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发明了汉堡？美国《赫芬顿邮报》8
日认定，它的祖先是“肉夹馍”。报道称，世
界上第一个汉堡出乎美国人想象，“不是
美国发明，更不是起源于德国，而是来自
中国”。报道称，中国早在秦朝就制作出了
汉堡，只不过，它的名字一直叫肉夹馍，它
是汉堡的“祖先”。
《赫芬顿邮报》称，早在秦朝时期(公

元前 221-207年)，中国人就把剁碎的肉
块夹在饼里吃，只不过它的名字一直叫

“肉夹馍”。尽管这种中国街头小吃和美式
汉堡有些差异，但肉夹馍确实是世界上最
早的汉堡。据美媒描述，肉夹馍起源于中
国陕西，如今已是风靡全国的名小吃，大
街小巷常能见到卖肉夹馍的店和吃肉夹
馍的人。各地的制作方法可能略有差异，
但总的来说都是有嚼劲很美味的食物。馍
由面粉、水和成面团制成，有时也许会加
酵母，传统做法是放入火炉中烤，如今则
多用平底锅；馍里夹的肉通常是剁碎的猪
肉，也有牛肉、羊肉、鸡肉，都会加入多种

香料炖制而成。
究竟是谁发明了汉堡？美国两州曾起

争议。2007年，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州议
员布朗提出一项议案，宣称汉堡是于 19
世纪 80年代在该州阿森斯发明的。她说，
当时有一个名叫戴维斯的人发明了三明
治，并在阿森斯法院前的广场上出售自己
生产的汉堡。随后，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
州议员纳尔森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议案，称
汉堡是威斯康星州一个名叫汉堡·查理·

纳格林的人于 1885年发明的，纳格林后
来在当地集市上出售了自己制作的汉堡。
最终，两州也没得出定论。

不过，有辞典解释称，汉堡原是德国汉
堡的一种油炸牛肉饼，19世纪末由德国传
入美国。现在的汉堡的样子是在美国发明
的，至于谁是发明人至今没有定论。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断增多的汽车催生
了汽车餐厅，经过改良的汉堡演变成美式
“肉夹馍”，它成为快餐厅的主餐，汉堡随之
风靡起来。 （来源：华商报 摘自人民网）

汉堡：“祖先”是肉夹馍 中国秦朝已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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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梦想 一种生活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近日出台，中国足球史上的最大改革
启动，人们期待这个寄托无数人梦想
的项目浴火重生。

足球的魅力不同凡响。开国元勋
中就有众多足球迷。与平常人一样，
他们因足球之兴而喜，也因足球之衰
而悲。对于中国足球腾飞，他们曾寄
予厚望。

毛泽东当过守门员

1955年的一个秋日，在北京先农
坛体育场要进行北京联队与苏联泽
尼特足球队的比赛。比赛开始前，场
内突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原来，毛
泽东主席来到了比赛场地。建国以
后，毛主席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更
很少看体育比赛，尤其没有看过足球
比赛。毛主席早年便主张中国人要
“文明其心灵，野蛮其体魄”，人们都
知道他喜欢游泳，也知道他打乒乓
球，其实他也喜欢踢足球。

当年与毛主席对阵踢球的陈子
展回忆：润之在长沙第一师范上学时
就踢过足球，他的位置是守门员。上
个世纪初，中国人个子远没有现在
高，湖南人又没有北方人高，像毛泽
东这样 1.80米高的简直是鹤立鸡群
了，想必他当初在门前一站，对手的
前锋一定会感受到震慑力。陈子展还
说，毛主席踢球时认真、勇敢，守球门
时沉着冷静，两眼紧盯着来球，射来
的球大多能被他接住。队员们很佩服
他，称他是“足球健将”。

1955年的这一天，毛主席饶有兴
致地观看了比赛。当事者史万春当时
是国家队队长。赛前他们知道，苏联
泽尼特足球队是该国甲级联赛第四
名，水平高于我们。那天先农坛体育
场座无虚席、人山人海，中国队员拼
尽全力才没有让对方将比分拉开。后
来史万春感到观众席上有些骚动，他
知道是毛主席来了。

下半场，中国队以 1比 2落后，
我国朝鲜族运动员金龙湖带球刚过
中场，看到对方门将站位比较靠前，
一记远射把比分扳平，队员们兴奋极
了。史万春说：“我一直想看一看毛主
席，但激烈的比赛让我不敢看，直到
进球欢呼的片刻，我才向主席台看

去。只见毛主席笑了，也和观众一起
为我们鼓掌。”

虽然因为实力差距，中国队还是
输掉了比赛，但比赛结束后，领队马
上通知中国队队员，要等待毛主席的
接见。毛主席穿着灰色的风衣，稳步
向球场走来。他先与客队握手，之后，
便走向中国队，国家队教练李凤楼和
队长史万春首先迎了上去，毛主席用
浓重的湖南口音连说几句：“打得好！
打得好！”

同年，南斯拉夫足球队在获得了
奥运会冠军后，来中国访问比赛。中
国足球队其时刚从匈牙利“上学”归
来不久，自然不是奥运会冠军南斯拉
夫足球队的对手，结果输得很惨。但
赛后，毛主席却热情地接见了南斯拉
夫队，并发出了一个关于中国足球的
预言：“我们今天输给你们，明天输给
你们，但 13年之后要赢你们！”

邓小平独爱海派足球

众所周知，邓小平酷爱足球，但
很多人不知道他和上海足球的缘分。
邓小平喜欢上海队踢球的路子，他曾
赞赏上海队：“方向对了！”

当然邓小平喜欢上海足球还是
上世纪 60年代的故事。上世纪 60年
代是上海足球的盛世，曾经出现四支
甲级队参加全国比赛的盛况。

1962年上海足球队在北京与劲
旅吉林队激战，邓小平到现场观战。
上海队胜出后，邓小平评论了这场比
赛：吉林队确实勇猛，有时却没有章
法，不如上海队踢得巧。

那时候，邓小平经常来看上海足
球队的比赛，对上海队员也赞誉有
加：技术好，战术活，队员年纪轻，有
前途。他强调：上海队配合好，方向对
头。邓小平是坚定的技术流，放在今
日，他老人家没准就会迷上巴塞、迷
上梅西。有一次上海队与罗马尼亚军
队足球队比赛，球赛刚开始，邓小平
就直言：上海队技术、战术都比罗马
尼亚差，光靠拼，怎么能赢呢？我看今
天就要输。”

1965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
上海足球队在北京参加决赛。邓小平
几乎每次都到现场观战。上海队在决
赛阶段主要和风格粗犷的北方劲旅

激战。上海队 3比 3平河北队，而以 6
比 0大胜吉林队，以 2 比 1 赢辽宁
队，最后获得亚军。全运会期间，邓小
平还特地找了当时在北京参加中央

会议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说：
“我最喜欢看上海足球队的比赛，你
们上海打得灵活，好看。你是上海第
一书记，你要关心这个队，你回去要
搞好这个队……”

可惜，在“文革”中上海各级足球
队都受到冲击，实力下降明显。1980
年上海队降入乙级。降级后方纫秋出
任主教练，1983年上海队才夺得第五
届全运会冠军。进入上世纪 90年代，
上海队变成了申花队，由徐根宝教练
执教。

1992年徐根宝带领国奥队在吉
隆坡与韩国队生死一战，上演了“黑
色九分钟”，国奥队崩盘。而此时此刻
邓小平正在电视机前和全国球迷一
起目睹了这痛心的一幕。
建国以来，中国足坛最杰出的球

星之一要属上海出身的张宏根。1954
年张宏根留学匈牙利，接受著名教练
尤瑟夫的指导。当时，匈牙利足球队
是全球最好的球队之一，最出名的球
员是前锋普斯卡什和中锋南蒂。尤瑟
夫对领队柯伦说：“张宏根就是南蒂，
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足球的希
望。”

1955年中国队参加世界青年联
欢节，在与波兰队的比赛中，张宏根
离球门 30米的地方射门，打入一球，
技惊四座。时任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
的贺龙高兴地说：“足球队应该多出
几个张宏根这样的球员。”

然而，后来的伤病使他不到 30
岁就挂靴了。1975年邓小平复出时听
体委汇报工作，一些老运动员一起前
往。邓小平见到了张宏根就问：“张宏
根，你的脚好了吗？”

最高级别的足球团长

1957年 6月 2日，中国队首次冲
击世界杯，周恩来出现在先农坛体育场
的主席台上。那天，陈毅、贺龙和聂荣臻
元帅也都到了现场，另一位超级球迷邓
小平因为没在北京而未能前往。

周恩来很喜欢足球，1912 年，他
随伯父去沈阳，在学校里就踢过球。
他曾说，作为南方人，要通过锻炼变
得像北方人一样健壮，踢足球是锻炼
的重要方式。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
时，还带领足球队与北京清华大学球

队比赛。
周恩来多次观看足球比赛，1960

年他率领 400 多人的代表团访问缅
甸，随行的还有中国八一足球队，这
无疑是中国足球史上级别最高的足
球团团长了。

那天，陈毅元帅也在主席台上。
1960年的一个大风天，一群少年球迷
到先农坛观看一场北京工人队的比
赛，因为比赛不精彩，观众席上稀稀
落落。人们却惊喜地发现陈毅元帅戴
着墨镜坐在场边的一张椅子上———
连乙级队的比赛都看，可见他的球瘾
之大。

陈毅对体育运动的爱好，除了围
棋，就是足球。青年时代他曾是一位
驰骋球场的猛将。他在成都上中学
时，一直是学校足球队的中锋，他那
一脚熟练又准确的射门，常常赢得球
场上的一阵阵欢呼和掌声。他率领球
队经常参加四川省的比赛，战胜过许
多大专院校和外国人在成都组织的
球队，一度以高超的球技蜚声蓉城。
他是四川省足坛上的“五虎将”之一，
观众们都熟悉这个穿“4号”球衣满场
飞的中锋，亲切地喊他“陈四号”。

解放后，中国八一足球队曾经在
一场比赛里以 5比 0大胜缅甸队，陈
毅曾对当时的“国脚”姜杰祥说过这
样的话，中国队赢豆腐队不算本事，
能赢强队才算厉害！后来，巴西马杜
雷拉队访华，在比赛中，身为左后卫
的姜杰祥屡次奋不顾身封堵对方炮
弹般的射门，竟然被球击中晕倒在
地，被抬下场后几分钟才清醒过来。
陈毅对他说，虽然打平了，但是很有
骨气，踢得好。
贺龙也是名“段位”很高的球迷。他

对中国足球事业不仅关心，有时甚至到
了事必躬亲、耳提面命的程度。中国足
球队到匈牙利留学就是他一手促成的，
在临行前，他意味深长地对运动员讲，
你们一个人一年的费用需要几百个农
民辛勤劳动一整年，你们要对得起他们
啊。1964年，中国队输给了来访的巴基
斯坦队，舆论一片哗然。当时担任国家
体委主任的贺龙毫不客气，当即解散
了这支国家队，并督促管理部门尽快
把足球搞上去。贺龙的“三大球不上去，
我死不瞑目”的誓言曾激励了几代运动
员。（来源：解放日报 摘自人民网）

盘点开国元勋中的足球迷

毛泽东曾当守门员 邓小平经常现场看球

日前，位于重庆渝北区宝圣大
道的西南政法大学岭南樱花园正
式开园，400余株市值 110万元的
中国樱花在春日阳光里竞相开放。
“小乔”“貂蝉”？这可不是哪位

美女的外号，而是樱花的品种。记者
了解到，白色的是“小乔”，俏皮而鲜
艳；粉色的叫“貂蝉”，端庄而大气。
此批樱花于去年栽种在西南政法大
学岭南园，由西南政法大学广东校
友会和广州一家企业捐赠。捐赠人
之一的叶超宏透露：“这批樱花与武
汉大学的日本樱花不同，它们的品
种都产自中国，由中国野生樱花改
良而来。”

事实上，据日本学者撰著的
《樱大鉴》记载，樱花最早“原产
地”就是在中国。“最早的樱花生
长在喜马拉雅山脉，后来才传入
日本。”重庆自然博物馆专家李桦
介绍，秦汉时期，樱花栽培就已应

用于宫苑之中，距今已有 2000多
年的历史。唐朝时，樱花已普遍栽
种在私家庭院中，唐朝白居易有
诗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删山樱
满院栽”，说的就是诗人从山野掘
回的山樱花植于庭院观赏。“在盛
唐时期，从宫苑廊庑到民舍田间，
随处可见绚烂绽放的樱花。当时
万国来朝，樱花也随着建筑、服
饰、茶道、剑道等一并被日本朝拜
者带回。”

“重庆自古也是野生樱花的
‘圣地’。”李桦说，重庆的纬度和气
候十分适宜樱花生长，目前已发现
约有 10余个品种，其中部分还可
以结出樱桃。“实际上车厘子和普
通樱桃的花也属于广义上的樱花，
但为了果实，有心的人将这些品种
进行改良，就成了可食用的水果。”
（来源：重庆日报 摘自人民网）

樱花最早“原产地”在中国

毛泽东与外国足球队员亲切握手

周恩来关心足球事业

邓小平经常到赛场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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