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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也成就了灿烂的油脂文化% 古代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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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清朝墨守成规!制油业渐趋平缓% 中国油脂博物馆古代油脂展厅从古代制油业的探索&古代油

料作物&古代油脂应用&古代制油业的变迁&古代油脂文化等五个部分介绍了我国油脂的历史&文化

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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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伴随着火的使用$人类开始了油脂应用之旅$并

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油应

用知识% 古人将凝固成固体的油脂称为脂$融化成

液体的油脂叫作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唐代出

现了油坊$宋朝榨油业迅速发展$明代制油工艺大总

结$清朝制油业渐趋平缓% 中国油脂博物馆展示了

古代油脂文明的发展脉络$描绘了灿烂的古代油脂

文明画卷%

:;古代制油业的探索

明代罗颀在'物原(中记载&)燧人作火$神农作

油$轩辕作灯$唐尧作灯檠$成汤作蜡烛%*从上古时

期的烧烤熔油$到唐代油坊的产生$经过宋元时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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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繁荣$至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制油业发展成熟$先

民们对制油用油的探索从未停歇% 我国古代丰富的

油脂文化也应运而生$无论是油脂相关书籍所蕴含

的精神财富$还是油灯+油壶+油伞等日用品所体现

的物质文明$都闪耀着先民们的超凡智慧$实证着我

国油脂文明的源远流长$独具特色%

%6%C油脂名称考据

油脂$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同的名称$在古代大多

称膏或脂% '礼记,内则(郑氏注&)凝者为脂$释者

为膏%*即凝固成固体的叫脂$融化成液体的叫膏%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油脂的物理性能有了

进一步的鉴别方法之后$才逐渐把油和脂区分开来$

一般规定在常温下呈液体状态者叫油$呈固体状态

者叫脂% 但油与脂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故统称

为油脂%

%6!C油脂应用溯源

远古时期$人类主要靠渔猎获取食物% 有了火

之后$原始人逐渐从茹毛饮血转为熟食% 先民们在

烧烤肉食之际$发现滴下来的液体具有特殊的香味

和滋味$于是将其收集起来用作食物的调味品$并逐

渐懂得日晒+烘烤+煎炸和挤压等均能从动物组织中

得到油脂$从此开创了人类利用动物油的历史% 在

食物烤制过程中$有些善于观察的古人发现果仁掉

进火里$也会飘逸出香味$同时熔出像动物油似的液

体$并能助燃发光% 于是人类使用植物油由此开启%

<;古代油料作物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并使用油料的国家之

一% 我国古代的油料作物不仅种类繁多+品种资源

丰富$而且分布面广% 油料作物的发现+种植和加

工$植物油的榨取+使用及商品化$都经历了从无到

有+由小及大+由自食自用到进入市场的发展过程%

期间$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品种+种植范围+种植方

式不断发生着变化% 古代草本油料作物主要有胡麻

"即芝麻#+蓖麻+莱菔"即萝卜#+芸薹"即油菜#+苋

菜+亚麻+大麻+黄豆+棉花+冬青等$古代木本油料作

物主要有油茶树+桐树+乌桕+樟树等% 中国油脂博

物馆介绍了这些古代油料的出油率情况$并展出了

部分油料作物的标本及种子%

=;古代油脂应用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由渔猎到畜牧$由

畜牧到农牧结合$再到农+牧业的分工% 从远古食用

油发展来看$从动物中取油较从植物种子中榨油容

易得多% 因此$人类对油脂的发展和利用$当从动物

油开始$随着农业的发展而扩及植物油% 我国的油

脂应用发展也大致如此% 古代日常油脂应用可分为

生活用油+生产用油和手工制造业用油三大领域%

(6%C生活用油

古人已经广泛使用动物油来满足生活中的各种

需求$主要集中在食品+照明+化妆品以及医药等 =

个方面$如&人们用油脂烹饪美食$获得健康与营养!

制作脂烛照明驱走黑暗$设计巧妙的灯具可以减少

油烟!油脂可护肤美容润发-%.

!油脂与其他药物配

制的药品可以治疗各种疾病//

(6%6%C食品方面

千百年来$油脂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世代相

传% '古史考(载&)燧人氏钻火$始裹肉而燔之$曰

0炮1!神农时食谷$加米于烧石之上而食之!黄帝时

有釜甑$饮食之道始备%*纵观中国饮食文化史$大

量记载了油脂在饮食和烹饪中的重要性$说明油脂

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食物之一%

'周礼注疏(载&)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

夏行藈?$膳膏臊!秋行犊颬$膳膏腥!冬行鲜羽$膳

膏膻% 用禽献$谓煎和之以献王%*大意为不同的季

节厨师选用应季的动物肉$用不同的动物油与之煎

和调和五行$做成精美的食物献给君王%

'礼记(中记载的食品工艺精细$反映了当时食

品加工的水平% 食物可炮+可烧烤+可煎+可煮$而且

特别讲究$)煎诸膏$膏必灭之$巨镬汤$以小鼎芗脯

于其中$使其汤毋灭鼎* )脂用葱$膏用薤*$可见古

人对调味品的划分已经非常精细了% 油脂在中国烹

饪技艺中的应用$使食物及菜肴在色+香+味+形+口

感上均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

(6%6!C照明方面

据'三秦记(记载&)秦始皇墓中燃烧鲸鱼膏为

灯%*西汉'淮南万毕术(记载&)取羏脂为灯%* '淮

南子,原道(与'西京杂记(出现)膏烛*名词% 从出

土的各种古灯具可以实证$当时已经普遍采用液态

油类燃为光源% 到东汉明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佛

堂上的灯烛使用植物油$这增加了植物油在照明方

面的需要量% 北宋苏颂撰写的'图经本草(记载&油

菜)出油胜诸子$油入蔬清香$造烛甚明$点灯光亮$

涂发黑润%* 并且记载有& )蓖麻子//可榨油

燃灯%*

-!.

汉代的能工巧匠还发明了一种雁鱼灯$由雁首

颈"连鱼#+雁体+灯盘+灯罩四部分套合而成$可拆

装$方便擦洗% 燃灯时$油烟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

空腔内$腔内储水$可有效减少油烟% 河北满城汉墓

出土的长信宫灯$江苏邗江甘泉汉墓出土的错银铜

牛灯等$虽造型各异$装饰不同$但其设计原理与雁

鱼灯基本一致% 这充分体现了古人在控制空气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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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聪明才智%

(6%6(C化妆品方面

'齐民要术(记载了魏晋时期将芝麻油+猪油同

浸香酒煎沸制成润发油工艺&)合香泽法//用胡

麻油两分$猪脂一分$内铜铛中$即之浸香酒和之%

煎数沸后$便缓火微煎$然后下所浸香$煎% 缓火至

暮$水尽沸定$乃熟% 泽欲熟时$下少许青蒿以

发色%*

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一书中记载&)其

为油也$发得之而泽%*意为&用芝麻油做成的润发

油$抹上它头发就光亮% '本草纲目(中提到茉莉花

的用途时称& )蒸油取液$作面脂头泽$长发润燥

香肌%*

(6%6=C医药方面

南朝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记载&)荏状如苏$

高硕白色$不甚香% //以其似苏字$但除禾边故

也$笮其子作油$日煎之$即今油帛及和漆所用者$服

食断谷亦用之$名为重油%*书中还记载&)熊脂+白

鹅脂+麋脂等肪膏$主煎诸膏药%*

唐代'食疗本草(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食疗专

著$其中记载动植物油脂 %> 种$收载了新的油料和

动植物油脂$从中可见当时油脂的发展+生产与应用

呈现出向上的发展趋势% '食疗本草(所载虽是日

常食物$却皆用于药用$其记载的食品+油脂条文之

多$居当时同类文献之冠%

(6!C生产用油

油脂在社会生产中的利用尤其广泛% 在建筑方

面$用桐油与石灰调制成的油灰泥应用广泛且效果

优良$可作防火材料+黏合剂+填缝等!油脂在铸造冶

炼+农业生产防治害虫+车辆润滑等方面也有不可或

缺的作用%

(6!6%C铸造冶炼方面

淬火方法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被发明% 南北朝

时期已开始使用含有盐分的液体和动物油脂作为冷

却剂% )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

-(.此时的

工匠已经发现用动物脂作淬火冷却剂比水的冷却速

度慢$铸得的兵器比水淬更为坚韧$并且可以减少淬

火过程中的变形和开裂-=.

%

'天工开物(记载&)凡造万钧钟与铸鼎法同

//干燥之后以牛油+黄蜡附其上数寸% 油蜡分两&

油居什八$蜡居什二//塑油时尽油十斤$则备铜百

斤以俟之%*

->.大意为&铸造万斤以上的大钟和铸鼎

的方法相同//待干燥后$用油蜡涂附在上面约几

寸厚% 油蜡的配方是牛油占十分之八$黄蜡占十分

之二//塑模的时候$如果用十斤油蜡$就要准备一

百斤铜% 这是一种用油蜡塑造铸形的失蜡铸造法$

可见明代的铸造工艺在当时居于世界前列%

(6!6!C农业方面

在古代人类生活和生产中$发现油具有防治虫

害的功能% 在苏东坡撰写的'物类相感志(中$有用

油杀虫子及蚁的记载% %%'> 年$江苏苏州地区曾

用油脂防稻叶蝉+飞虱之类的害虫$)虫聚于禾穗$

油洒之即堕*$看来颇有效果-$.

% %(%( 年$王祯在

'王祯农书(中记载&可用桐油纸燃烧$塞入树木蛀

孔之内熏杀害虫%

%$ 世纪$'方土记(中记载&)亚麻籽可榨油$油

色青绿$燃灯甚明$入蔬香美$皮可织布$秸可作薪$

饼可肥田%*

-&.这时期人们对油料作物的价值有了

较全面的认识%

(6!6(C造船方面

马可,波罗在'东来游记(中记载&)中国木

油$可与石灰碎麻混合$填塞船缝%*明代'天工开

物(中记载&)凡灰用以固舟缝$则桐油+鱼油调厚

绢+细罗$和油杵千下塞
!

%*意为将石灰用桐油+

鱼油调拌$并加厚绢+细罗$舂烂塞补$用来填固

船缝%

(6!6=C润滑方面

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将油脂用于润滑方面了$

当时已经有)载脂载裏$还车言迈*)尔之亟行$遑脂

尔车*的诗句% 唐宋诗词中$经常可见油壁香车的

字句% 宋代车辆运用普遍$人们常以油脂润滑车轴$

以减少摩擦$延长车轴的使用寿命% 庄季裕的'鸡

肋编(记载&)胡麻炒焦压榨$才得生油$膏车则滑*!

'齐民要术(中有用红花籽油作车脂的记载%

(6(C手工制造业用油

在手工制造业中$油脂的应用也非常普遍% 工

匠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实践出了油脂的各

种妙用% 以下从工艺品+制革+制墨等方面介绍手工

制造业用油的情况%

(6(6%C工艺品方面

早在春秋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懂得用桐油制

造涂料作为成膜物质% '诗经,国风(记载的)山有

漆*)椅桐梓漆$爱伐琴瑟*$都是对天然漆和桐油的

描述% 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有春秋晚期精美髹漆

彩绘的几+案+俎+鼓瑟+戈柄+镇墓兽等% 漆膜坚实+

色彩清晰$可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印证% 战国时期的

漆器是用大漆加桐油配合多种天然彩色颜料制成的

油彩$绘制出了各种赏心悦目的纤细花纹图案-'.

$

这种将桐油渗入大漆的配合技术是涂料工艺的

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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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C制革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是中国最早的手工

业专著% 其中记载&)鲍人之事//欲其柔滑而裃$

脂之则需%*意思是鲍人制作的韦革十分柔滑$欲获

此效果$需要涂上厚脂"今谓)加脂*#% 又载&)函人

为四甲//凡为甲$必先为容$然后制革%*

(6(6(C制墨方面

南唐时期我国开始用桐油及其他动植物油脂为

原料$点灯燃油制造优质墨料% 明代沈继孙'墨法

集要,浸油(说)衢人用皂青油烧烟$苏人用菜子

油+豆油烧烟%*'天工开物(记载&)凡墨烧烟凝质而

为之% 取桐油+清油+猪油烟为者$居十之一!取松烟

为者$居十之九%*大意为&墨是由烟灰和胶结合而

成的% 用桐油+菜籽油+猪油等烟灰做的$占十分之

一!用松烟做的$占十分之九%

(6=C其他方面用油

油之用于军事$是以动物油开始$进而使用植物

油$最后发展到矿物油% 在火药发明以前$油脂已经

作为一种辅助的军事作战物资了% '史记,田单列

传(中记载$公元前 !&) 年齐国和燕国打仗$齐国获

胜$油脂立下了汗马功劳% )田单"齐人#乃收城中

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

而灌脂束苇于其尾$烧其端% 凿城数十穴$夜纵牛$

壮士五千随其后% 牛尾热$怒而奔燕军//所触尽

死伤%*魏晋时期植物油亦被用于军事用途$据'三

国志,魏志(记载&)//宠弛往赴$募壮士数十人$

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据

'晋书(中记载&)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

以麻油% 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

于是船无所碍%*可见当时芝麻油已大量生产并广

泛运用于军事领域%

明代文学家张岱所著'夜航船(记载&)猪脂炒

榧$皮自脱*)香油杀诸虫$//桐油杀荷花$//蜈

蚣畏油$//香油抹龟眼$则入水不沉$//斧怕肥

皂$//灯盏中加少许盐$则油不速干% 油一斤$以

胡桃一个捣烂投之$则省油% 造油烛$先以麻油浇其

芯$则过霉不霉* )白梅与肥皂同洗则净$//油手

以盐洗之$可代肥皂* )读书灯香油一斤$入桐油三

两$耐点$又辟鼠耗$以盐置盏中$省油%*这些均说

明油脂在当时日常生活中应用已十分广泛%

>;古代制油业的变迁

古代制油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手工业生产进步的必然产

物$初成于唐$兴起于宋$成熟于明清% 制油业是随

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独立的手工业部

门% 随着榨油技术的规范化和对生产实践经验进行

总结$制油科学应运而生%

=6%C古代制油业的初步形成与油坊的出现

唐代出现了油坊% )作坊*之名称$当初是手工

业区的通用名称$由手工业区的通用名称渐渐转为

手工业店铺之名称$于是称榨油工种的店铺为)油

作坊*% 唐代油坊手工业生产除农村家庭副业外$

还有官营和私营两种% 官营油作坊规模较大$而私

营油作坊一般规模较小$油作坊主与手工业工匠往

往是不脱离劳动的师徒$徒工主要是家属和亲朋的

子弟%

北宋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 各手工业

的作坊$规模之大+分工之细都超过了前代% 此时的

制油业$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榨

油占优势$但无论官营或是私营榨油的手工业作坊$

都有很大的发展% 此时榨油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

缚已经有所松弛% 榨油工匠身份的变化是促使北宋

榨油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元时期虽然战争频繁$但是在战争间歇阶段$

不论南方或北方也都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社会

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制油业也相应地得到了长足

发展%

=6!C古代制油业的兴起及其社会背景

明代初期$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有

所削弱% 手工业者大部分时间可以自己生产手工产

品在市场上出售% 至明代中叶$小商品生产者的队

伍发生了分化$其中少数人上升成为榨油作坊主$大

多数人则降为雇佣工人% 一些商人利用商业资本直

接控制生产而转化成为产业资本% 明代的一些有识

之士从事科学技术的总结和考察工作$使制油业继

承了以往历代的成果$对中国的制油工艺+榨具和操

作条件在传统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完善和充实作

出了贡献% 毫无疑问$明代的制油业在中国制油史

上处于承前启后的蓬勃发展阶段%

=6(C古代制油业的发展与转型

清代的制油业因封建制度腐败$闭关自守$经济

禁锢$民族矛盾尖锐而发展平缓$在技术上墨守成

规$缺少创新% 制油业工匠的劳动十分繁重艰苦$其

收入低微$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而此时的西方正处

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和生产技术蒸蒸日

上% 随着西方工业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

古代制油业向近代制油业发展%

?;古代油脂文化

我国古代油脂文化是与古代油脂的应用相伴相

随的% 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先民们以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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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为核心$发展出了内涵丰富的油脂文化% 从油脂

相关的民谚+俗语和书籍代表的精神财富$到以油

灯+油壶+油伞为代表的物质文明$我国古代油脂文

化包罗万象$涵盖了古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6%C油脂文献

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关于油脂的专著$各种油料

作物的种植+加工$植物油的榨取+用途$榨油设备及

工艺等$多散见于农学+医学等相关著作% 以下介绍

十部与油脂相关的文献%

>6%6%C'考工记(

'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制定的指导+监

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书$记述了官

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 该书是中国最早

关于手工业技术的文献$保留了先秦大量的手工业

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生产管理和

营建制度% 全书共 & %"" 余字$记述了木工+金工+

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 (" 个工种的内容$

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科技及工艺水平$在中国科技史+

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书中记载

了皮革加脂是由)皮*转变为)革*的关键所在%

>6%6!C'?胜之书(

西汉时期的'?胜之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

本农书% 书中记载了黄河中游地区耕作原则+作物

栽培技术和种子选育等农业生产知识$反映了当时

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区种法"即区田法#在该书

中占有重要地位% 书中提到的农作物有大豆+大麻+

苏子和芝麻等 %( 种$并有)豆生布叶$豆有膏*的记

载$)膏*即油之意%

>6%6(C'齐民要术(

北魏末年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

存最完整+最丰富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全书 %" 卷

)! 篇$约 %% 万字% 书中记载)胡麻"即芝麻#+麻籽+

芜菁"蔓菁#+红兰花*)输与压油家*$说明当时已发

现多种油料作物$并已产生专门榨油的人家% )取

新猪膏极白净者$涂拭勿住% 若无新猪膏$净麻油亦

得*)细切葱白$熬油令香* )无肉以苏油代之*$并

提到)木有摩厨$生于斯调% 厥汁肥润$其泽如膏$

馨香馥郁$可以煎熬食物$香美如中国用油%*全书

提到油料作物 & 种$动植物油 & 种$即大麻子油+

芝麻油+苏子油+芜菁子油+猪油+牛油和羊油%

>6%6=C'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为北宋科学家沈括所撰$是一部涉

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

综合性笔记体著作$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

碑*% 全书有 %& 目$凡 $") 条$共 (" 卷$其中'笔

谈( !$ 卷$'补笔谈( ( 卷$'续笔谈( % 卷% 内容涉

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总

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 据传$

沈括在读'汉书(时发现)高奴县有洧水$可燃*的记

载$后来他实地考察$发现了一种褐色液体$当地人

叫它)石漆* )石脂*$可烧火做饭+点灯和取暖% 他

给这种液体取了一个新名字$叫石油$其名沿用至

今% '梦溪笔谈(对)洧水*的使用$有)予疑其烟可

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此

物必大行于世*的描述%

>6%6>C'陈
"

农书(

'陈
"

农书(由宋代陈
"

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

部谈论水稻栽培种植方法的农书% 全书 ( 卷$!!

篇$%6! 万余字% 上卷共有 %= 篇$占了全书的 !?($

主要讲述水稻的种植技术!中卷是讲述水牛的饲养

管理+疾病防治!下卷是讲述植桑种麻% '陈
"

农

书(对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的

作用$对于实际生产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书中记

载&)油麻有早晚二等% 三月种早麻$甲拆$

#

耘?$

令苗稀疏% 一月凡三耘?$则茂盛% 七八月可收也%

四月种豆$耘?如麻% 七月成熟矣% 五月中旬後种晚

油麻$治如前法$九月成熟矣% 不可太晚% 晚则不实$

畏雾露蒙
$

之也% 早麻白而缠荚者佳$谓之缠荚麻%

晚麻名叶裹熟者佳$谓之乌麻$油最美也% 其类不一$

唯此二者人多种之% 凡收刈麻$必堆罨一二夕$然後

卓架晒之$

#

再倾倒而尽矣% 久罨则油暗%*

-).

>6%6$C'农桑辑要(

'农桑辑要(是元朝司农司撰写的一部农业科

学著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 全书共 & 卷$

$ 万余字% 内容以北方农业为对象$农耕与蚕桑并

重% 选辑了古代至元初农书的有关内容$对 %( 世纪

以前的农耕技术经验加以系统总结研究% 全书包括

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

草+孳畜等 %" 部分$以及各种作物的栽培$家畜+家

禽的饲养等技术%

>6%6&C'王祯农书(

'王祯农书(成书于 %(%( 年$是一部系统+完

整+内容丰富的农业科学著作% 全书共计 (& 集$(&%

目$约 %( 万字$分为'农桑通诀( '百谷谱(和'农器

图谱(三大部分% 该书兼论了当时的中国北方农业

技术和南方农业技术% 王祯利用图文并茂的表达方

式$把榨油设备的结构+工艺流程+操作过程都记录

下来$并绘成图谱$这对于当时社会上正在进行的榨

油设备的总结+交流和推广应用$是一项十分有意义

的工作%

>

!"!! 年第 =& 卷第 ' 期CCCCCCCCCCCCC中C国C油C脂



>6%6'C'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为明末优秀科学家徐光启所著$是

一部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的学术著作% 按内

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 前者

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 文中记

载植物油 %) 种&桐油+麻油+杏油+菜油和红花籽

油等% 特别对于乌桕制油的过程与操作$利用皮

油制蜡烛作了详细的介绍$同时记载了麻油压榨

方法%

>6%6)C'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明朝医学家李时珍 (" 余年心血

的结晶% 全书共 >! 卷$%)" 多万字$记载了 % ')! 种

药物$分成 $" 类% 全书收集医方 %% ")$ 个$书中还

绘制了 % %%% 幅精美的插图$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

一份珍贵遗产% 该书记载了 >) 种动植物油脂的药

用功能% 其中动物油 (( 种$植物油 !$ 种$在书中区

分动物油和植物油$是以脂和油来表示$)凡凝者为

肪为脂$释者为膏为油*% 书中对绝大多数动植物

油脂的加工+用途+性能和主治疾病都作了详细的

记载%

>6%6%"C'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明代宋应星著$共 %' 篇$是我国

历史上最为详尽的一部科技巨著% 在第 %! 篇)膏

液*中$记载了 %) 种油料作物+%> 种植物油料的出

油率$记叙了某些油料的性质和用途$特别对 ) 种植

物油料制取油脂的工艺与榨油机具作了详细介绍$

同时还列举了具体数据% 其中记载了油脂制取的 =

种方法&水代法+磨法+舂法和压榨法$至今仍有实用

和参考价值% 还记载了制油设备及制油用具% '天

工开物(是我国古代较完整+全面的制油专著$该卷

与现代工程著作中的)总论2原理2工艺流程2设

备*的论述顺序大致相同% 该书反映了 ("" 多年前

劳动人民的制油技术水平$是研究我国油脂工业发

展的可贵史料%

>6!C油脂文趣

油本意为油水$是一条河流的名字$在历史更

迭+社会变迁中逐渐发展成为指代油脂的名词% 人

类在发现+开发和利用油脂资源的过程中$创造出了

跟油相关的精神财富$赋予了)油*字更多的文化内

涵% 历朝历代跟油相关的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诗

歌+散文+打油诗等文学作品$歇后语+惯用语+俗语

等俚语$甚至遍布中华各地与油相关的地名$都彰显

着)油*的重要性$它不仅每日出现在我们的餐桌

上$而且深入到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

中国油脂博物馆全面梳理+系统展示我国古代

油料+油脂文明发展脉络$挖掘其中蕴含的中国智

慧+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令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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