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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同洛阳水席是河南豫菜
中的一朵亮丽奇葩，是省内、国内
一家全年经营宴席的代表，全年销
售 5 万余套，2008 年全套宴席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
入国字号序列，与洛阳牡丹、龙门
石窟齐名，被称为“洛阳三绝”。它
是洛阳的头牌，也是河南的头牌，
不仅是洛阳的骄傲，还是河南的自
豪，是河南商务系统的一面红旗，
是领头雁、排头兵。

做为企业的领军人物——姚
炎立，何以在数十年间演绎了餐饮
传奇，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今天，
笔者解读的就是其率先在业界推
行文化与餐饮结合之路，挖掘恢复
了唐朝的宫廷水席、武皇水席、盛
唐国宴、九鼎八簋天子宴，赢得了
显达政要、雅士名流、普通百姓的
赞誉。

在姚掌门的带领下，坚持发展
就是硬道理，与时俱进，使企业发
展步伐加快。10 余年间，政府接
连交给他 3 个资不抵债、濒临破产
的企业。在他的统领下，3 年大变
样，旗下企业个个宝刀不老，生龙
活虎，你追我赶，步步为“赢”，路子
越走越宽，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百年经典，焕发新颜

洛阳水席从唐代到今天，已在
洛阳这块广袤的大地飘香了 1300
余年，如何使其更有王者风度，尽展
御宴风范？让其内涵与外延更加
丰满，来回报洛阳人民，这不仅是
水席人的责任，更是水席人的使
命。这个从16岁起就踏入厨行，在
厨苑摸爬滚打了四十余载的汉子，
从接手洛阳水席的那天起，就感知
肩上担子的分量。他博览商周雅
韵、北魏遗风、大唐盛世的有关书
籍，解读流传千古的传说掌故、传
奇轶事，剖析其由来、渊源，深感中
华文明的博宽，河洛文化之厚重。
这深厚的文化积淀不正是自己梦
寐以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
富吗？传承千余年的洛阳水席，也
曾起起落落、兴衰沉浮，承载着大
唐的繁华、明清的兴衰，经历了社
会更替冲刷、市场的洗礼。为使洛
阳水席重焕青春，从 2002 年起，以
真不同姚掌门为领军的水席人，在
传承洛阳水席的基础上，以每两年
出一套宴席的速度，挖掘恢复出宫
廷水席、武皇水席、盛唐国宴，将这

些板块合而为一，古为今用。李瑞
环来洛视察，品水席时做出“听河
南戏曲，品洛阳水席，用周代餐具”
的具体指示。姚炎立召开专门会
议，贯彻李瑞环和省领导的指示，
确定人员、时间，统筹安排策划，经
多方努力，于当年河洛文化旅游节
成功推出“九鼎八簋天子宴”。此
系列唐风唐韵宴席，经政要显达、
餐饮行业专家品鉴，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赞誉。今天的真不同洛
阳水席，不仅在宴席上将文化做到
极 致 ，而 且“ 一 菜 一 品 一 型 一 典
故”，并在就餐环境上下功夫，服
饰、头饰、礼仪等均为唐式，别致优
雅的唐诗、唐画、唐俗，美妙淋漓的
唐音、唐韵、唐律，更为前来就餐的
中外食客提供了“唐文化”视觉、味
觉、感觉、触觉享受的饕餮盛宴。

标准建设，精细管理

标准建设，精细管理是企业制
胜的利器法宝。除了外餐，在业界
中餐上也唯有洛阳水席才能做到标
准化制作，按宴席出菜品24件，中规
中矩，从内容、食材变化上，也不过
三五十个菜肴，是完全可用工厂的
标准化来统一制作的。真不同从20
世纪90年代末开始执行国标，在实
践中不断改进完善，补充增添，其与
众不同之处就是坚定不移地落实标
准，不折不扣地执行标准，且善始善
终，并且以监督检查来保证标准不
能走样，检查时间、次数、处置问题
都详细记录。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
让标准落到实处，才不致使其流于
形式，才能使真不同水席品质始终
如一，声名远扬，让人刮目相看。否
则，这个“不同”就不复存在。

落实标准和糊弄标准确不相
同，执行标准和非标生产结果大不
一样。7 年前，洛阳酒家改造工程
启动，姚掌门工作重心移至真不
同，在一次全公司三店五部厨艺交
流中，五个部门同做一道牡丹燕

菜，结果是五种味道，各不相同。
发生这样的事让他如梦初醒，厨师
操 作 凭 经 验 ，有 惰 性 ，随 意 性 太
大。由此他根据宴席及菜品的实
际操作程序，定规矩、出制度，每周
四进行技术质量交流、观摩，雷打
不动。他们制定水席每道菜品的
制作标准，包括所有材料的配方、
分量、烹调时间、操作程序、储藏时
限等，具体到数字、数量，经过两年
的 研 讨 、交 流 观 摩 ，方 才 形 成 定
式。现在，厨师严格按标准烹调，
不再出现因“人为因素”或“心情因
素”而改变水席品质的状况。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
有讲究标准，细致操作，工艺流程一
丝不苟，才能做出真正的美味。拿
前八品中的油炸银鱼这道菜来说，
店属各部油锅旁都配有测温仪，在
油温达到 190℃时，将鱼下锅，6 秒
后捞出；当油温升至220℃时，再重
油下锅，5秒后捞出。这时菜品微黄
挺拔，外焦里嫩，特色尽显。

制作神都肉片所用的肉，要经
过450次拍打、融水、添料、上浆，用
热锅凉油技法烹制，才能做出如嫩
豆腐般的美味。精美的菜品，厚重
的文化，优质的服务，让美国百胜餐
饮集团董事长戴维·洛瓦克连声赞
叹：你们的团队非常优秀，你们的文
化非常高端，感谢你们真诚热情的
服务。也正是中外宾客的如潮好
评，使真不同洛阳水席近年来殊荣
连连，2006 年被授予中华老字号，
2008 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09年被商务部饭协授予

“中华第一宴”和“中国十大盛宴”。
2010年被认定为“中国优秀民族品
牌”企业，2012年荣膺“中国驰名商
标”。

持续提升，持续发展

追求梦想，才能成就自我。在
河南洛阳商业，姚炎立是一位知名
度很高的企业家、优秀管理人才，他

以自己的聪颖和对职业的执着，敬
业、乐业、精业，寻梦、追梦、圆梦，其
诗“生为水席人，死为水席魂，活为
甲天下，誓为奇天香”。此诗可谓姚
掌门的内心独白。洛阳水席要与时
俱进，不断发展，适应人们审美需
求、健康需求，做为掌门人，就要站
在真不同，志在甲天下，为水席梦不
断拼搏，尽心尽力。

洛阳水席在宴席品种打造上一
直不遗余力，把质量培训作为工作
重中之重，实行“专菜专培”制，每月
一个菜品，每周四集中培训，始终坚
持，雷打不动，上午 10 点三店五部
均按要求培训品种，在主料、辅料、
调料上秤计量，认真细致。操作上
严格标准，按标操作，环环相扣，层
层把关，并实行责任追究，最后确定
标准，在全公司推行。此举使公司
各店不论何时做出的菜品标准统
一，口味统一，色香味型质统一，不
论消费者何日何时就餐，均是如
此。例如:他们的拳头菜，牡丹燕
菜，在制作过程中虽然经过了“二次
脱水”“低温储藏”3个月以上，但出
成品时，仍时好时差，后经攻关，得
出了在蒸制过程中蒸馏水浸入燕
菜，影响产品质量的结论。由此，他
们在制作过程中将分盅和大份燕菜
加封棉纸，堵住蒸馏水再次浸泡，所
出成品劲道十足，口留余香，达到了
唐时“九蒸九晒”水平。

在复制唐式的服务标准中，真
不同依照唐朝宫廷礼仪，彰显特色
与魅力。真不同饭店从 1998 年开
始实行国标服务，并不断改进、提
升。

在真不同的包厢内，有4名身着
仿唐服装的服务员提供服务，在这
里她们有另外的名字，即尚宫、司
膳、司酒、司茶。待顾客坐定，4 名
服务员站成一排，向客人问好并进
行自我介绍，然后各司其职，提供
唐式服务。半蹲式的礼仪，上菜时
的典故介绍，唐诗的穿插朗诵，使
唐朝文化在真不同水席中体现得

淋漓尽致。
抓紧洛阳酒家新大楼装修工程

建设，使餐饮、食品工业、旅游、文化
形成链条多元化经营、多元化发展，
使洛酒品牌更好地为全市人民服
务，为中外宾客服务。姚炎立以领
军人物的胸怀，绘就公司发展的蓝
图。

一是按照顾客标准“量体制
衣”。变则通，顺则畅，改则利，主动
调整，顾客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
么，顺应市场，顺应顾客，顺其自然，
发展大众餐饮，开发团体用餐，拆整
卖零，推出套餐等项目，向便民利民
方向要市场，要收益。经营向大众
消费、家庭消费、个人消费回归，用

“侍候”父母、亲戚的周到服务来服
务大众消费者。

二是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
统，摒弃“讲排场，要面子”的陈规陋
习，牢固树立节约每一分钱都是利
润的理念，在公司各单位的采购、加
工、生产、销售、运输等环节切实做
好节粮、节能、节水、节油、节材和综
合利用工作。同时，在企业开展“三
提高”，即提质量、提数量、提高客人
满意度活动。做到综合利用，物尽
其用，推广低能、环保、绿色餐饮设
施，降低管理各环节运营成本，大力
开展诚信经营，优质服务，让消费者
满意，以确保公司年度各项经营任
务的完成。

三是挖掘唐文化，丰富新内
容。唐风唐韵味，服务现代人。（1）
研发武皇景观前八品，持续提高其
品质。（2）对九鼎八簋天子宴的器皿
的选用要精益求精，做到精致、精
品、时尚，使之与其菜品相匹配，成
为消费者喜欢的宴席。（3）研究唐宫
名宴、名品、名典的内容，如“烧尾宴”

“曲江宴”等知名菜品，先拿出10个
品种，要求专人出方案，细操作，多
交流，逐步丰富宫廷御宴内涵，使真
不同菜品、服务体现唐风、唐韵、唐
味、唐文化。

（李彦庭）

提升水席内涵，传递中国餐饮正能量

洛阳酒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国家级“非遗”真不同洛阳水席代表性传承人、真不同洛阳水席第五代掌门人
姚炎立祝“大运河申遗中国行”圆满成功！

洛阳酒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国家级“非遗”真不同洛阳水席
代表性传承人、真不同洛阳水席第五代掌门人姚炎立

行走在商丘古运河的历史文化长廊里，
一片碎瓷、一方碑石、一块瓦片……这些文化
碎片都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一段日夜流淌的运河活标本，一个一经
发掘就当惊世界殊的宋代码头，一座历史文
化厚重的古城……如果说大运河是流动的文
化长廊，那么商丘则是这文化长廊中韵味十
足的璀璨之珠。

北宋时期的码头
商丘市睢阳区古宋乡武庄村附近，在无

边的庄稼地里，一座巨大的玻璃钢大棚十分
显眼，这里就是通济渠商丘南关码头遗址发
掘现场。

长期生活在武庄村的村民刘信昌怎么也
没想到，自己生活了60年的村子附近，竟然
藏着一座北宋时期的大运河古码头。

在商丘市文物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
们放眼望去，码头的地面距现地表四五米，一
片明显经过处理的地面被层层保护了起来，
仔细观察，这片古老的大运河码头遗址地面
夹杂着不少砖块、瓦片，十分坚硬。

据工作人员介绍，2008 年 3 月，为配合

隋唐大运河的申遗工作，同时勘察商丘市地
下文物资源，该市文物部门组成了“商丘古城
大运河码头考古队”，并开始实地勘察。
2008年8月至10月，他们通过勘察发现，商
丘市睢阳区古宋乡武庄村附近的地下很可能
埋有隋唐大运河的码头遗址。2008年12月
初，考古队在睢阳区古宋乡武庄村开始了千
年码头的挖掘工作。

经过考古人员几个月的努力，被掩埋千年
的大运河码头遗址终于重现人间。据考古部门
考证，这座北宋时期的隋唐大运河码头，北岸占
地约 24.5 万平方米，南岸占地约 16.8 万平
方米。如今，发掘工作已完毕，为了保护千年前
的地面，该市文物部门建起了这座保护大棚。

“在武庄村勘探中，很多探孔的文化层都
出土有砖块、瓦片、陶瓷残片、动物骨骼残块
等遗物。”工作人员说，这里发掘出土的瓷器、
瓷片，多为北宋时期的，几乎涵盖了北宋时期
的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等多个窑
口。此外，还有部分唐代瓷器、瓷片。

“通过考过发掘，仅从现有的历史遗存判
断，可以想象出当时繁华的都市画卷：道路宽
广，水运兴盛，舟车往来，人们摩肩接踵，络绎

不绝……”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特约馆员王
志军说。

“相传水席起源于盛唐时期，与大运河颇
有渊源。”大运河申遗中国行活动志愿者、洛
阳酒家有限责任公司真不同饭店副总经理李
彦庭说，隋朝时洛阳有通远、丰都、大同三大
市场，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大运河的开凿
使洛阳成为全国水路交通枢纽，商业繁荣为
饮食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贞观之
治”，洛阳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水陆畅通、商
贾云集，更兼各国使者纷至沓来，不同饮食文
化相互交融，于是洛阳水席应运而生。

保留零星运河故道水面
时值正午，商丘市夏邑县济阳镇刘铺村

附近，一段隋唐大运河的大堤遗存在骄阳下
显得十分寂静。

“这里曾是隋唐大运河的一段。”商丘市
文物局工作人员介绍，通济渠夏邑段是隋唐
大运河通济渠的一部分，流经济阳镇的这段
大运河，至今保留着零星分布的故道水面，其
中一处长约500米、最宽处约30米的水域，是
郑州以东唯一保留有水面的运河故道。

济阳镇也因大运河而产生。大运河通航
后，过往的商旅停留于此，沿河两岸逐步形成
集镇，因位于运河北岸故名济阳。据清朝康
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商丘县志》记载，
明嘉靖年间大运河商丘段还在通航，明朝以
后才逐步废弃。

在大运河济阳镇段的两个发掘点，考古
人员均发现隋、唐、宋三个时期的大堤遗存，
最晚大堤废弃年代为明朝，中期大堤堆积厚，
使用年代长，废弃于宋朝，早期大堤为青灰土
筑成，是隋朝修建通济渠之前的旧河堤。

令人惊叹的是，遗存的大堤上有依稀可
辨的行人脚印、动物蹄印和车辙印痕，大堤外
还发现有古道路。

“这就印证了史书关于大运河堤即当时
官道和堤外有道路的记载，真实反映了当时
运河大堤及堤外道路作为官道交通的繁忙景
象。”王志军说，那个年代的大运河河道宽广，
商丘段一般在50多米，最宽处200多米，现
在的战舰可以通航；运输能力超强，主要以货
运为主，每天通行的官船、商船无数。

大运河流经商丘7个县（市）区
记者了解到，商丘段是隋唐大运河通济

渠的重要一段，它西起开封杞县与商丘睢县
交界，经睢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
夏邑县、永城市7个县（市）区，东南与安徽省
淮北市濉溪县境相接，全长近200公里，大多
埋藏于地下，相对保存较好。

目前，通济渠商丘南关码头遗址段和通
济渠商丘夏邑段已被列入中国大运河申遗立
即列入项目，商丘古城被列为后继项目。

“文物部门正在为大运河商丘段申遗工
作不遗余力。”商丘市文物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商丘古城南关码头作为两个申遗点之一，
前期考古发掘工作基本结束，他们基本掌握
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长度、宽度、走向、河
道包含物，特别是对商丘古城南关码头考古
发掘，了解了码头与河堤修筑情况及沿岸非
物质文化遗产，对申遗文本编报及专家考古
评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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