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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成美景”，长沙这四馆吃货必游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冯晓雅 唐天喜 实习生 杨泠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人们除了共赏一轮明月，还会共享
一种美食——月饼。今年，天猫更是推出了首届博物馆月饼大赛，让网友们好好感受了下“博
物馆 + 月饼”碰撞出的美味火花。

事实上，美食博物馆早已在博物馆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前不久，位于长株潭融城发展
核心区的中国湘菜博览园展示中心正式对外开放，或将成为下一个湖湘美食打卡地。而且，
湖南还有不少隐藏在街角巷口的小众“美食博物馆”，你曾经留意过它们吗？

最近，长沙的臭豆腐在综艺

节目《中餐厅》里大放异彩，湘

派臭豆腐“非遗”传承人董顺桃

在节目中大展绝活，三十六年的

手上功夫信手拈来，把长沙臭豆

腐的香、辣、脆、嫩，炸得淋漓

尽致，喷香诱人。

据《长沙饮食志》载，长沙

臭豆腐源自左宗棠的老家——

岳阳市湘阴县，将其发扬光大

的是一名叫姜永贵的男子。如今，

位于太平街的臭豆腐博物馆的

主人，便是姜永贵的二代弟子

董顺桃。

董顺桃继承了一缸流传了百

年的卤水，在知名美食品牌“文

和友”的帮助下，开创了属于自

己的“臭豆腐时代”。

“ 闻 起 来 臭， 吃 起 来 香。”

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都可见的

臭豆腐，在这家博物馆“坦白”

了自己的“前世今生”。这里不

仅详细介绍了豆子到臭豆腐的

制作过程，而且采用了实景搭

建的方式，还原了老一辈手艺

人在家门口做臭豆腐时的场景。

更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在

“臭豆腐实验室”自己动手炸一

串，或者在“闻臭大鼻头”切

身感受下百年卤水的奇妙味道，

或者一边逛一边吃。而各种臭

豆 腐周边产品更是 琳 琅满目，

让人眼花缭乱。

“水稻原来长这个样子啊”“妈妈，

给我和袁隆平爷爷种田的照片合个影”

……9 月 19 日，在以袁隆平院士名字命

名的隆平水稻博物馆，你总能看见一些

年轻的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边看、一

边轻声交流。

隆平水稻博物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

第一个大型水稻博物馆，馆内有“稻米

香万年”中国水稻历史文化陈列馆、“奇

异的旅程”中国水稻科技陈列馆、“梦想

成真”袁隆平与杂交水稻陈列馆等展厅。

在这里，人们可以了解水稻在中国的种

植演变史，稻谷是如何在农民的打理下

生长成熟并转化成我们碗里香喷喷的米

饭的，还可以通过视频学习如何把大米

做成面、年糕……

袁隆平与杂交水稻陈列馆则通过大

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以及声光影电

的高科技手段，介绍了袁隆平从出生到

求学、任教、钻研，终成“杂交水稻之父”

的经历。

参观完毕，你还可以在休息大厅的

一隅“来杯米饮”。“来杯米饮”也是店名，

它不同于奶茶和果茶，只精选优质大米、

健康谷物及粗粮等来制作饮品。有人说，

它开启了长沙人喝米饮的新风潮。

在参观完水稻博物馆后，喝一杯米

饮，感觉真的很香浓。而更让记者意外

的是，店家打出的订单上，不仅有价格，

还有近 800 字的袁隆平的小故事。这或

许是长沙最长的饮品店订单了吧。

除了米饮，旁边还有隆平大米等周边

产品售卖。

嗦 米粉博物馆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北路

“毫不夸张地讲，湖南人的一天是从一

碗米粉开始，再从一碗米粉结束。”湖南

米粉博物馆讲解员陈想是个土生土长的湘

妹子，她一边提醒游客出示健康码和行程

卡，一边笑着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20 年 10 月，长沙米粉街开门迎客。

从长沙市五一大道进入韭菜园北路，

迎面而来的是一座米粉雕像——青白瓷的

大碗里，白白的粉条被一双红木筷子高高

地夹起，不少人正在此打卡。

这条长约 400 米的街巷几乎装下了湖

南 14 个市州的特色米粉。

走到这条街的尽头，就可以瞧见湖南

米粉博物馆。博物馆一共分为三层，一市

州一展馆，并通过“一室一味”的展览方

式，生动形象地介绍了湖南各个市州米粉

的特色。

“常德米粉扁的圆的都有，但一般都

是圆的，口味也比较重。”陈想顺手一指，

常德馆正中间摆着的硕大的醋、酱油、

辣椒调味瓶等装饰品，很好地回应了她

的解说。

这样“别出心裁”的雕塑细节提示几

乎遍布了各个场馆：娄底馆的“点睛之笔”

山胡椒油瓶、湘西馆的硕大酸萝卜、岳

阳馆的威风凛凛的一对龙虾……不用仔

细看文字介绍，各个市州的米粉特色呼

之欲出。

“1988 年，考古人员在澧县彭头山遗

址的陶器中发现了水稻壳；光绪年间，长

沙潮宗街被称为‘米街’；2020 年，国际

稻作发展论坛在长沙开幕……”米粉博物

馆很用心地用资料和图文展示告诉来访

者，正是因为有水稻的蓬勃发展，才有了

湖南米粉的出现和盛行。“‘带讯’就是热

而不过，油稍多，不要汤；‘轻挑’就是

分量少一点，一两五或者一两八左右；‘来

原’就是不要码子，多饮原汤……”米粉

博物馆也有自己跳脱的一面，告诉你在湖

南“嗦粉”，知道这些“黑话”吃起来更

入味。

“一圈逛下来，湖南 14 个市州的民俗

文化、饮食特色，甚至旅游景点都能了解

个七七八八，刚进门时还没想到吃粉，现

在都给我看饿了。”今年刚考上湖南大学

的江西人小陈兴奋地说，“真没想到这里

还有个隐藏的博物馆。”

米粉博物馆出口便设在有着 20 年历

史的长沙老粉店——八一桥原味粉馆内。

逛饿了，坐着吃一碗原汁原味的长沙米粉

直叫人大呼过瘾。运气好，或许能碰到米

粉博物馆的创始人“桥哥”，因为“桥哥”

正是该米粉店的创始人。

品 臭豆腐博物馆
地址：长沙市太平街

味 玉和醋博物馆
地址：长沙市长沙县㮾梨镇

“呷碗粉克”是长沙人的口头禅。但很

多人不知道的是，长沙那些知名粉铺，如

矮子粉店、公交新村粉店，以及米粉一条

街上的不少粉店，都有玉醋瓶的身影。

长沙曾有一段民谣是这样说的：杨裕

兴的面条和记的粉，放点玉醋好呷得很。

玉醋，便是长沙闻名遐迩的中华老字

号、玉和酱园的特产。它创自清朝顺治六

年（1649 年），曾与山西陈醋、镇江香醋

并称全国三大历史名醋。

玉醋究竟是种什么醋，能让长沙人情

有独钟？中秋小长假，记者来到玉和醋博

物馆一探究竟。

长沙网红地坡子街，是玉和酱园的

发源地，玉和醋博物馆曾位于此，现在

已搬迁至千年古镇㮾梨。馆虽易址，却

仍具昔日风华，古色古香的院子和“非遗”

酿醋坊以及文化展厅等相映成趣。陈列

馆摆放着各色传统酿醋工具，醋坊中飘

着柔和醇厚的醋香。玉和醋博物馆馆长

袁立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里每

一件东西都有故事，都是美食来源的密

码。”

袁立介绍，酱醋是古老的调味品，上

到皇家御用，下到黎民百姓，无不喜爱；

一道好菜，除了要好的食材，也要好的

调料。玉和醋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东

安鸡、麻辣仔鸡、七星酸肉、黄焖火焙鱼、

酸辣里脊等很多湖南名菜，甚至宫廷御

宴里都曾有它的身影。

记者发现，游客来了以后，不但可

以参观展厅和藏品，还可以到厂区参观，

身临其境地了解酿醋的过程。玉醋的制

作工艺十分讲究。醋醪需要在上百年的

老缸中经过数十天的发酵，还要经过红

酒一样的后熟工艺，最终酿造出“浓香醇

鲜”的玉醋。

袁 立 介 绍，

博物馆接待过很

多 大 中 专 院 校、

旅游观光团、中

小学研学团队以

及众多文化艺术

界 的 专 家 学 者。

曾有来玉和醋博

物馆参观的日本

游客表 示，日本

的和泉米醋就与

玉和醋的酿造工

艺一脉相承。

一坛玉醋，香飘天下。长沙醋、长沙

菜、长沙味，融入了湘菜的辉煌，传向

神州大地。

呷 隆平水稻博物馆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

湖南还有这些“美食博物馆”

1. 中国豆腐博物馆 位于邵阳市崀山

镇，又名满师傅大自然艺术博物馆，系国

家 3A 级景区。园内有中国豆腐博物馆、

传统石麻豆腐体验中心、仿古长廊、养

生养颜豆腐宴、《印象·满园》表演和音

乐喷泉水秀区。

2. 中国湘菜博物馆 位于湘潭市岳塘

区。7月24日，中国湘菜文化博览园展示

中心在湘潭正式对外开放。在这个展示中

心，人们可以通过图片、视频、实物等，

了解中国湘菜博物馆的概况和湘菜文化。

据介绍，中国湘菜文化博览园建设内容

包括中国湘菜博物馆、中国辣椒博物馆、

美食体验区等一系列文化旅游展览区。

很多父母带着孩
子来隆平水稻博
物馆“打卡”。

前来玉和醋博物
馆参观的人越来
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