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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伤有味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11月5日至7日，
由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苍南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联合主办，义乌市文化馆、
苍南县文化馆、义乌市美术家
协会、苍南县美术家协会共同
承办的“诗画山海”义乌—苍南
文化走亲活动举行。

文化走亲，越走越亲。两
地艺术家以文化为媒，促交
流发展，架起一座艺术交流
的桥梁。自然山水与人文景

观交相辉映，激发了艺术家
们的创作灵感，他们用画笔
捕捉自然之美，描绘出一幅
幅山水盛景。

据介绍，两地艺术家还在
苍南文化馆举办油画作品展，
共展出此次采风创作的霞关主
题油画作品30余幅，吸引众多
当地市民驻足欣赏，感受艺术
的魅力与文化的力量。我市文
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两
地艺术家的交流与合作，有力
推动两地文化资源共享、文艺
协同发展。

义乌—苍南
文化走亲活动举行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文/摄

我叫丁大公，今年 70 岁，佛堂镇稽
亭村人，是传统技艺义乌镌刻的代表性
传承人。镌刻技艺，在日常生活中是比
较常见的。

镌刻这门技艺，从人类最早学会使
用工具开始，就慢慢演变并最终发展成
了一门技艺。镌刻也可以称为雕刻。在
古代，人们习惯把铭文或者是文字镌刻
在一些坚硬的物体中，如木头、竹子、金
属甚至是石头上。

在很多人看来，镌刻这种做法通常
用于郑重地记录重要的信息或者表达
某种意愿，甚至在不少文人的心中，镌
刻也是一件雅事。文人雅客大多喜欢
游山玩水，他们在山水中寻找乐趣，在
风景中寻找灵感。因此每到一些名胜
古迹时，文人们总喜欢将诗词画作镌
刻在石材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镌刻不仅是物理记录，更是一种文化
的延伸。

从古到今，镌刻都是一种情感的延
续。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悠悠细雨，镌刻
思念”，用的就是镌刻二字，表达深刻的
思念情感。镌刻和雕刻大致相同，很难区
分，基本上一个概念。如果非要说有什么
区别，那么镌刻更加注重对美学的传承。

我从 32 岁开始学习镌刻技艺，30
多年来始终坚持不懈地提高技艺水平。
如今，镌刻作品已经有上千件之多。我
从小就开始学习书法，外婆、母亲均写
得一手好字。在大家庭氛围的熏陶下，
我从小对书法很热爱。闲暇时候，就会
自己研究如何刻字。

真正对镌刻产生浓厚兴趣并把它
当成事业，是源自 30 多年前我去西安

探 亲 的 时 候 ，走
进了西安碑林。
这个享有“书法艺
术故乡”美誉的圣
地，让我特别震惊。
第一次走进碑林，我
就被字碑深深吸引。碑
林里的 3000 多块石碑，展
现了汉朝以来的各代碑志。

从西安回来，我就买了一本西安碑林
的拓本，开始研究镌刻技艺。那时，我痴迷
到天天看甚至睡觉都在想这事。那些碑
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看着心里痒
痒，我就决定自己动手试一试。虽然我有
一定的书法基础，但离真正的镌刻技艺还
是有很大差距。

于是，我找到廿三里街道的陈师傅，
学习了三四个月，算是入了门。都说“师傅
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多年来，我反复研
究镌刻技艺，还自创了不少镌刻的特殊工
具。好比我手上的这把刻刀，别看它长相
普普通通，但也是经过精心挑选并让铁匠
帮忙改造过的。

镌刻道路上，我花上了比练书法多几
十倍的工夫，反复学习前人笔画的处理方
法，精益求精地练习石刻。镌刻这门技艺，
其实比较辛苦的，也比较考验学习者的书
法功底。所以，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坚
持学习这门技艺。

镌刻第一步，先选好用于镌刻的材
料。石材的种类很多，有花岗岩、青石、大
理石、玉石、汉白玉、天然景观石、砂岩石、
水沉石等。每种石材因其特性不同，需要
不同的石材工具及不同的敲击力度。不同
的石材，也有着不同的用途。

镌刻的材料，还有毛竹、金属、木材
等。不同的材料，需要不同的镌刻技艺。为

此，我反复地实践和研究，甚至对毛竹、木
材等的生长年份、砍伐时间、存放方式等，
都进行一定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地呈现出镌刻的艺术。

镌刻第二步，根据镌刻材料的形状和
需要镌刻的内容，对文字或图案进行合理
排版，这就很考验镌刻者的艺术功底。排
版好坏，直接决定了镌刻作品的优劣。而
且，镌刻作品一般需要一次性完工，很难
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每次下刀都是
慎之又慎。

镌刻第三步，刻画。使用刻刀在石材
或其他材料上刻字刻画。一般大型的石
材，会用到凿子等大型工具，然后再用小
刻刀进行打磨，使文字或图案更加平整。
对于小型的材料，则需要挑选较小的刻刀
来操作。我最小的一把刻刀，刀头只有几
毫米大小。

镌刻第四步，上色。文字图案刻好
后，需要清洗掉凹槽里的石头粉

末，再用刷子等工具进行反
复刷洗。最后，根据需求

在凹槽内涂上红漆或
者金漆阴干即可。当
然，很多镌刻也是
可以不上漆的，这
些 都 根 据 具 体 需
求而异。

完 成镌刻后，
还要注意对镌刻作
品的保养和维护。镌

刻 作 品 需 要 定 期 维
护，尤其是石头等材料，

要定期对石头表面进行清
洗，避免硬物刮擦，保持文字图

案的完整性。
这些年，我镌刻过很多作品。如义

乌大成中学庆祝建校 50 周年时，著名的
数学家苏步青先生亲笔题写“大成中学”
校名，学校找了我把这四个大字镌刻在
石头上。赤岸柏峰水库横门殿旁的《皇初
平记》，也是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镌刻
的。这段时间，我又受金华相关部门邀
请，为金华府文庙镌刻《重建金华府文庙
碑记》。

在义乌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亭台楼
阁里，或多或少都能看到我的镌刻作品。
这些年，我还受邀前往四川、安徽、江西等
多个省份进行创作。如今，虽然我已是古
稀之年，但只要有人找我，只要身体允许，
我就会答应帮忙镌刻。对我来说，镌刻是
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对镌刻有
着难以割舍的感情，也希望它能够被更多
的人知晓并传承下去。

镌刻是一门特殊技艺，这门技艺绝不
能丢，我要想办法将它一直传承下去。现
在对我而言，镌刻不仅是爱好、是谋生的
手段，更是传承文化的载体。

口述人：丁大公，70岁，佛堂镇稽亭
村人，义乌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义
乌镌刻”传统技艺代表性继承人。

整理人：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11月9日，义乌市
创意产业协会举办“创意义乌
沙龙”。来自复旦大学义乌研究
院、义乌工商职院以及骆宾王
文化研究会、陈亮文化研究会
等机构单位的专家学者、企业
家、文化工作者等社会各界人
士，共30余人，围绕“义乌历史
名人文化创意与世界小商品之
都建设”主题，开展“头脑风
暴”，激发智慧，为文化义乌品
牌增添新光辉。

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有的建议，要拓宽思路，从国际
视野研究、开发义乌文化名人；
有的希望，要结合经济，从产业
发展需要、挖掘文化亮点；有的
提出，要强化研究，从增添内涵
角度，熔铸人文精神。与会者一
致认为，义乌历史深厚，人文荟
萃，名人灿若繁星，必须紧扣世
界小商品之都战略目标，通过
深度挖掘，提升开发、研究、宣
传广度与厚度，并进一步广泛
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完善
文化基础设施，开发设计各种
载体，拓展产业化市场化渠道，
让文化义乌品牌大放异彩。

“创意义乌沙龙”举办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文/摄

潮汕，由粤东的揭阳、潮州、汕头三市组
成，是全球公认的美食区。作为中国四大菜
系之粤菜的主干与代表，潮汕菜以其独特的
风味和丰富的种类而闻名。潮汕卤鹅，则被
称为潮汕菜的头牌，卤菜中的“天花板”。

“在我们潮汕，一到大年大节，家家户
户都要吃卤鹅，这是餐桌上的重头菜。”今

年 44 岁的陈浩钿在义乌经营潮汕卤鹅店
已有十多年，店铺开在江东街道下王二区。
他说，潮汕有句话叫“无鹅肉不滂沛”。这里
的鹅肉就是卤鹅，“滂沛”是潮州话，表示丰
盛、有排场。

“过去每逢年节，潮汕人每家每户都会
在自家做卤鹅，各家有各家的手艺。像我小
时候，逢年过节看着父母在杀鹅卤鹅，帮衬
帮衬自己也就会了。”陈浩钿介绍，潮汕卤
鹅，用的必须是潮汕当地上等的狮头鹅。为
什么叫狮头鹅呢？因为这种鹅的头顶有个
大肉瘤，而且随着鹅的年龄增长，肉瘤会越
来越大，价格也越来越高。狮头鹅个头大，
体重是普通鹅的 2 至 3 倍，是世界上最大的
鹅品种，被称作“世界鹅王”。其肉质鲜美、
口感鲜嫩，是做卤鹅的“天选之鹅”。“我们
用的是刚好一年两个月左右的成鹅，太小了
有腥味。每天现杀，从潮州快递过来，第二天
一早就能到。”

除了新鲜的大鹅，一只潮汕卤鹅好不好
吃的关键，还在于卤汤。卤汤的调味料主要
有专门做卤味的酱油、潮汕产的鱼露、冰糖
和盐等。干香料主要是八角、桂皮、豆蔻、丁
香、小茴香、大茴香、草果、香叶等。“都是家
常的材料，十几种而已，分量不用多，一小包
就够了。”植物香料用的是南姜、香菇、蒜头
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姜，既可以去腥，又
没有生姜那么冲。所有材料都是为了去腥增
香，不能喧宾夺主。”为了让卤鹅独具风味，
陈浩钿还会定期往老卤汤里加入用猪蹄、老
母鸡慢火熬煮的高汤，不断提高卤水里油脂
胶质的含量。一锅卤水煮好时，散发出来的
浓郁卤香，隔着好几米就能闻到。

在陈浩钿看来，做卤鹅并不难，材料和
做法几乎人人皆知。但想把一只卤鹅做好吃
却有不少技巧与窍门。比如，鹅身与鹅掌、鹅

翅等部位要分开卤。卤锅要够大，卤水才能
充分浸润鹅肉。卤煮的过程中还要“三起三
落”吊汤。所谓吊汤，就是把整鹅吊起，让鹅
腹腔内的卤水流尽，再由上往下用卤汤淋烫
几次，然后重新浸入卤汤中。卤鹅过程中，需
要吊汤三次以上。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鹅肉
内外受热均匀，同时冷热交替，也会使得卤
鹅的皮肉更加紧致，不松散。火候也有讲究。
卤水大火烧开后，要转小火慢卤，让卤水一
直保持在一个“将滚未滚”的状态。小火长时
间的慢炖，让鹅肉充分入味，肉质也不会因
为火候过大导致绵柴、塞牙，同时也能避免
将肉皮煮至开裂而影响卖相。

一个半小时后，卤煮阶段接近尾声。但
因为每一只鹅的大小肥瘦不一样，这只鹅熟
过了，那只可能还夹生，所以各鹅出锅的时
间也不一样。生手可能需要在鹅肉上扎一刀
才能确定生熟，但对于做了十多年卤鹅的陈
浩钿来说，基本只需看一眼。

经过诸多工序后，这道外表看似低调，
内在却十分奢华的潮汕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卤鹅出锅后不能着急食用，要先挂起来自然
晾干。一是让卤鹅挥发掉过多、过重的水分，
二是让长时间卤煮的鹅肉冷却，肉质重新变
得紧致。这个等待的过程，对于一个吃货来
说十分难耐。因为此时的卤鹅，皮光水滑，色
泽油亮，硕大一只挂在眼前，十分具有视觉
冲击力。加上还不断有半胶质状的油水滴
落，着实让人垂涎欲滴。

大约冷却一个半小时后，就可以将鹅肉
按部位斩成大小适中的块头。“鹅头、鹅颈、
鹅翅、鹅掌、鹅胗、鹅肠、鹅肝、上庄（鹅的上
半身）、下庄（鹅的下半身），每个部位口感不
一样，每一块都是美味。”陈浩钿说，鹅颈的
肉紧实，纤维比较细。鹅掌、鹅胗富有嚼劲。

“有些人怕肥，但潮汕人就比较喜欢吃肥的

下庄。在潮汕卖得最贵的是鹅头。六年以上
老鹅，一个卤鹅头就可以卖1000元左右。但
是义乌人不怎么吃鹅头，所以店里鹅头和鹅
身一个价格。”

夹起一块卤鹅，丰腴的表皮包裹着细腻
的瘦肉，中间还会夹着薄薄一层半透明的油
脂与胶质，看着就十分诱人。但直接入口，却
平平无奇到让人怀疑之前繁琐烹饪步骤的
意义。正确的吃法是，先浇上卤汤，再加上香
菜和蒜泥醋。这个蒜泥醋一定要用潮汕特色
的糯米醋，加蒜泥或者蒜叶末调和而成。这
种醋香气浓郁，酸而不冲，滋味十足，非普通
白醋可以替代。这一口蒜泥醋，是潮汕卤鹅
的“灵魂”。在复合酸味的冲击下，油腻感荡
然无存，鹅肉自身的口感以及鲜香油润被放
大到了极致，且没有一丝的腥味。汁水丰盈，
越嚼越香，让人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吃
了之后，还会有淡淡清香。“潮汕卤鹅和其他
地方卤味的风格很不一样，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突出鹅肉自身的鲜香，需要慢慢咀嚼，
细细品味。”陈浩钿说。

陈浩钿来自潮州湘桥区，妻子余昭燕是
他的同乡。两个人说话都慢慢的，还很爱笑。
2012年，两人来到义乌。“当时有个亲戚在义
乌多年，说这里非常适合创业，我们就来试
试看。”初来乍到，又没什么本钱，陈浩钿决
定从小生意开始做。“当时在义乌的潮汕人
已经挺多，但是义乌没什么潮汕卤味店，我
就想到了做潮汕传统卤鹅。”

起步艰难。两人在下王夜市摆了一个小
摊，一开始几乎无人光顾。“潮汕各地吃鹅肉
口味不一样，我们潮州偏甜。刚开始我是以
我们家乡的味道为准，但那时候在义乌做玩
具的大多都是汕头澄海人，他们那里带咸的
多一点。结果他们一吃还说我的卤鹅不正
宗。”加上义乌过去有一种“吃鹅肉会中风”

的说法，更让陈浩钿的潮汕卤鹅“无人问津”。
好在陈浩钿是一个非常“听劝”的老板。“顾客
说喜欢什么口味，我马上进行改良。”不久，他
的卤鹅不仅获得了潮汕老乡的认可，也俘虏了
越来越多义乌人的胃。

2014年，陈浩钿在下王原先菜市场附近租
了半间店面开店。一开始只是卖潮汕卤味。“后
来有客人说买不到正宗的潮汕调料和牛肉丸，
我就帮忙从老家快递一些过来。”后来别的顾
客看见了也想要，带的东西越来越多，陈浩钿
就开始有意汇聚潮汕地区特色的各类丸子、咸
杂和调料品，比如糯米醋、蒜头油、普宁豆酱、
牛肉丸、猪肉饼、冬菜……如今，这些“潮汕味
道”占据了店里的“半壁江山”，陈浩钿的小店
俨然成了一个潮汕美食铺，吸引越来越多的

“吃货”。“每次来都感觉跟‘淘宝’一样。”喜欢
研究美食的义乌人龚小姐说，自己每次进店都
要盯着货架和冰柜看半天。来自江西的王先生
在广东经商 20 多年，吃习惯了广东菜，“一吃
他们家就知道很正宗，各种东西都好吃，我经
常来。”陈浩钿则表示，这不过是潮汕美食的冰
山一角。“我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了解潮汕美
食的一个小窗口。作为潮汕人，热烈欢迎义乌
人到潮汕旅游，品尝各种美食。”

如今，陈浩钿小店的生意十分稳定。不仅
有很多老客，还有食肆餐馆找他订货。他还给自
己的潮汕卤鹅注册了商标。一家人也已经在义
乌定居。“一晃十几年，义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很喜欢义乌这座闪闪发光的城市，它让我感受
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会带着对义乌
的感恩，继续努力做出更美味的潮汕美食。”

潮汕卤鹅体现了潮汕人对美食的追求和
独特的饮食文化。人生百味，但最后让舌头挑
剔的潮汕人折服并奉为瑰宝的，却是一道凸显
食物本味的卤鹅。或许，这就是“人间至味是清
欢”吧。

潮汕卤鹅：无鹅肉不“滂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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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公镌刻中。

潮汕卤鹅

新华社北京11月 8日电
《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已由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以
历史文化名人、优秀先贤为对
象，积极开展中小学生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教育，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据介绍，丛书由中共浙江
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精神文明
建设办公室联合浙江省教育厅
共同组织编写，立足浙江文化
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的优
势，遴选了东汉至清末近2000
年间，在浙江历史上有较高知
名度，在各领域有较强代表性，
在现今仍有较大影响力的历史
文化名人，围绕这些优秀先贤
人物的生平事迹、思想内核、人
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
内容，分为小学版“走近”系列、
初中版“品读”系列，共有13卷
26 册 190 余万字，旨在满足不

同年龄段学生的阅读需求，促
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理解与认同。

11 月 8 日，由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指导，中共浙江
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精神文明
建设办公室、浙江省教育厅联
合在京主办的《浙江优秀先贤
教育丛书》研讨会上，来自国家
教材委员会、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专家
学者及作者、家长、教师代表表
示，丛书深入挖掘浙江优秀先
贤文化资源，为教育领域提供
了丰富且生动的素材，有助于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助力培养青少年的民族自
豪感和文化自信。

据悉，丛书已纳入浙江省
中小学地方专题教育材料目
录，并在全省中小学校推广试
用，为思政教育补充了具有传
统文化印记、鲜明地方特色、贴
合学生需求的“新鲜养分”。

《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
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