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5两竹制不锈钢酒吊，酒勺

产品名称 1-2-5两竹制不锈钢酒吊，酒勺

公司名称 远变玲

价格 5.00/个

规格参数 产品类别:烹饪勺
品牌:zgtclz
货号:sz09

公司地址 中国 河南 洛阳市洛龙区 牡丹宫竹器市场

联系电话 86 0379 65373772 13838881272

产品详情

产品类别 烹饪勺 品牌 zgtclz
货号 sz09 材质 竹制
产地 河南 加印LOGO 可以
是否提供加工定制 是

1-2-5两竹铜酒勺

供应加工1-2-5两竹制不锈钢酒吊，酒勺

可以按您的要求制造

我们以质量第一、客户第一、信誉第一的精神竭诚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联系电话：0379-65797707

手机；13838881272

qq--983381082

邮箱:zgtclz@zgtclz.com.cn

温馨提示:汇款后请务必将您的详细收货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您订的产品型号.数量，
汇款金额及时短信通知我们.以便确认后按时发货给您。

中国农业银行



户名: 远变玲

帐号: 6228480730440520015

考古发现的远古中国人最早使用勺子进食的证据，属于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代
中国人发明勺子进食，与农耕文化的出现有直接的关联。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作物品种主要是
水稻和粟，分别适宜于湿润的南方和干旱的北方种植。这两种谷物的烹饪比较简单，可以直
接粒食，加上水煮成粥饭即可食用。热腾腾的粥饭，特别是半流质的粥食，不便直接用手抓
食，需要借用中介器具，于是最简单的勺子便被发明出来了。因为有了迫切的需要，于是人
们随手捡来兽骨骨片或蚌壳，起初也许并没进行修整就用它取食了。后来人们不再满意骨片
长长短短的自然状态，于是真正意义的勺子就制作出来了。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中原地区
仍然承续着新石器时代使用勺子进餐的传统，不仅继续使用骨质勺子，而且出现了铜质勺子
。自冶铜技术出现以后，作为进餐用的勺子也开始用铜打造。中原在青铜时代骨质勺子仍然
是一种受到普遍重视的进食器具，到了西周时期，骨质勺子的使用已不如过去那样普遍了。
最先出现的铜质勺子，形制多仿照长条形骨质勺子。中原地区从西周时代开始，开始流行使
用一种青铜勺形餐勺。这种勺子呈尖叶状，柄部扁平而且比较宽大。在陕西扶风一座窖藏中
出土了两件勺形青铜勺子，它们的年代在同类勺子中是比较早的。这两件餐勺柄部有几何形
纹饰，在勺体上还镌有所有者的名字，有铭文自名为“匕"。 到战国时出现一种长柄舌形勺
的勺子，在陕西宝鸡市福临堡属于春秋早期的一座秦墓中，就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勺子，它的
柄部较细，勺体已改为椭圆状的舌形。窄柄舌形餐勺，大约在春秋时代晚期就已经定型生产
出来，云南祥云县大波那铜棺墓中发现5件这样的勺子，都是用铜片打制而成，规格大小不
等。从战国时代开始，窄柄舌形勺子成为了中国古代餐勺的主流形态，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
。战国勺子还采用了漆木工艺，出现了秀美的漆木餐勺。漆木餐勺同青铜勺子一样，造型亦
取窄柄舌形勺的样式，整体髹漆，通常还描绘有精美的几何纹饰。 在辽宋金元各代，除了
大量制作铜质勺子以外，也有不少白银打造的勺子。在这一大段时期，勺子的造型基本上承
继了唐代细柄舌形勺餐勺的传统，区别仅在柄尾略为加宽而已。以后随着时代和餐饮的多样
化发展，工艺水平逐渐提高，勺子也就变得更加实用、更加精致，形状也越来越多样化。勺
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
勺子：一种有柄的可以舀取东西的器具，常指用来喝汤盛饭用的汤勺子和饭勺。例如：
饭勺、饭勺儿：装饭、盛饭用的； 汤勺、汤勺子：喝汤时盛汤用的(即汤匙)；
炒勺：炒菜用的有柄铁锅； 掌勺儿：炒菜用的勺子； 其他的还有：
水勺：装水、盛水用的； 面粉勺：装面粉、盛面粉用的勺子；
谷勺：装谷、盛谷用的勺子； 量勺：测量容积大小用的勺子； 磁勺：带有磁性的勺子； (指
南针的始祖——司南，它是用整块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象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
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
它为“司南”。司南由青铜盘以及由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
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种类勺子有两层含义勺子的使用，应该说
是最早的。从现在发现的证据来讲，已经可以追溯到七千年以前，在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里头
有很典型的骨勺子，用骨头做的。在山东的沿海地区一些大汶口龙山文化居民里头，他们是
用棒做的勺子，用棒，有一个勺子的形状，然后加一个柄就可以了。但大量地都是用骨头做
的餐勺，有很多勺子在史前的时候，他们在勺把上都钻了一个孔。然后勺子的相册(20张)，
勺子他是随身带的，可能就挂在腰里边，到吃饭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就行了。勺子，应该是说
历史最为悠久的用餐工具了。所以很难说具体是哪一个人发明了勺子，而只能说东西方都在
原始社会就最早使用了勺子。 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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