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文化之窗
青团，江南有名的传统

特 色 小 吃 ， 又 称 “ 清 明
粿”。《吴门竹枝词》 云：

“相传百五禁烟厨，红藕青
团各祭先。”说的就是人们
在清明节吃冷食青团，并用
红藕、青团祭祀祖先。逐
渐，青团也被人们用来当作
春游小吃。

据清代食谱 《随园食
单》 载：“捣青草为汁，和
粉作团，色如碧玉。”青是
中国人特有的浪漫，不取绿
字而取青，好像见字即闻艾
草香。一口青团，面皮香弹
软糯不沾牙，豆沙馅甜香细
腻，又恰到好处，却不喧宾
夺主，去刻意掩盖浆麦草的
香气。再看颜色，外如翡
翠，内若深色的玛瑙，一绿
一红相映衬，恰如春天的花
红柳绿。作为江南清明的食
物符号，青团在南方就有好
几个“变种”，如川渝的

“叶儿粑”、广东的“朴籽
粿”、江西的“艾米果”。

就说江西特色小吃艾米
果吧。每年春天，客家人兴
用艾米果来敬谢观音菩萨和
招待客人。做艾米果得用糯
米，浸了，磨成浆，再用布
袋子吊起滤去水分，这样磨
的糯米粉就细白。再将采摘
到的嫩艾叶洗净，在热水中
稍煮一下，揉搓去除苦味
后，按一比一的比例，配上
用臼碾的糯米粉揉搓。揉得
艾叶与糯米粉完全融合了，
就拿去蒸，然后用手揉压摁
捏，做成一个个圆型饼皮。
与传统的青团甜馅不同，艾
米果大部分是咸馅，也有的
没有内馅，使品尝者更加注
重艾草芬芳。有的则以白砂
糖和黑白芝麻为内馅，意为
甜蜜。咸馅由鲜肉或腊肉、
笋、大蒜等配料制作而成，
配合饼皮做成艾米包，放锅
里蒸熟后，味道甚佳。吃起
来，一股浓浓的清香扑鼻而
来，口感滑嫩而不腻，软中
兼韧，是赣南人很喜欢的一
种吃法。当然，也可以用
油炸。

传说艾米果的叫法来
自晚清时期，有个姓艾的女
人，人称艾嫂，在修水县城
清云门外搭了个小茶棚。为
招徕顾客，就试用这种艾叶
和糯米粉做成包有糖馅、形

同饺子的点心应市，哪知竟清香可口，色似翡
翠，一时门庭若市，供不应求。一日，一儒者
慕名而来，品尝后称赞不已，遂问此品何名？
艾嫂笑对来者，无言可答。儒者见艾嫂热情和
蔼又胖乎乎矮墩墩的，便风趣地说：“我替你
取个名吧。”艾嫂点头应允，儒者戏说：“这玩
意既是艾叶和米粉做的，又形似你艾嫂，就叫
它艾米果吧！”茶客听后一致拍手叫好。从
此，“艾米果”这道点心就传遍全县，成为春
季应时佳点。

无论叫它青团，还是叫它艾米果，此品表
皮光滑，色泽翠绿，清香扑鼻，甘中带苦，质
柔有韧性，食而不腻。它不仅风味独特，而且
能温肺暖脾，散寒除湿，有防病保健之功效。
其主要原料是艾草和糯米粉，糯米中含有大量
的钙、磷、铁、维生素B和淀粉，适量食用具
有一定补中益气、养胃健脾、固表止汗、止
泻、解毒和疗疮等功效，属于温补；艾草中含
有大量的维生素、蛋白质、核黄素和烟酸等营
养成分，适量食用具有一定平喘、利胆、消
火、抗菌、驱寒、除湿等功效。

切记，因为糯米中含有大量的支链淀粉，
支链淀粉难溶于水，不易消化，吃多了会积
食、消化不良，造成肠胃不适，严重者甚至会
上吐下泻。所以，青团好吃，也要适可而止。

（第一作者系山西医科大学护理专业硕士
研究生；第二作者系山西医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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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如蝉翼洁如雪，抖似细绸不闻
声。”宣纸，文房四宝之一，既是中国造纸
技术皇冠上的明珠，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艺术创造。

宣纸的发源地与主产地为安徽省宣城
市泾县。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
因地得名“宣纸”，迄今已有 1500 多年历
史。宣纸一词，最早出自唐代学者张彦远
的 《历代名画记》：“好事者宜置宣纸百
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表明当时宣纸
已被书画家使用。《旧唐书》也记载了当时
向宫中进贡宣纸的情形。

相传，宣纸创始人是蔡伦的弟子孔
丹。孔丹偶遇青檀倒伏入水，因年深日
久，洁白如雪，便用青檀树皮造纸，终于
获得成功，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宣纸。宣纸
中的“四尺丹”为名贵品种，流传至今，
便是为了纪念孔丹。到了南宋和元朝时
期，泾县小岭始迁祖曹大三为代表的曹氏
家族将宣纸发扬光大。

宣纸主要原料为青檀皮、沙田稻草和
猕猴桃藤汁。青檀皮浆料为长纤维，稻草
浆料为短纤维，二者配合使用，形成骨骼
与血肉相互依存的关系。宣纸工艺十分精
妙和复杂，从原料加工到成品出厂，需经
撕皮、蒸煮、沤制、摊晒、碓皮、漂洗、
制浆、捞纸、压榨、烘晒、剪纸等 108 道
工序，历时2—3年完成，可谓“精工出细
活”。

首先，将青檀皮和沙田稻草蒸煮、浸
泡等处理，变成皮料草料，运到山坡上经
过一年左右日晒雨淋，通过自然漂白，原
材料中的有机成分消失殆尽，因而不被虫
蛀。晾晒以后碓皮，将皮料草料捶打上千
次，打散原有纤维，变得更加柔软。碓好
的皮料草料反复漂洗，过滤掉灰尘和杂
质，制成皮浆和草浆，再按不同的比例混
合后，添加泾县特有的悬浮剂——猕猴桃
藤汁，使纤维均匀地悬浮于水中，制成纸
浆，开始捞纸。

捞纸，也称抄纸，是宣纸中关键的一
步，至少需要两位工匠共同操作，决定着
宣纸的厚度和尺寸。工匠将竹帘放入纸浆
池里，再拿出来，纸浆会附在竹帘上，变

成纸张。通常情况下，每张纸需连续捞两
次，俗称“头帘水”“二帘水”。“头帘水”
主要起上浆的作用，形成纸页；“二帘水”
主要起补浆，平整纸页的作用。捞完的纸
层压出多余的水分，变为湿纸帖，接着晒
纸。工人用刷子将湿纸贴到焙墙上，并刷
平、刷匀，借助焙墙高温将其烘干。晒纸
完成后，需将纸张叠整齐，交给剪纸工检
验和裁剪，便大功告成。

宣纸具有质地绵韧、光洁如玉、不蛀
不腐、墨韵万变之特色。按照洇墨的程
度，宣纸主要分为生宣、半熟宣和熟宣。
生宣是没有经过加工，吸水性和沁水性最
强，易产生丰富的墨韵，常用于书法和写
意山水；熟宣是加工时用明矾等涂抹过，
则质地较硬，吸水能力弱，适宜于工笔绘
画；半熟宣是由生宣加工而成，吸水能力
介乎前两者之间。用宣纸题字作画，墨韵
清晰，层次分明，骨气兼蓄，气势溢秀，
浓而不浑，淡而不灰，神采飞扬，耀目
生辉。

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对宣纸情有独
钟。宋代诗人王令赞美宣纸“白如青云”，
奉劝世人“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 （指

泾县宣纸）”。明末诗人吴景旭在《历代诗
话》中评价宣纸，“至薄能坚，至厚能腻，
笺色古光，文藻精细”。1964年，郭沫若先
生题字赞誉：“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
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
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所珍藏的唐宋以来的历代名字画帖碑文、
史籍文档，历经千年时光洗礼依然惊艳四
射。因此，宣纸享有“纸寿千年”“纸中之
王”之盛名。

宣纸畅销全国，远销海外，誉满全
球。1886 年、1915 年分别获得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金奖奖章；2002 年 8 月，宣纸成
功 获 批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保 护 产 品 称 号 ；
2006 年，宣纸制作技艺入选我国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 9 月，
宣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入选理由是，
自唐代以来，它一直是书法、绘画及典
籍印刷的最佳载体，至今仍不能为机制
纸所替代。

悠悠千年，宣纸经过不断传承和改
进，依旧保持着那份鲜亮，为中国书画艺
术铺就最美的底色。

豆棚瓜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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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承华夏
清明祭祀习俗由来已久，自新石器时代

就已盛行，祭祀活动除了特定典礼，还包含
大量陶瓷祭祀用具，称为祭器或礼器。那
么，为何古人会采用陶瓷礼器来表达对逝者
的哀思？陶瓷器在历朝历代祭祀文化中有什
么重要含义？

唤醒家族的共同记忆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重大春祭节日，清
明时节万物吐故纳新，扫墓祭祀、缅怀祖
先，既弘扬孝道亲情、唤醒家族共同记忆，
又促进家族成员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
感，并充分体现先祖们顺应天时地宜、遵循
自然规律的思想。

早期祭祀活动中，必有大量礼器和祭
器，通常跟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牛尾、
鹿角、陶器等，其中尤以陶制祭器或礼器数
量为多。要知道，陶器为什么能成为祭祀活
动中最为重要的器物，还得从陶器所承载的
社会文化说起。

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陶器用具，其造物
思想首先是满足日常需求。与早期藤编或木质

炊器相比，陶器具有便于成型、坚固耐用、耐
高温等优点，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它的依
赖性日益增大。随着人们对泥、水、火的认识
不断增强，陶器品质及形制也不断得到提高，
较大程度丰富了日常生活。其次，陶器除了体
现日用功能性外，又逐渐被赋予了财富和阶层
等属性。原始先民生活诉求简单，满足日常温
饱和长寿即可。然而，天灾人祸的频发，使得
人们对自然现象和洪水猛兽产生强烈恐惧。出
于对未知事物的有限认知，人们举行各种原始
宗教巫舞、祭祀活动，以祈求捕猎顺利、五谷
丰登、子孙绵延、健康长寿等美好愿望。而作
为日常生活常用的陶器自然被赋予神圣使命，
传达着人们的思想。

新石器时代陶制祭器种类众多，如鹳鱼
石斧图彩绘陶缸、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
杯、河南渑池县仰韶文化的彩陶人面鱼纹
盆、甘肃临洮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舞蹈纹盆、
青海民和马厂塬马家窑文化彩陶神人纹罐
等。人们将崇拜的动物、部落图腾、巫舞活
动，以及对逝者的美好祝愿绘制在陶器上，
强化了陶制器物的祭祀活动氛围，反映了先
民对祭祀活动的重视。

礼器发展承载审美思想

历经夏商周，由于青铜冶炼技术的提

升，使得皇室贵族选择祭器由陶器转向青铜
器，但制作精良、反映其主流审美思想的陶
器仍受欢迎。比如商代的白陶器，因为商代
皇室贵族钟爱白色。在民间祭祀中，陶器仍
占据着重要地位，且不断传承着它所承载的
祭祀文化。

秦汉时期祭祀活动达到高峰，涌现出大
量陶制祭器或陪葬明器，如陶俑、陶制动
物、陶制楼台水榭，以及蕴含着“三纲五
常”意义的汉代五管瓶、五连壶等。至两晋
南北朝时期，瓷器烧制技术成熟，青瓷祭祀
用具兴盛，如南方青瓷堆塑罐、北方的青釉
莲花尊。至宋代，皇室贵族崇尚儒家思想而
极为重视祭祀活动，陶瓷礼器的烧造达到巅
峰。因不满意其他窑口瓷器的品质，于宫廷
内自制窑烧造，至此便有了著名宋代官窑。
官窑祭瓷种类众多，但大部分祭器或礼器通
常也是日用瓷和陈设瓷。比如著名的出戟
尊、琮式瓶等，既是陈设用器，也是礼器。

明清两代，颜色釉迅速发展，多种颜色
釉的出现丰富了时代祭祀文化。洪武二年规
定“祭器皆用瓷”，而嘉靖九年则令“定四
坛各陵瓷器，圜丘青瓷，方丘黄瓷，日坛红
瓷，月坛白瓷”，这反映出统治阶层对祭祀
文化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工匠制瓷技术的
高超。明代以景德镇为制瓷中心，设御窑

厂，烧造出各种著名的颜色釉瓷器，如永宣
红釉和蓝釉、永乐甜白釉、弘治黄釉、正德
孔雀绿等。为丰富日用瓷及祭器种类奠定了
技术基础。

如今，虽然人们不再像古人那样大量采
用瓷器作祭祀用具，但祭祀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理应加强科普
并得到有力传承。因为它是我国农耕文明背
景下所诞生的产物，蕴含着华夏几千年极为
珍贵的文化思想。

（作者系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基础教研
室专业教师、工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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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民间

猴子聪明活泼，深受人们喜爱。老北
京人却把这份爱融入传统手工艺品中——
营造出一个妙趣横生的“毛猴世界”。

毛猴，老北京人称其“毛猴儿”，据
说出自清朝道光年间，北京宣武门外骡
马市大街“南庆仁堂”一个配药伙计之
手。那天，小伙计被账房先生训斥了，
怕丢饭碗，只好忍气吞声。夜里摆弄着
药材越想越气，倏然发现蝉蜕具有某些
形象特点，他灵感大发，决定用中药材
塑造一个账房先生。于是选取辛夷做躯
干 ， 截 取 蝉 蜕 鼻 子 做 头 ， 前 后 腿 做 四
肢，用白及一粘，一个像人似猴的形象
出现了。他悄悄拿给师兄们看，都说很
像尖嘴猴腮的账房先生。小伙计开心极
了，他无意间开发出了毛猴，也为中药
铺 老 板 打 开 了 思 路 ， 从 此 将 几 味 中 药

“包装”出售，谓之“猴料”。
根据使用材料，毛猴又叫“药材猴

儿”“金蝉猴儿”“知了猴”等，并逐渐形
成极具北京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玩具工
艺品，深受京城百姓喜爱。过去，许多家
长为孩子买毛猴或买“猴料”粘猴玩；买
猴料，粘毛猴，也是老北京庙会上的一大

景观，更是过年必备的“年货”。
200多年过去了，毛猴技艺在传承中发

扬。作为毛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延
庆区孟玉林的非遗体验课总是座无虚席。
制作毛猴的材料，主要是四味中药：蝉蜕
做头和四肢，辛夷 （即越冬的玉兰花骨
朵） 做身躯，白及做黏合剂，木通做道
具。材料虽小，却不易找到，得去中药店
买。买来的蝉蜕有泥土，将它分解，头和
腿放入盛温水中浸泡、漂洗，捞出整形，
晾干备用。辛夷形状各异，有的花骨朵绒

毛丰满，有的纤细小巧，根据需要选择使
用。白及可用明胶代替。木通属于辅助材
料，现在不局限于传统的中草药材，可用
多种物品代替，并且突出绿色环保理念。
如生活中废弃的纸盒、毛线、葡萄梗、瓜
子皮等，或大自然中的枯草、树皮、石子
等，材料看似不起眼，可在制作者眼中却
都是宝贝。如孟玉林现场指导学生制作的
金猴舞龙，用礼品盒上的黄色手提绳做龙
身，富有美感，栩栩如生。

粘接毛猴时，根据设计，将蝉蜕的头

和爪粘到辛夷的相应部位，先粘头，再粘
腿，粘胳臂。粘好的毛猴放到制作好的场
景中，调整姿态，定型、晾干，最后装入
展示盒中。

古人讲“意犹帅也”。制作毛猴也一
样，道具和场景非常重要，三分制作七分
设计。特别注重主题和主体 （毛猴） 的自
然和谐，做到奇、巧、精、妙，既有美好
的寓意，又雅俗共赏。制作者必须具有丰
富的想象力，还要有较强的操作能力。毛
猴作品包罗万象，既有女娲补天、桃园结
义的故事传说；也有喜庆丰收、延庆火勺
等风土人情。孟玉林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指导学生制作了许多经典作品，如“北京
世园会”“喜迎冬奥”“抗疫有我”“文明城
区”等大主题，与时代同频共振，作品多
次获奖。

毛猴虽然只有三四厘米高，但在方寸
中散发着智慧，在平常药材中彰显着魅
力，在朴素中蕴含着非凡，把动植物的天
然情趣和手工技艺完美结合，展现出世间
的气象万千，表达了创作者丰富的情感。
老舍夫人胡絜青曾写诗相赞：“半寸猢狲献
京都，惟妙惟肖绘习俗。白描细微创新
意，二味饮片胜玑珠。”

有国家对非遗文化的重视，有工匠们
的坚守，有年轻人的参与，毛猴作为精美
的工艺品，散发出了更加迷人的光芒。

妙 趣 横 生 的 “ 毛 猴 ”
□ 赵文新

又逢闰月。豫中乡间流传着女儿亲手
为母亲做闰月鞋的古老习俗：“闰月鞋闰月
穿，闰月老人活一千。”“闰月鞋闰月穿，
添福添寿添平安。”

新时代了，乡间手工做鞋罕见了，做
闰月鞋习俗就变成了买闰月鞋。作为彰显
孝道的民间习俗，做鞋或买鞋，表达的心
愿都一样。俗信认为，闰月年乃多事之
秋，于长者不利。民间有“闰月年，留娘
年”之说，认为闰月年对母亲不利，如果
女儿给母亲做一双闰月鞋穿上，就能保母
亲平安，福寿康宁。

豫中乡间，虽说“闺女是娘的小棉
袄”，但大多女子委婉含蓄，不善言语，往
往把对父母的爱埋藏心底。能在闰月年给

母亲做双闰月鞋，以表达孝心，也是难得
的机会。针线活中，要数做鞋难度最大，
技术性最强，集设计、缝纫、拼布、浆染
等多种技艺。倘若能做出一双精致合脚的
闰月鞋，在乡亲们面前，既是能力炫耀，
也是孝心检阅。

一双手工鞋的诞生，要经过打袼褙、
铰鞋样、纳鞋底、绱鞋等七八道烦琐工
序，没有十天半月下不来。首先是打袼
褙，找些弃之不用的旧衣破布，撕扯成片
状或条状；打好糨糊，糨糊须用小麦面，
且熬至半生不熟的稠糊状，此时黏合力最
强。找一张木桌，刷一层糨子，贴上一张
纸，再贴上一层破旧铺衬。然后在旧布上
再刷一层糨子，再贴铺衬，贴至五六层，
移到太阳下晾晒。待厚墩墩的布片晒干
后，揭下来，俗称袼褙，也就是做鞋底的
原材料。过去做布鞋没有鞋码，而是取决
于鞋样儿。所谓鞋样儿，就是用硬纸铰出

一个鞋底样，作为每次做鞋的依据，家里
几口人就留几个鞋样儿。

把几层鞋底形状的袼褙叠在一起，就
开始纳鞋底了。纳鞋底是一项费时费力的
针线活儿。针、顶针和锥子不可少。手劲
小的还备有钳子、夹板等辅助工具。纳鞋
底用细麻绳，多为苎麻。此麻种的人少，
价格也比较昂贵，搓成麻绳，结实柔韧，
经久耐用。手艺好的，所纳的鞋底针眼均
匀整齐，排列有序，横竖成行，斜向成
趟；即便鞋底线磨没了，鞋底也依然硬如
铁板；纵使换两三次鞋帮，也还结实如
初。纳好鞋底，就该做鞋帮了。根据鞋底
尺寸裁出鞋里、鞋面、鞋底布和鞋口边
布，鞋帮用料多为灯草绒、斜纹布等，结
实美观。接下来，把鞋里、鞋面和袼褙底
片粘接在一起。

用针线把鞋帮和鞋底缀到一起，是
做 鞋 的 关 键 环 节 ， 也 最 见 功 力 ， 俗 称

“绱鞋”。乡间会纳鞋底的不乏其人，但
能绱好鞋的却寥寥无几，一个村能有三
五个绱鞋巧手就算不错了。连缀鞋帮和
鞋底，说起来容易，做到贴切圆润却很
难，弄不好，皱巴巴歪歪扭扭，看着不
美观，穿着不舒服。绱鞋前，先将鞋帮
前后略加整形，再将鞋帮和鞋底连接处
固定好，沿着鞋底四周用针线密密实实
地缝合一圈。

做好的新鞋不能立即穿，鞋帮里的袼
褙硬邦邦的，紧且夹脚，得把鞋楦子 （即
脚模型） 塞进鞋窠笼儿里，撑上几天，扩
大鞋内空间，这样才变得宽松好穿。

试想一下，当闺女将一双浸润着拳拳
孝心和浓浓爱意的闰月鞋送到老娘手中，
苦累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家该是多么的幸福
和满足啊！

孝 心 无 价 “ 闰 月 鞋 ”
□ 梁永刚

图为变体神人
纹罐，马家窑文化
马厂类型（约公元
前2300年至公元前
2000 年），1975 年
于甘肃省兰州市土
古台出土，甘肃省
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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