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嗑瓜子”的悠久历史

其实嗑瓜子的风潮在千年前就已

经刮起了，中国人吃瓜子有着上千年的

历史。考古人员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

墓辛追女尸的胃部和江西南昌海昏侯

墓刘贺的尸体内，都发现了未消化的瓜

子，两人体内存留的是一种甜瓜的瓜

子。另有资料显示，早在北宋初年，瓜

子就作为幽州地区也就是现在京津等

地的土产被记载在《太平寰宇记》中。

而到了明代，宦官刘若愚的《酌中志》还

特地记载了明神宗对瓜子的口味偏好：

“好用鲜西瓜种微加盐焙用之。”

法国人古伯察的中国游记中曾对

瓜子在我国古时的风靡做了细致描写：

中国人对西瓜子有着特殊偏爱，有些地

方，丰收时节西瓜就不值钱了，大量的

西瓜被运到繁忙的马路边免费送给过

往的行人，条件是吃完了把瓜子给主人

留下。假如有一群朋友聚在一起饮茶

喝酒，桌上肯定会有西瓜子作伴。你就

是到了最荒凉的地区也不用担心找不

到西瓜子……”

中国古时人们对嗑瓜子的喜好还

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文学作品中。《红

楼梦》中，瓜子就曾出场了多次，第八回

“黛玉嗑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

第十九回“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

这些丫鬟们都索性恣意地玩笑，也有赶

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嗑了一地的

瓜子皮儿”，第六十六回“三姐见有兴

儿，不便说话，只低了头嗑瓜子儿”。

不过古时的瓜子并不是现下常见

的葵瓜子，而多为西瓜子、南瓜子。向日

葵在最初是作为观赏植物引进，到民国

时期食用葵花子才开始流行，与其他两

种瓜子在市场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开始大规模

种植向日葵和嗑葵花籽也就是葵瓜子，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葵瓜子凭借着易

食用、美味、高产等多个优势压倒了西瓜

子和南瓜子，登上“瓜子消费榜”的首位。

瓜子是社交“润滑剂”

最初嗑瓜子能在古时风靡全国或

是受儒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思想的

影响，即粮食舂得越精越好，肉切得越

细越好，形容食物要精制细做。

而后，这种细小的食物在人们的社

交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时至今日，它仍是很多人心中的“年味

缩影”。逢年过节，瓜子已经成为了招

待客人的标配。

瓜子成为社交“润滑剂”的原因有

很多。比如，瓜子作为一种美味却又不

算昂贵的食品，很适合用来招待客人，

体现主人的热情与欢迎，潜移默化中定

下一种愉悦的交往基调。而因为需要一

颗颗“嗑”，一捧瓜子能吃很久，而且可以

随时停下或继续吃，拉长了进食的时间，

能够给社交活动提供足够的时间。

此外，在主人客人一起嗑瓜子的过

程中，从拿到吃的一系列简单小动作容

易让人感到放松，瓜子此时对于“社恐

群体”来说还有缓解紧张情绪的作用。

为什么会爱上嗑瓜子？

除了社交场合，很多人还会在看

书、追剧、背单词甚至工作时候嗑瓜

子。常常一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嗑掉

了一大盘瓜子。是什么促使大家乐于

不断重复“嗑瓜子”的动作呢？

据相关资料显示，这是因为在嗑瓜

子过程中会触发大脑中的奖赏机制，生

成一种“快乐素”——多巴胺，这种奖赏

机制会在人预设目标、然后通过行动完

成的过程中被触发，当实际得到的回报

或奖励高于心理预期时，“快乐素”就会

大量分泌。

让我们回顾一下嗑瓜子的过程：

看到并拿起一粒瓜子，放到牙齿中间

稍微用力嗑开，如愿吃到香喷喷的瓜

子仁。

短短几秒，我们就靠着自己的努

力，完成吃到果实的目标，相比难于嗑

开的松子、巴旦木等，这个过程轻松多

了。之后，这一收获产生的成就感会

刺激大脑，释放让人感到愉悦的多巴

胺，同时大脑明白嗑瓜子能让自己更

愉快，于是就会“催促”身体继续嗑下

一颗瓜子。

生活中，让人获得愉悦感的事情常

有上瘾的风险，但有趣的是，嗑瓜子这

种“快乐循环”却并不会导致上瘾。

心理学家斯金纳曾进行的一项动

物操作条件作用试验和如今的嗑瓜子

行为颇为相似。1938年他发明了一种

箱子，箱内设有一按压就会掉食物的装

置。实验动物按压装置时就会获得食

物，久而久之它们就能将按压装置的

“行为”与食物“奖励”相联系，并继续通

过这种“行为”获得更多“奖励”。

这个试验开始时，动物在饥饿状态

下被放入箱子，因此一旦明白了“按压

行为”与“食物奖励”的联系，它们就会

一直重复按压动作。但当它们吃饱后，

就不会再按压装置了。与此类似，当瓜

子仁填饱肚子时，大家应该也就不会再

沉迷嗑瓜子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清

近日，“刘烨嗑瓜子”相关话
题引发网友热议。在中国

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上，刘烨居然从自
己的西装兜里掏出瓜子，津津有味地嗑
了起来，还热心地分给身旁的易烊千玺。

这已不是刘烨第一次在活动现场
自带瓜子，之前出席“微博之夜”盛典
时，他就曾被网友抓拍到掏瓜子、嗑瓜
子的动作。对此，网友们调侃：“谁能想
到在西装里还装着一把瓜子呢。”

这么看来，嗑瓜子的魅力实在太大
了，刘烨就算“委屈”自己的昂贵西装，
也要自带一把瓜子，享受嗑瓜子的快
乐。当然，不只他，很多人生活中也喜欢
嗑瓜子，逛街、看电影、游公园、办公室等
等场景都能看到人们嗑瓜子的身影。

为什么人们对瓜子如此着迷？这
其实是文化和身体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明神宗像

南瓜子（上）西瓜子（左）和
葵瓜子（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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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明神宗爱吃椒盐味嗑瓜子

宋代眉山“高考”有多猛？
苏轼那届录取率是全国水平的40倍

展出的书籍。

邛窑绿釉陶省油灯

6 月 8 日是今年全国高考第二天。
当天，《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
情怀》主题展，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式苏
轩开展。展览上，三苏祠文博馆员翟晓
楠为参观者介绍了宋代眉山学子参加科
举考试的情况：“宋代眉山学子，科举的
录取率是非常高的。以苏轼参加的科举
为例，录取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0倍。”

全国科举录取388人
其中13个是眉山人

《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

情怀》主题展序厅围绕“宋代”和“眉州”

两个关键词，讲述三苏父子生活的时代

和地域。“宋代眉州具有两大特点，一是

文教昌盛，一是重视节义。”翟晓楠介绍。

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复制件）提

及宋代眉山三大风气：“士大夫贵经术

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

以相助。”讲的就是眉山文教昌盛，读书

人尊儒重道，百姓熟悉法律，互帮互助。

翟晓楠介绍，文教昌盛体现在宋代

书院林立，藏书楼众多，印刷业发达，与

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构成全国三大印刷

中心，百姓读书风气盛行，科举平均录

取率高。“以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科举

为例，全国殿试录取388人，眉山一县被

录取13人。当时全国的县一共1200个

左右，眉山县录取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40倍之多。”

而两宋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眉山

共有 886 人考取进士，史称“八百进

士”。连宋仁宗也感叹：“天下好学之士

皆出眉山。”

“除了有名的苏轼、苏辙，洪雅人田

锡、青神人陈希亮、仁寿人虞允文、丹棱人

李焘李壁父子，都是眉山优秀学子，步入

仕途报效国家的杰出代表。”翟晓楠说。

眉山学子读书为啥厉害
一盏“省油灯”看端倪

“眉山由于‘孙氏书楼’范本书丰

富，读书者多了，写书的人也多，有了生

意，刻版商就不断往眉山跑。”眉山市三

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

究学会副秘书长刘清泉介绍，眉山刻版

印刷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有一位商

人为了显示他的刻印质量，就在刻版书

的读书目录末尾刻上两行大字：“眉山

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

“据考证，这是中国最早在书中印有保

护版权的牌记。”

宋版书中，三种纸张材料全国闻名：麻

纸、竹纸、皮纸。而麻纸正是盛产于四川。

“有孙氏书楼，离原材料近，再加上

眉山有岷江航运，这里很快就成为全国

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中国苏轼研

究学会理事、眉山市文联副主席王晋川

说，“在古代，书籍是知识的重要来源渠

道。一时间，眉山城读书风气大盛。”

南宋诗人陆游曾到眉山，感慨这里

千家万户夜读的盛景，写下了“孕奇蓄

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

而让陆游感慨的，还有当地的省油

灯。“这次展出就有一盏邛窑绿釉陶省

油灯。它的碟壁是一个中空的夹层，碟

壁侧面有一个小圆嘴，用来向夹层中注

水。利用水蒸发降温的原理降低油温，

减缓油的燃烧速度，达到降低油耗的目

的。”翟晓楠介绍，陆游到四川，见到省

油灯大为惊奇，他说省油灯“可省油之

半”。苏轼说自己一生读书，最后是“白

头还对短灯檠”，或许他幼年读书就曾

使用过省油灯。“从这盏灯也可以看出，

当时学子读书是很刻苦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王越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