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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 Good thing

对老一辈的人来说，因
为物资匮乏，很多东西只能
靠自己，自然多了很多手艺
人。磨豆腐、剁辣椒、灌香

肠、做红薯粉 ，他们样样在行 。
而 今 ， 生 活 节 奏 更 快 ， 购 物 更 方
便，选择更多样，年轻人也在忙碌
中与这些传统的手艺越来越远。

春节前，住在市城区南庄坪的
昌珍英老人一直在忙碌。已经 74 岁的
她，虽然生活富足，但在吃的方面她仍
喜欢自己动手制作美食，对无添加的美
味情有独钟。今年春节，她制作了许多
原汁原味的魔芋豆腐，送给儿女们做年
货。

魔芋在栽培学上属于薯芋类作物。
早在 3000 年前，我国就开始栽培和利
用魔芋。《本草图经》、《本草纲目》 等
古书中就有记载，魔芋性寒、味平，入
药可消肿去毒，主治痈疮、肿毒、瘰疬
等症。 在养生界，它还有着“抗癌魔
衣”的美誉。

做魔芋豆腐的原材料很少，就是鲜
魔芋和少许食用碱。清洗魔芋必须戴上
手套，用流动的水洗，因为魔芋汁液会
使人奇痒无比。洗净后需削去外皮。昌
奶奶介绍，如果皮不清理干净，做出来
的魔芋豆腐就会偏暗。

取大盆一个，放入少许水，加入一
丁点食用碱，就可以研磨魔芋了。昌奶

奶根据多年经验，把自家的蒸笼篦子打了许多密密麻麻
的孔，钉在像搓衣板一样的木板上。

将其架在放好碱水的盆内，左手按住，右手拿着魔
芋在篦子上来回摩擦。手上的动作要迅速，三五分钟就
磨完一个。一边研磨，一边需要用手将其和碱水搅匀。

在研磨魔芋的同时，必须同时准备几壶开水。昌奶
奶选择用铝锅在灶上烧水。所有魔芋研磨完毕后，盆内
的魔芋就开始慢慢凝固，需要用铲子按压，让其呈块
状。此时，将烧开的水分几次均匀浇再堆积好的魔芋泥
上，随着“噗—噗—”的浇灌声，魔芋泥迅速开始收
缩，颜色也出现变化。几壶水下去，用手按压，足够紧
致成型后，取刀进行分割。

将大块的魔芋豆腐切成小块后，还要入锅再进行两
次水煮，一来是使其更紧致，二来则是去掉其中的碱
味。第一次是块状，煮大约十来分钟，再取出用冷水冷
却，切成片再煮沸几分钟就大功告成。做好的魔芋要冷
却到常温，然后用冷水淹没存放，每天换水。

魔 芋 豆 腐 的 做 法 甚 多 。
可 做 成 麻 辣 干 魔 芋 丝 当
零食，可用干辣椒、
大蒜苗炒着吃，也
可 做 配 菜 炖 火
锅 。 于 市 场 上
售 卖 的 相 比 ，
这样纯手工制
作 的 魔 芋 豆
腐 不 仅 健
康 ， 还 嚼 劲
十 足 ， 吃 下
一 口 满 嘴 余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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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已至，千百年来，牛
性情温和，任劳任怨，是人类
的好伙伴。但在河南安阳殷墟
出土的青铜器中，却展现了一
头令人生畏的野生水牛。

现藏于殷墟博物馆的亚长
牛尊，在灯光下泛着幽幽青光，
只见牛角弯曲有力，四足粗短
壮实，牛头前伸，双目大睁，牛
口微张，一看就不好惹。

“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
件 牛 形 青 铜 尊 ， 通 高 22.5 厘
米、长 40 厘米、重 7.1 千克 ，
生动展现了一头成年水牛的雄
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何毓灵说。

尊，出现于殷墟时期，沿
用至西周早期，是一种青铜酒
器。通体遍饰神性动物纹样的
亚长牛尊，更是殷商时期人神
沟通的媒介，担负着沟通天地
的神圣职责。

“牛身满布龙、鸟、鱼等
20 多种动物纹饰。最为突出的
是牛腹两侧各饰一只猛虎，虎
头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
卷在牛的臀部。”何毓灵说。

拥有如此精美的随葬品，
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墓中共
有 131 件 青 铜 器 上 铸 有 铭 文

“亚长”二字。对比分析随葬
品数量、墓葬面积等情况，专
家 表 示 ， 亚 长 是 商 王 朝 南 部

“长”国的部落首领，地位仅
次于武丁王王后妇好。

“亚长可谓‘牛人’！他曾
多次驰骋疆场，未及伤愈便又
持钺上阵，直至战死，是一名
忠勇善战的军事高官。”据何
毓灵介绍，人类学家在亚长身
上找到至少七处创伤，不乏连
续击打、致命性的。

事实上，殷墟以牛为形象
的还有玉器、石器、陶器等，

也有用浮雕状牛头及牛头纹饰
装饰的青铜器。无一例外，从
牛角可知，都是水牛。

研究表明，殷墟时期的水
牛 与 家 养 黄 牛 不 同 ， 仍 为 野
生。甲骨卜辞中常常记载，商
王 外 出 狩 猎 ， 捕 到 一 种 叫

“ 兕 ” 的 动 物 。 有 专 家 推 测 ，
兕正是野生水牛。也有专家将
这一野生水牛起名“圣水牛”。

“在殷人观念中，未能驯
化 的 动 物 野 性 十 足 ， 充 满 神
秘，让人产生敬畏之心，从而
促使人们模仿、制作其形象，
甚至加以崇拜。”何毓灵说。

三千年时光流转，由于各
种原因，圣水牛终究未被人们
驯 化 ， 而 是 逐 渐 灭 绝 了 。 所
幸 ， 在 亚 长 牛 尊 的 见 证 下 ，

“牛人”的威猛和牛的故事仍
在江湖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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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长牛尊：
穿越三千年 惹不起的“牛”

桂娟 李文哲

虚与实、浓与淡、远与近
⋯⋯中国山水画讲究的情调与
意境，在挥毫泼墨中能窥见
其功力。

在张家界有这样一位
草 根 画 家 ， 他 以 手 指 代
笔 ， 创 作 出 4 万 余 幅 令
人称奇的水墨画——以
掌纹画石头，小拇指画
远 山 ，无 名 指 勾 勒 山 石
棱角，中指点太阳，食指
画松干，大拇指画松树松
针。看似简单的操作，却
藏 着 他 日 复 一 日 对 指 画 的
练习研究和对张家界的爱。

这位画家叫李利峰，他与
张家界结缘得从 15 年前的那
次旅行说起。

2005 年 冬 天 ， 还 在 上 大
学的李利峰从老家内蒙古第一
次到张家界游玩，便被银装素
裹的张家界雪景所深深吸引。

既被美景所迷倒，又因为学的
美术专业，他便萌生了在景区
卖字画的想法。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利峰
被网上的一个用手掌手臂画黄

山的视频所震撼。天性好学
的 他 ， 便 开 始 自 学 起 指

画。
有天分使然，也有

勤奋作伴。没有老师的
指 导 ， 李 利 峰 就 临 摹
古 代 的 山 水 画 ， 通 过
练 习 了 解 其 技 法 、 章
法 和 构 图 。“ 初 学 时 ，
会边玩边记录，拿相机

拍下漂亮的风景，带回
家日复一日地创作练习。”

蘸墨的浓淡，触纸的轻
重缓急，手掌的角度⋯⋯要完
成一幅指画，这些都是检验功
底的地方。李利峰告诉记者：

“水墨画一定要会用水，讲究的
是 意 境 ，而 且 必 须 要 一 步 到
位。”

李利峰说，如今创作一幅
画最快只需不到 5 分钟，但要
用尽全身的精气神，一天就只
能画二三十幅，不然手指皮会
受不了。

2012 年 ， 李 利 峰 在 溪 布
街开起了画室。在此之前，李
利峰以流动摊位卖指画的足迹
几 乎 踏 遍 了 武 陵 源 的 各 个 景
点 。 天 子 山 ， 袁 家 界 、 金 鞭
溪、十里画廊、宝峰湖、黄龙
洞等景区的每个角落都留有他
的身影。

不 仅 如 此 ， 在 张 家 界 13
年的时间里，李利峰的指画越
来越成熟，也愈发受到被市场
认 可 ： 他 注 册 了 “ 李 利 峰 指
画”的商标，指画的形式延伸
到书签、明信片、瓷板画；许
多游客慕名在网上预定指画作
礼 品 ； 以 前 最 高 价 只 能 卖 50
一幅，如今一幅画最多能卖到
三四千；五六个徒弟跟他拜师
学 艺 ； 自 己 还 在 这 里 安 了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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