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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杭 大 运
河还是一条南北饮食文化
交流、汇聚的通道。

作为京杭大运河沿线上著名的商贸城
市，商贾云集、人群荟萃，饮食文化

自然汇聚南北，酝酿出各具
特 色 的 菜 系 。 古 有

“通州三宝”大顺斋
糖火烧、小楼烧鲶鱼、万通

酱豆腐，今有宋庄美食、深夜食堂。
食色性也，古今通州美食不仅反映了通

州的文化性格，而且与古老的通州融为一体，构成了时代的
韵味，以另一种方式诉说着通州的历史。一饭一蔬，用最富烟火气的

方式，传递着运河千百年来的风俗。

传统美食：好味道 名不虚传

小楼烧鲶鱼
小楼烧鲶鱼是小楼饭店的招牌菜。小楼饭店创建

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是一家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清
真饭店，最初创建时的名字叫“义和轩羊肉馆”。位于其附近
的“安庆楼”也是家老字号，据说里面悬挂的“南楼”牌匾是明
代奸相严嵩所题，所以也有人叫它南楼。与南楼的阔绰气派
相比，义和轩显得非常普通，甘称“小楼”，但生意却越来越兴
旺。1933年，“小楼”收购了“南楼”，成为通州餐饮界的“第一
名店”，但“小楼”的名称却沿用至今。

小楼烧鲶鱼上市后，名扬四方，食客络绎不绝，甚至有人
将其火爆的原因诉诸传说。相传，通惠河里鲶鱼很多，渔
民们大量捕捉送往小楼饭馆，小楼生意火了，鲶鱼精急了，
请来通惠河妖让通惠河水翻腾上涨，冲毁河堤、淹没土地村
庄，殃及二十里外的县村关帝庙。这恼怒了关帝，他
化作一老翁，来到受灾渔民中，用纸画了一个

“饕餮”，让渔民用青石照此雕刻下来，
放置于土桥村石桥南侧，说是能
镇住河妖。渔民照此做了，果
然，河妖再次到此，见了此

“饕餮”魂飞魄散……虽然只
是一个传说，但却从侧面反映
了小楼烧鲶鱼的火爆。

事实上，鲶鱼腥味浓，小楼烧鲶鱼借
鉴鲁菜的做法，在热油里炸一下后，再在温油里蹲
一下，然后放到文火里焅一下，这样反复“三起三炸”，使烧出
来的鲶鱼不但完全没有腥味，而且可以长时间保鲜。

1958年，刘少奇视察通州时，品尝小楼烧鲶鱼之后，
给予好评，彭真、万里等其他领导人也品尝过小楼烧鲶
鱼。2006 年，小楼烧鲶鱼制作工艺被列入《北京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万通酱园
万通酱园创建于民国七年（1918年），前店后厂，由通州

有名的开明士绅马兆丰独资创办。万通酱豆腐的配料得到
浙江绍兴装坛，运至杭州码头装船启运，然后溯流北上，昼夜
兼程，期间吸取五大水系的水气灵光，聚凝10个纬度的日月
精华，至通州时已是南材北味了。到厂后，立即投放红曲、黄
酒，并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加入佐料，封坛，经伏天暴晒，成熟
后入库，历时一年，佐料的滋味完全浸入腐乳中。通过这种
工艺酿制而成的万通酱豆腐，质地细腻、芳香扑鼻，已成为独
具风味的通州小吃。

大顺斋糖火烧
大顺斋创建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是我国历史最为

悠久的老字号之一，它的诞生与大运河有关，它的传播则与
朝圣有关。

大顺斋的创始人刘刚，乳名大顺，明朝迁都北京后，刘刚
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最后在通州落脚。开不起店面，就凭
着一副过硬的手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炸油果子等清
真小吃，慢慢火了起来。

崇祯十三年（1640年），通州清真寺阿訇到麦加朝圣时，
随身携带着大顺斋糖火烧作为干粮。途中经过沙漠地带时，
很多朝圣者携带的干粮都变质了，但通州清真寺阿訇携带的
大顺斋糖火烧却依然新鲜美味……大顺斋糖火烧就这样走
出国门，传播至阿拉伯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大顺斋改为公私合营，隶属于
通州糕点总店；1960年困难时期，几乎停止营业；“文革”期
间合并到通州食品厂；改革开放后，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风风雨雨几百年，大顺斋起伏跌宕而盛名不衰的原因，
得益于过硬的做工和用料：面是本地新打的麦子，自家磨制
的头箩、二箩精白粉，香油麻酱的原料是上等白芝麻；糖则
是台湾产的“惠盆”，或广西梧州的“篓赤”；桂花则是江南

“张长丰”……这都体现了通州运河文化的包容性、开放
性。据说，印度前总理尼赫鲁1960年访华时，特地专门品尝
了大顺斋的糖火烧，临走还带走20多斤。

咯吱合
除了人们熟悉的通州三宝，通州还有一宝，人缘最好，

那就是咯吱合。咯吱合的起源据说与漕运有关，大运河通
航后，百姓操起漕运营生。船工们从山东带回酥脆的煎饼，
日久受潮，煎饼皮软，入口不爽。于是有人将煎饼卷成卷切
成段下油炸，食之更香更脆，久不变质，这就成了咯吱合。
当年，咯吱合是运河船工远航的必备美食。

如今，到北京看朋友，会有人告诉您，带点咯吱合吧；到
通州吃饭，有一道菜是必点的，咯吱合。通州人还为其起了
个好听的名字——“金屋藏娇”：一张金黄色薄饼、两根小
葱、三片肘花、四个咯吱合，五指一并，放在耳边，听见“咯
吱”一声、“咔”的一口……那里面储藏着漕运工人们对于运
河的记忆。

于家务大集
于家务大集位于通州东南方向的

于家务回族乡，要买正宗的清真类生、
熟食品，这里是不错的选择。集市上卖
的牛羊肉，都是“夜里从内蒙古运过来，
早上宰杀”，因为货真价实，很多人不远
数十公里，专门开车来这里买牛羊肉。

和超市鲜肉区不同的是，这里卖的
牛羊肉不是提前切好分开卖，而是整只
挂在摊位上，顾客想买什么部位当场现
切。此外，这里还售卖各类调料，孜然、
辣椒面、烧烤酱等，烧烤方面的用料和
用具都能一站式购齐，非常方便。

穿插在牛羊肉摊位之间，还有很多
卖羊杂等熟食及年糕、炸糕、驴打滚的
小吃摊贩：筋道有嚼劲的酱牛肉、软糯
可口的糖卷果、酥甜的炸糕、外酥里脆
的茶食……让人垂涎欲滴。

为方便百姓售卖土特产商品、置办
年货和生活物品，于家务每逢农历“五”
和“十”日都会举办大集，同时也将更加
规范地进行管理和服务，更多地将回族
民俗文化融入其中，使之成为百姓常态
化感受于家务回族民俗文化和逛集购
物的好去处。

牛羊整只卖、小吃现场做、蔬菜自
家产，绝对的天然绿色无污染。腊月
里，人们大包小包拎回家的，不止是年
货，还有健康和幸福生活的满足感。

张家湾大集
张家湾大集历史悠久，每逢农历

三、八赶集日，冒着热气的包子豆浆，新
鲜的蔬菜水果，高声谈笑的小商小贩，
以及认真讨价还价的顾客，总是热热闹
闹。家住集市附近的居民说，每到赶集
日，他必须和老伴来这里逛上一圈，已
经成了一种习惯，不来就觉着缺了点什
么。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逛完集市
后，人们还能去张家湾博物馆、曹雪芹
遗址顺路旅游凭古，在悠久的历史中，
品味热闹的生活。

永乐店大集
永乐店大集位于通州东南，是通州

口碑最好的农村大集之一，东西多、样
式全、地儿大、路宽，不怕人挤人。最主
要的是能一站尝遍众多小吃：铁板烧、
烤冷面、煎饼果子、鸡蛋灌饼……还有还有
越来越少见的民间传统手艺越来越少见的民间传统手艺。。

西集大集
西集镇被运河和潮白河两河包

围，土质肥沃，适宜果树种植，所以在西
集大集上经常有很多农户将自家菜地里
产的新鲜蔬菜拔出来卖：自产粮、自产
菜、草莓、田螺……充满生活的气息。

马驹桥周营大集
周营大集上可看到各种各样的蔬

菜水果，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民自家种
植的。除了新鲜的蔬果，饭桌上常
吃的肉蛋鱼禽也是不少人逛大集必
买的商品，而且价格比超市便宜不
少：1 元 1 斤的土豆、红薯，两元 1 斤
的香蕉、苹果、橘子，5 元就能买上一
大袋辣椒……

漷县大集
位于漷县镇政府西侧的漷县大

集，无论是面积、规模还是赶集人数，
在通州都能数一数二。大集上蔬菜水
果、干果点心、早餐熟食、海鲜生肉、
日常用品……品类繁多，应有尽有，亮
点是石磨豆腐、豆制品、自制糕点。

八里桥批发市场
八里桥市场对于很多老通州人来

说，都是一种离不开的存在。八里桥
批发市场是一家国家级重点批发市
场，位于通惠河八里桥到筛子庄桥段
以北，1998 年建成开业，是京东最大
的综合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伴随通
州人走过了23个年头。

创建时，市场分蔬菜瓜果区、粮油
饮料区、鱼肉蛋禽区、百货副食区、餐
饮服务区、生活区、市场管理区七大区
域。对于八里桥市场和人们日常生活
衣食住行的关系，曾有年轻作家说，心
情不好时，她会去八里桥批发市场购
物，让那里来自底层和土地的气息，赋
予自己热爱生活的勇气。

如今，八里桥批发市场将随着城
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结束它的历史
使命，未来这里将成为以创新共享、轨
道微中心、文创体验等多元功能为核
心的高质量产业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
务功能区。

传统集市：逛大集 批零兼营

网红打卡地：夜经济 艺术餐厅

宋庄美食
随着艺术区的发展，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餐饮业也以

“艺术”的方式扎根于宋庄镇。其中有以聋哑人为服务员
的“米娜餐厅”；有以陶艺为特色的“向村陶艺咖啡馆”；
有蔬菜一律原生态的“菜园子”；有老少皆宜的温泉主

题酒店“运河苑度假村”；有情调高雅的“五月
花”；更有呼朋唤友天南地北聊一顿的

“沽酒小铺”……在宋庄艺术区，每
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特

色、有自己的艺术和风格，每
走过一条街、路过一条小
巷，都会在出其不意的地
方遇见艺术、遇见美食、遇
见一片心灵净土。

向村陶艺咖啡。“向”意
思是“向着”，村意思是“村庄”，

可以引申为“自然”和“本真”。“向
村”意味着回归自然，走向淳朴本真之佳

境。艺术馆以向村艺术为核心，分为架上绘画和陶瓷
艺术两个展馆，秉承着“让艺术融入我们的生活”的理念，
在主题式的艺术体验馆中，游客不仅可以参与到陶瓷艺
术的创作过程，也可在琳琅满目的绘画作品中品一盏香
茗或一杯手工单品咖啡，体验由向村奉献的集视觉、味觉
和触觉于一体的艺术盛宴。

五月花餐厅。五月花餐厅注重情调。这家藏在小堡
街里的西餐厅，一进门就会不自觉地再回头看看门口的
招牌，因为总是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进
了谁家的大院子。五月花的店主是位笑起来很阳光的大
男孩，店内所有的设计均是出自他一人之手，不论是墙上
的粉刷，还是店内的摆放，虽然看起来随性，但却透出一
股文艺风。

深夜食堂
一条地铁线连通了通州梨园与北京CBD，大量往来

工作居住的人群也使梨园地区较早成为通州最成熟的人
口聚集区之一。每天，从华灯初上到夜半时分，完成了一
天工作的“夜归人”，随着一批批地铁和汽车，回到在梨园
的家旁边，寻觅到一间深夜食堂，一个音乐酒吧，一间 24
小时书店，一家24小时健身房。

面对这一愈发旺盛的夜间消费需求，梨园地区的深
夜食堂项目正在规划中，聚集酒吧、24小时健身房及文化
艺术业态的开放式园区也在逐渐形成规模：离地铁九棵
树站最近的京通罗斯福广场有一家营业至凌晨两点的精
酿啤酒吧，店里的啤酒都是历时25天准备和酿制的；而在
东郎电影创意产业园则有 24小时健身房和书店，可以随
时随地为自己“充电”；想吃火锅了，也能在华联天时名苑
店找到营业到凌晨3点的海底捞。

月亮河休闲小镇
月亮河休闲小镇，地处五河交汇处，西侧是著名的京

杭大运河，燃灯佛舍利塔、大光楼、七孔桥、漕运码头等古
迹遗产与之相映成辉。随处可见的艺术雕塑是月亮河休
闲小镇的惊喜和日常，《情话》《等待wait》《人物雕塑》《每
天醒来都很想你》《弦》《时代标准》……这些出自陶都罕、
高孝午、隋建国、张占占等艺术家之手的雕塑在月亮河小
镇的各个角落熠熠生辉，不仅是为小镇，更是为生活增添
星光点点。

2021年北京餐饮品牌大会上，北京市商务局推出“月
亮河休闲小镇”等第二批“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在这
里你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珍馐，贵茉法式餐
厅最珍贵的食材与厨艺、与茉莉自然芳香美味予阁下，
极原作日式烤肉一口烧肉幸福满满，贞鲜楼天天出海、
全是海鲜，园味湘食原汁原味、中餐美学，La Palette 调
味板西餐厅以巴黎餐吧为设计原型，兼有西班牙、德
国、意大利等经典欧陆菜系，还有山谷居民有好喝的咖
啡和自制甜点，同时还是完美的音乐空间。奥通之翼
国际轮滑中心是城市副中心首个冰雪项目综合训练
馆，可以让更多的儿童、青少年参与到冰雪运动中。艺
术品味、运动休闲、吃喝玩乐、亲子时光……都能在月
亮河休闲小镇找到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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