罐汤店，但基本处于

各自为战的状态，许多店铺仍然是传统的作

坊式经营，难以在更大的市场上站稳脚跟。”

郑卫东说，行业标准化不足、品牌影响力有

限、市场同质化严重，都是制约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瓶颈。要想突围，迫切需要将瓦罐

煨汤的制作、管理与推广带入现代化轨道。

“从食材的供应链管理到顾客的消费

体验，我们都要努力做到更加精细和高效，

让瓦罐汤从一种餐饮品类，变成南昌的专

属品牌，成为代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符

号。”郑卫东说。

“瓦罐里装着我们的情怀，瓦罐里装着

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热爱⋯⋯”今年 9 月，南

昌市东湖区举办以“烟火看南昌，东湖在发

光”为主题的首届瓦罐时装周，推出原创主

题曲《瓦罐东湖》。东湖区文化广电旅游局

局长陈贞珍说：“加大对南昌瓦罐汤的推广

力度，是为了让每位来南昌的游客都爱上

瓦罐煨汤。”

博采众长

春天温和滋润，盛夏清爽消暑，秋风滋

补脾胃，严冬驱寒暖身，四季变换中，南昌

瓦罐汤不断被赋予滋补养生的功效。

“杜仲猪腰汤可强腰壮骨，天麻乳鸽汤

则 特 别 适 合 人 们 在 秋 冬 进 补 ，增 强 免 疫

力。”余绍武说，奉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

不如汤补”的信条，南昌瓦罐汤汲取了中药

膳食理念。2014 年，在中国第 31 次南极考

察中，南昌瓦罐煨汤被摆上科考队员的餐

桌，因兼具美味与营养获得一致好评。

这两年，随着南昌文旅“出圈”，余绍

武的店里每天都要接待不少外地

游客。为迎合年轻人的口

味 喜 好 ，余 绍 武 询

问顾客对汤品的意

见，研发出墨鱼干贝

汤、荔枝肉排骨汤等

新品种。

“今年，我们准备与

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食品系合作，通过营养分析，

共同研发更多既保留传统煨汤元素，又兼具

创新与特色的药膳新汤品。”余绍武说。

南来北往的外地人，很难不被这口地

道的南昌滋味“锁”住味蕾，甚至被“锁”住

心。它是一种博采众长的文化传承，也是

一种兼收并蓄的生活态度。

老家甘肃的徐鹏飞是南昌女婿，这位

吃惯面食的西北壮汉，初尝瓦罐汤就被深

深吸引，不仅爱上这道美食，还学习钻研古

法煨汤技艺。

2018年，徐鹏飞放弃深耕已久的测绘行

业跨界转投餐饮业，在南昌闹市区开起第一

家汤店，创立了“瓦子角拌粉瓦罐汤”品牌。

“瓦罐汤是赣菜的精髓。”徐鹏飞说，拌

粉加瓦罐汤就像豆浆加油条，是南昌人民

约定俗成的标配。因此，他尝试将瓦罐汤

搭配米粉和江西小炒“打包”推广，希望强

化这一美食的地方特色。

与坚守祖业的老南昌瓦罐汤掌柜们不

同，徐鹏飞的“瓦子角拌粉瓦罐汤”已陆续

在海南、重庆、西安等众多旅游城市落地 46

家加盟连锁店。“期待政府能在资金补贴、

宣传推广等方面对从业者给予支持，打造

更多的地标性传统老店和走出去的现代化

连锁龙头企业，引领南昌瓦罐煨汤走得更

远。”徐鹏飞说。

2024 年 1 月，在韩国首尔开烤肉店的

姜晓珍来南昌旅游，无意中走进豫章大

老五煨汤店，一罐汤下肚，便不肯走，非

要跟着余绍武学煨汤。

一个多月后，在余绍武的帮助

下，姜晓珍带着瓦罐汤制作技艺

以 及 定 制 的 瓦 缸 、瓦 罐 回 到 首

尔，在自家店里卖起了南昌瓦

罐汤。不出所料，烤肉加煨

汤的“混搭”组合一面市

就 受 到 当 地 食 客 的 欢

迎 。 姜 晓 珍 说 ：“ 南

昌瓦罐汤，值得走

向世界。”

石纽山下，珉江畔，夜幕轻柔

地覆盖在汶川大地上。一片空旷

的场地中央，熊熊篝火烈烈燃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

羊皮鼓舞正在上演。

只见一群身着绚丽羌族传统

服饰的舞者，身上罩着羊皮褂，手

中握着羊皮鼓，油亮的鼓身在火

光映照下泛出古老而神秘的光

泽。“纳吉纳鲁！（羌语，吉祥如意

之意）”随着领舞老者一声低沉而

悠长的呼喊，舞者们开始尽情舞

动，手中的羊皮鼓有节奏地敲响。

每一次击鼓，都伴随着身体有

力摆动，或高跳，似要触碰天际；或

旋转，仿若与火焰共舞。舞者们的

身影在火光中时隐时现，眼神专注

而炽热，仿佛透过这篝火与先辈们

对话，那羊皮鼓的敲击声，沉闷又

激昂，“咚——咚——”，如远古传

来的战歌，回荡在山谷之间，诉

说 着 羌 族 人 民 的 坚 韧 与 勇 敢 。

火焰舔舐着夜空，火星肆意飞溅，与舞者们的

热 情 融 为 一 体 ，构 成 一 幅 动 人 心 弦 的 绝 美

画卷。

在这群舞者中，一位小朋友格外引人注

目。“大家好，我是小耶格，欢迎大家来到汶

川！”小耶格名叫赵余硕，耶格是他的羌族名

字。今年 4 岁的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明星”，

作为汶川县最年幼的羊皮鼓舞表演者，他经常

跟着家里长辈参加各类文艺非遗文化展演活

动，还曾登上央视《非遗里的中国》节目，将传

统的民族艺术展示给更多人。

一曲舞罢，汶川居民高玉军捧着一坛酒缓

步上前。“这是我们汶川独特的‘咂酒’，专门招待

远道而来的朋友。”高玉军说，羌族人民喜欢饮

酒，其酒以青稞、大麦、玉米等酿

成，封于坛中，饮时启封，插上竹

管，众人轮流吸吮，因而也被称为

“咂酒”。

千百年来，羌族儿女在汶川这

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出独一无

二的“羌族艺术”，跳羊皮鼓舞、饮

咂酒，都是羌族人民生活习俗中必

不可少的文化表现形式，同样也是

羌年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是羌族一

年一度的传统新年，羌家儿女会

举寨团聚、祈福还愿、庆祝丰收。

2008 年，羌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急需保护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 12 月 5 日，

羌年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的申请获得通过。

“羌年是我们羌族最有代表

性、具有鲜明特色的重大节日，每年

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举行各种丰富

多彩的活动。”四川省级羌年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余正国说，

此次羌年转入“人类非遗”，体现了世界对羌年以

及相关文化遗产的高度认可，也是一份来自世界

对古老羌文化的邀约。

近年来，汶川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通过举

办羌年庆典、羌族歌舞表演、羌绣展示等一系

列活动，推动羌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助力乡

村振兴，带动经济发展。

随着晚会渐进尾声，悠扬的羌笛缓缓奏

起。笛音起初婉转低回，像在讲述羌族古老的

传说，渐渐又变得高亢激昂，恰似羌族人民在欢

庆节日时的豪迈奔放。这一刻，周围的一切仿

佛都静止了，只有跳跃的火苗像是听懂了这来

自远古的呼唤，舞得更加起劲；山谷间的风也好

似受到感召，轻轻吹过，带着笛音传向远方。

“ 顺 手 买 一 件 ”的 智 慧
李一凡

临近岁末，一波波电商促销活动正如火如

荼展开。当你打开手机购物软件，选购好商品

准备结账时，是否会被界面上突然出现的小物

件所吸引？它们不仅价格低廉、包邮，还往往符

合你的日常所需。这就是“顺手买一件”功能。

消费者在结算购物车商品进入订单提交环节

时，只要网购订单总额达到活动门槛，就可以在

下单页底部加购一件包邮商品进行超值换购。

其实，“顺手买一件”并非电商平台的独创，

线下实体超市中也有类似现象。从大型连锁超

市到社区小卖部，收银台旁边的货架上总是会

摆满口香糖、巧克力、饮料等价格低、易携带的

小商品，很多促销产品也会摆在相近的位置，不

少顾客排队等待结账期间会忍不住“顺手”放进

购物车。调查发现，顾客在排队结账的过程

中，购买收银台前货架上糖果、饮料的几率达

到 25%。

无论是线上的“顺手买一件”，还是线下的

收银台，看似轻松的一“顺”，背后都藏着商家的

营销智慧。

一方面，抓住了消费者的冲动购物心理。

在购物过程中，顾客往往会经过多次筛选和决

策，而购物快完成时，人们在心理上更加放松，

对消费的约束力也会相应下降。再加上推荐的

商品通常价格较低，消费者认为自己面临的风

险也较低，在这种低成本、低风险的情况下，很

容易让人产生购买冲动。

此 外 ，根 据 行 为 经 济 学 中 的 损 失 规 避 理

论，消费者对损失的敏感度要远大于对同等收

益的敏感度，因此消费者常有害怕错失优惠的

心理。在“顺手买一件”的场景下，消费者被赋

予了优惠购买的“特权”，就算乍一看不合心

意，也可以通过“换一批”再进行二次挑选，更

会觉得错过这个机会是一种“损失”。这种心

理推动着消费者额外下单，形成了一个“心理

补偿”机制。

另一方面，采取了“主动提示”的营销策略，

将商品直接摆在了消费者眼前。这种主动推荐

能有效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引导潜在的购

买行为。消费者一开始可能未曾意识到自己需

要这些商品，但在看到推荐时，便产生了额外的

购买需求。尤其是“顺手买一件”的推荐商品多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就算今天不需要，日后似

乎也能用得上，这种高频刚需的商品属性激发

了消费者潜在的购买欲望。

为了进一步优化消费体验，“顺手买一件”

功能还会基于消费者的浏览历史、购买记录和

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例如，如果你购买了一

款羽绒服，系统可能会主动提示你购买羽绒服

清洁剂；如果买了一双鞋，系统则会推荐你购买

几双袜子。这些推荐与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具有

较高匹配度，增强了消费者的购买意图，使得

“顺手买一件”的成功率更高。

然而，随着“顺手买一件”功能的普及，一些

争 议 也 随 之 而 来 。 很 多 消 费 者 反

映，在购买“顺手买一件”推荐的商品

时，往往无法点进具体链接查看详细的

商品信息，如材质、生产厂家等。这种信

息不对称让消费者在购买时缺乏足够的

知情权，再加上推荐商品的质量参差不齐，

购买后存在“货不对板”甚至假冒伪劣的风

险。还有一些消费者发现，平台在“顺手买一

件”中展示的商品原价常常被人为抬高，营造

出折扣力度大的假象，付款后才发现所谓“机

不可失、时不再来”的优惠，其实和正常购买并

无差别。

“顺手买一件”，或许只是一顺手的事，但却

蕴含着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智慧博弈与心理较

量。作为消费者，我们既要享受这种博弈带来

的乐趣与便利，也要学会在这场博弈中保持清

醒与理智，避免不好的购物体验。

最重要的是，“买不买”的决定性因素是“值

不值”。不论价格高低、优惠多少，只要确保购

买的商品真正满足了生活所需，便是物有所值，

不然就算再便宜也是一种浪费。对商家来说，

“顺手买一件”这一推广形式尤其适用于推新

品、甩尾货、派小样等，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

本有效提高客单价；而对消费者来说，能省

去挑选之苦，获得一个既优惠又便捷的加

购机会。当新功能契合硬需求，网购达

到双赢，何乐而不为呢？

羌韵悠悠

姚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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