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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皮是炎陵县民众尤其是

客籍乡村的一种传统美食，也

是逢年过节或乔迁、婚庆、添

丁 、 做 寿 等 红 喜 事 的 上 等 茶

点。说起烫烫皮，对于我这个

农 村 出 生 的 60 后 来 说 ， 既 是

孩童时年节里一次辛苦并快乐

着的劳作，更是记忆中挥之不

去的乡愁和乡情。

说快乐，是因为只有农历

新 年 将 至 或 是 家 里 有 喜 的 时

日 ， 才 会 拣 场 烫 烫 皮 ； 说 艰

辛，传统的烫烫皮可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炎陵烫皮以大米或红薯淀

粉为原料，经浸泡大米 （红薯

取粉）、磨浆(淀粉调浆)、柴火

蒸熟、太阳晾晒等工序制成。

大米烫皮与红薯淀粉烫皮，除

取材各异、口味口感不同外，

其制作工艺大致相同。

在少米缺粮年代，红薯乃

炎陵山区重要的食品和口粮，

红薯丝拌捞米饭是老百姓的主

粮，几乎少有净吃白米饭的家

庭。每到秋收扫尾，进入初冬

时节，家家户户都要晒上几谷

箩甚至几担红薯丝备作来年食

用。因此，在那个年代的农家

或多或少都有晒红薯丝的副产

品——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源自红薯。取粉

时，首先要将红薯洗干净，之

后用铜刨刨丝。1970 年代，是

我读小学的时光。初冬时节，

读书回到家里，放下书包，第

一件事就是与大人们一起洗红

薯、刨薯丝。

刨薯丝既是力气活，也是

技术活。手有劲、力气大，才

能持续刨、利索刨；只有掌握

了诀窍，才不会伤到手掌或手

指 。 否 则 ， 凭 蛮 力 ， 稍 有 不

慎，手上的某个部位就要被锋

利的刨子削去一块。

刨 好 的 薯 丝 要 在 当 晚 洗

粉，以便次日早上及时晾晒薯

丝。洗粉时，将红薯丝倒入盛

水的特大水缸里反复搓洗。如

果碰上打霜天，洗薯丝便是一

件苦事，双手在冰冷刺骨的水

中搓洗几桶甚至十来桶薯丝，

再强壮的身体你也会感受到那

种难以言状的钻心之痛。

捞出薯丝后，要用细目筛

子将杂质滤去，待到次日淀粉

充分沉淀、水粉彻底分离后，

再去水将湿淀粉铲出来暴晒几

天，待完全干燥后即可储藏使

用，而洗去淀粉的薯丝经太阳

晒干或用炭火烤干后即是来年

弥补稻米不足的口粮。

大米烫皮要选用粳米，糯

米太软太糯不适合做烫皮。准

备烫烫皮时，先将粳米用清水

浸泡一天时间，待其充分入水

浸发后，再用石磨磨成米浆。

搞大集体的年代，农村大屋场

里都会有一两座世代相传的祖

磨，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

浸米烫烫皮，这是石磨使用频

率最高的时日。因此，需要使

用石磨的家庭，主妇都会提前

向 大 家 打 个 招 呼 ， 免 得 来 日

“斗工”。

1980 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粮食大幅增产，农户

不 仅 吃 上 了 没 有 薯 丝 的 白 米

饭 ， 日 常 磨 粉 或 推 浆 做 米 豆

腐、吊浆米果的也多了起来。

同时，随着经济趋于活跃，世

代聚居的乡亲纷纷另辟新址建

房，搬出昔日热闹的大屋场。

这时，对石磨的需求越来

越大，这也是农村石匠生意最

为红火的年代。记得我家的石

磨，是家里请人在对面河的深

山沟里凿好后，由爸妈和姐姐

三人分两趟轮肩抬回来的。几

十年后，这座石磨依然完好地

存放在我家厅屋的一角。

推磨磨浆是件既费时又费

力的活。石磨由实木架子、两

片凿有纹路的圆形石磨、天然

硬木龙钩组成，通常置放在厅

屋 的 一 个 角 落 里 。 准 备 磨 浆

时，大人要用清水将石磨冲洗

干净，刷出原色，看到纤尘不

染，才放心要我们准备推磨。

记得小时候，不论是磨豆浆做

豆腐，还是磨米浆烫烫皮，奶

奶 或 是 妈 妈 都 是 磨 浆 的 掌 勺

人，负责往磨眼里下料，掌握

着 米 浆 的 细 嫩 品 质 ， 我 和 姐

姐、弟弟便是推磨人，自然也

是最最辛苦的了。

磨米浆时，要带水慢推细

磨，推磨不能太急太快，一次

下料不能太多，否则米浆太粗

会严重影响口感。推磨的总是

嫌掌勺的下料太少、太慢，巴

不得早点把米浆磨了。有时，

我和弟弟总想偷懒，一会说肚

子疼，一会说肚子饿，一会又

说要上厕所。这时，总会被大

人训斥：懒人屎尿多！

随着石磨转动，不稠不稀

的米浆就顺着磨槽流淌出来。

吱嘎吱嘎的磨盘响动声，也会

引来看热闹的邻舍：“哦，磨

烫 皮 了 呀 ！” 造 化 好 的 时 候 ，

要是碰上几个闲着没事又有力

气、好使唤的年轻人，帮忙推

上一二十分钟，那就要谢天谢

地了。

烫皮的传统制作工具是一

口大铁锅、一块蒸垫、一个篾

编 圆 形 簸 箕 、 一 个 T 字 形 木

架、几根长竹竿。首先，大锅

内加水并隔水置一圆形或十字

木蒸垫，再将水烧开；其次，

将一勺米浆或红薯淀粉浆倒入

簸箕内，上下左右摇成厚薄均

匀的薄浆再入锅蒸熟；第三，

就热将熟烫皮从簸箕中揭开，

用 T 字形木架迎举晾晒在的室

外的竹竿上。晾晒后的烫皮可

加工成多种衍生产品，可煎、

可炒、可煮，各有各的味道。

现做现食的蒸烫皮米香浓

郁，是我儿时的最爱。蒸烫皮

省去了晾干环节，直接将刚刚

蒸熟的烫皮摊开，涂抹上一层

猪油炒大蒜、农家辣椒灰，之

后卷成筒状即可食用，这是农

家最传统地道的吃法。每当家

里烫烫皮，我都要干上几卷这

种回味无穷的烫皮。这也是我

记忆中最原始的味道，至今令

人垂涎。

烫 皮 丝 是 烫 皮 的 主 打 产

品。当出锅的烫皮晾晒至五六

成干时，再将两三张叠放在一

起卷成圆筒，用锋利的菜刀切

成宽窄一致的粉丝。之后，按

一碗的量整齐地码成一把把、

一坨坨，用竹垫晒干即是待用

的烫皮丝了。农家煮烫皮丝颇

有讲究，煮熟的烫皮丝要配以

猪骨汤，再用香菇、肉片、猪

肝合炒或青椒炒肉丝、青椒炒

蛋 、 煮 鸡 蛋 、 煎 荷 包 蛋 等 盖

面，之后撒上葱末、香粉，一

碗丝丝柔韧、嫩滑爽口的烫皮

丝即算大功告成。

与即食蒸烫皮、烫皮丝有

所不同的是，用作煎炒的烫皮

在调制米浆 （淀粉浆） 时需加

入 适 量 食 盐 、 碎 蒜 须 、 芝 麻

等，即油煎烫皮、沙炒烫皮均

为咸味。将整张六七成干的烫

皮，用剪刀剪成巴掌大小的烫

皮片，再暴晒储藏待用。传统

上，农村油煎烫皮既是节日和

红喜事装盘的上等小吃，也是

向亲戚“回篮”的馈赠品。油

炸烫皮入口即化，吃起来满口

酥香，回味无穷。

在不富裕的年代，农家一

般 是 沙 炒 烫 皮 ， 少 有 油 煎 烫

皮。沙炒烫皮选用颗粒均匀、

干净无泥的河沙，河沙经反复

水洗后即可使用。炒烫皮时，

先要将河沙炒热，再加入烫皮

片 反 复 翻 炒 ， 待 烫 皮 均 匀 受

热 、 舒 张 熟 透 无 生 点 即 可 起

锅 ， 这 种 烫 皮 吃 起 来 沙 沙 作

响，香味四溢。

前些年，中央电视台财经

频 道 （CCTV2） 在 “ 消 费 主

张 ” 栏 目 专 题 推 介 了 炎 陵 烫

皮，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地方传

统美食。

启功与醴陵的书法缘
文志勇文志勇

启功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书画家、教育家，其开创

的“启功体”书法自成一格，影响深远。启功先生名重海内

外，又长居京华，自是难以到醴陵这个小地方来一趟。瓷

都醴陵与启功的结缘，缘在书法，要从醴籍书法家胡云富

谈起。

胡云富，字云复，号南浦，出生于醴陵市泗汾镇，是原

北师大教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小学书法

教材《学生写字》主编。2002 年，他主编的中小学写字教材

获全国首届兰亭奖，出版有《胡云复书法作品集》等。他于

1964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

自幼受家庭熏陶，喜好文史，书法得益于祖父胡元福的影

响和教育，曾重点临习颜真卿、柳公权、王羲之、赵孟頫诸

名家碑帖。他在北师大学习工作期间，恰逢启功先生也在

北师大任教。幸遇启功先生后，他在文史、诗词、书法诸多

方面得到启功先生的悉心教导，获益良多。胡云富对启功

先生敬重有加，一直执弟子礼以师长尊之，启功先生对这

个学生也信任喜爱。胡云富先后参与了启功先生主编的

《书法概论》《书法概论参考资料》等书的编撰工作，并协

助启功先生整理出版书法作品等著作。可以说师徒关系

匪浅互动密切。

1992 年 9 月，醴陵市沈潭镇湖溪村（现沈潭社区）湖

溪小学的改扩建工程正式竣工投入使用。这所小学是当

时在全市都颇有名气的一流乡（镇）中心小学，规模较大，

占地近二十亩，建筑宏伟，设施齐全，办学条件在其时同

类学校中首屈一指。这么一所漂亮大气的学校，如果有位

书法大家为学校题个字，那就更是锦上添花，名声在外

了。时任湖溪村主任刘生文早在学校竣工之前就一直在

琢磨着找个书法大师为学校校名题字而扩大影响力。那

时，醴籍书法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有李铎和胡云富。胡云

富是醴陵泗汾人，而他岳父家则在醴陵沈潭镇新田村。所

以沈潭人都知道新田村丁家有个女婿胡云富是大书法

家，他的师父更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大师启功先生。于是就

托熟人先后找了沈潭丁家人和泗汾胡云富在老家的弟弟

等人，求他们联系胡云富，由胡云富出面请启功先生惠赐

墨宝。但当时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的价值已达到约每平

尺 2万元，题四个字起码要五六万块，村上刚建校，本身又

没有集体经济收入，一时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只能厚着

脸皮去讨字了。好在胡云富和他的老师启功先生关系匪

浅，启功先生听说是为弟子家乡学校题字，就爽快答应分

文不取，纯作友情赠送，为公益事业作点贡献。村上负责

人考虑到总不能空着双手去讨字，就打算送点家乡土特

产表示下心意。又听说启功先生为人耿直，爱好收藏，对

民间器物尤为喜欢，于是就在乡下找到两杆使用年代较

长的铜制的水烟枪当成一份薄礼赠送，只花了 2000 元。

大约在 1992 年初夏，刘生文和刘华南俩人赶到北京，

胡云富一家对家乡人很是热情，留客在家用饭，并请来启

功先生一起用餐。饭后，启功先生当场在胡云富家书桌上

挥毫泼墨题字“湖溪学校”，并署名钤印，喜得刘生文等人

连连道谢不已。回去后，马上请人在校门口拓印，赶在新

校舍启用前顺利完工。启功先生的真迹就这样永远留在

了瓷都醴陵了。

“湖溪学校”纸质原迹保存在原村主任刘生文家里很

长一段时间，后辗转被当地一刘姓老师收藏至今。启功先

生的墨宝能长留醴陵，实是瓷都之幸，也让醴陵人民能有

幸近距离观瞻学习先生真迹，实不愧为先生留给瓷都人

民的一份宝贵财富。

真子飞霜镜
铜镜中的盛唐气象

郭亮郭亮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

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出自《旧唐书·魏徵传》的这句话大概是最为政论写

作者所热衷引用的名句之一，多作规劝统治阶层检点自

身之用。哲理之外，亦富生活常识——至少在传主魏徵所

生活的唐代，铜镜是件极为常见的生活用品，不然魏徵也

不会随口道来规劝唐太宗。

据考古研究发现表明，铜镜最早出现在商代，起初是作为

祭祀利器的，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有了照影之实用功能，不过，

因其价值昂贵，只有地位很高的贵族阶层才能享用，民间梳洗，

仍以“临水照影”为主。到西汉中后期，经济飞速繁荣的同时，也

推动了铜镜制作工艺的技术飞跃，以往只有贵族阶层才能享用

的铜镜开始慢慢走入寻常百姓家。唐宋时期，经济愈趋繁荣，铜

镜制作工艺也愈发精良，出现了不少艺术样式及表现形式迥异

的各色代表铜镜，是铜镜史上的巅峰时期。明清之后，随着近代

玻璃的诞生，铜镜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株洲市博物馆内，亦珍藏着一面代表铜镜制作工艺巅峰的

唐朝铜镜，系 1981 年出土于醴陵市均楚乡（现均楚镇）樟树湾

村。该镜为葵花形，龟形纽，平边。镜背图案十分精美，栩栩如

生。分为内区、外区两部分。内区饰玄武戏水。外区又分上、下、

左、右四幅图案；上图为云山叠嶂，朱雀飞翔；下图为水波荡漾，

瑞气腾空；左图为老叟抚琴，竹笋挺翠；右图为凤鸟展翅，松柏

常青。正是中国古镜史最最富争议性的“真子飞霜镜”之一款。

所谓“真子飞霜镜”，是指其铭文而言，乃唐代铜镜中十分

著名的镜类，见于不少著录，有菱花形、葵花形二种。镜背纹饰

通常以龟身与荷叶组成镜钮和钮座，钮下方有荷池，池中伸出

一枝硕大的荷叶，叶中突起一龟，镜钮及钮座即由此构成。镜钮

一侧修竹数枝，其旁一人端坐，置琴于膝，前有几案，上有什物。

此人正在抚琴弄弦，观之若有琴音缥缈。另一侧树下有鸾鸟一

只，正在独自起舞。上方山云半月，表达远方祥云中群山重叠之

意。云下田字格中铭“真子飞霜”四字。也有的此处无铭文，作祥

云托月、飞鹤翱翔之状，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枚铜镜即是无铭

文者，其他纹饰、纹样均与各式典籍种所记无二，亦与他处出土

之有铭文款铜镜之纹饰、纹样极为近似。

之所以说这款“真子飞霜镜”是中国古镜史上最富争议性

的铜镜，乃是因为，铭文“真子飞霜”之意，在学术界争论千年，

也没有个统一的说法。有认为“真子”是取修真炼道之意，“飞

霜”即元霜裴航遇云翘夫人的故事；有认为“真子”系人名，“飞

霜”为琴操名；现代学者朱江提出，“真子”即真孝子的简称，“飞

霜”是古琴曲调十二操之一“履霜操”的别称，镜纹内容则叙尹

伯奇放被逐于野的故事；日本学者多称其为“伯牙弹琴镜”，近

人沈从文亦持此论，其《铜镜史话》中有“唐镜子俞伯牙弹琴也

穿羽衣”句，查唐代人物镜中弹琴穿羽衣者,只有真子飞霜镜,如

此说来,真子飞霜镜中弹琴者则是俞伯牙。从整个镜纹审视,弹

琴者穿道服羽衣,远处仙山祥云,旭日幽竹,微风轻拂,池水碧波,

真子操琴独奏,丹凤闻曲起舞,营造了太平祥和的仙道气氛,蕴涵

了道家虚幻的实质,表达了归隐山林、养身修道的主张。荷叶上

灵龟静憩,天际间仙鹤翱翔,正是道教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得道成

仙的理想境界,迎合了君王修炼长寿的欲望，也与唐早期朝野上

下浓郁的道教信仰相契合。

尽管学术界对“真子飞霜镜”这款唐朝有名的铜镜的表现

内容还存有争议，但此款铜镜以其纹饰之华美、工艺之精湛，再

加唐人著录中时有收录，故成唐代铜镜中一款最为流行的品

类，后世各地皆有出土，亦包含出土于醴陵市均楚乡（现均楚

镇）樟树湾村、现珍藏于株洲市博物馆的这一枚——这枚铜镜

纹饰绮丽，铸作精美，展现了唐代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是升平

盛世之生动写照；镜之外形为葵花形，显然是受中亚波斯萨珊

王朝文化影响所致，也是唐代社会开放的一个表征……所谓盛

唐气象，除了文人骚客的翰墨飞扬之外，更多的细节都隐藏在

这些日常生活器物之中，若是心向盛唐之文治武功，这枚珍藏

于株洲市博物馆内的“真子飞霜镜”，当可作为了解大唐盛世的

一个侧面。

株洲往事

文物名：真子飞霜镜

年代：唐
出土年代：1981 年

出土地点：醴陵市均楚乡（现均楚镇）樟树湾村

规制：直径 15.3厘米，缘厚 0.5厘米

材质：青铜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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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煎烫皮。黄春平 摄

码放整齐的烫皮丝。黄春平 摄

竹竿晾晒烫皮。黄春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