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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

舍得小孩娘，舍不得驴板肠

□行走

在草原上，有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那些河流、草场、
骏马、牛羊，还有那些盛开的野花。但是停放在毡包前后的勒
勒车，它那饱经风霜的车体，装载着蒙古民族的吃的用的物件，
以及文化，也是草原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也不时勾起
人们对古典草原的思念。

勒勒车，俗称“大轱辘”车，是适应草原自然环境和游牧民
的生活习惯造出来的一种交通工具。“勒勒”是赶车的牧民吆喝
牲口的声音。勒勒车历史悠久，而且造车的技术最高，车轮非
常高大，原因是草原上行驶的勒勒车，常常要碾过茂密的草丛，
深厚的积雪，河边湖滨的沼泽地带，较大的车轮是超越这些障
碍的最佳选择。勒勒车是蒙古族牧民必备的家当和亲密的伙
伴。每辆勒勒车都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有拉粪的车，备有木厢
厢板，用柳条编的篱笆圈，也有用板子做的长方形厢。拉水车
蒙古语称“敖斯特勒尔格”，把水箱或水缸、水桶固定在车辕
上。有一种勒勒车只有车辕，蒙古语称“航海勒格”，搬迁时装
运“哈那和陶那”的车。还有牧民用来放置生活用品的车，蒙古
语称“阿波德日特勒格”，即用木板做成长方形柜子，柜子盖为
半圆形，外覆盖毛毡或铁皮。坐人的车上有着固定的宽高，还
有篷。篷顶呈半圆形，外覆盖毛毡，防日晒和雨淋。蒙古语称

“毛和俩特格”。搬迁时作为“草原列车”的头车，婴儿和儿童坐
在里面。勒勒车是牧民游动的列车，又是牧民们的生活必需
品，无论时代怎么变迁，草原上牧民的勒勒车依然在毡包外面
排成一排排的，而且为草原上的牧民们提供着生活的物品。

天高地阔，只有一辆辆勒勒车从草原上碾过，只有一辆辆
勒勒车在自然的背景上，灵动而精巧，犹如同蒙古民歌中那悠
扬长调，“咯吱，咯吱”的声响，汇入飘荡着鸟语花香的风中。

勒勒车从远古走来，运载着丰厚草原文明，运载着草原牧
民的歌声，运载着一代又一代少数民族的文化，运载着这个民
族的伟大复兴和高亢的性格，运载着草原儿女们成长过程。

勒勒车车轮高大，宽厚笨重，但它在辽阔的草原上行驶着，
它走过大漠，趟过茂密的草丛，深深的积雪，湖泊河流，它穿过沼
泽及沙化的草场。高大的车轮，正是跨越障碍的最佳选择。它在
牧民心中是永远的“草原列车”。即使现在，在一些偏远的地带，
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牧人，勒勒车仍是他们亲密的伴侣。我就
看见过，而且拍摄下它的图片，它不是让人参观的摆设，而是巴尔
虎草原深处蒙古包边上的用品。这里的牧民还用了勒勒车，运送
羊毛，走亲访友，坐勒勒车在草原上拾捡牛羊粪作为烧柴，用来装
衣物以及食品的勒勒车。在巴尔虎草原上，我看见那些毡房前边
或后边摆放着一行行整齐的勒勒车，我内心总是充满莫名的兴
奋，禁不住上前摸一摸那久经磨砺的轮辐。我想，要记住草原的
历史，必须记住这些锈迹斑斑的勒勒车。坐在勒勒车上，草原的
温柔和美丽永远留在我心中，“草原上的列车”就是勒勒车。

勒勒车
▋蔡昌旭

“文房四宝”，一直是徽州的有名：“徽
墨、宣笔、端砚、宣纸”。

但是，阜阳临泉谭棚镇的毛笔也是相
当有名的特产。清代书法家徐广缙曾赞
曰：“明道堂，笔中王。”谭棚镇生产毛笔始
于明代，时称为“明笔”。相传明朝末年，谭
棚西有“元圣笔庄”，清代咸丰年间，谭棚东
小王庄李万钟曾开设“明道堂笔店”，世传
祖法，善制好笔。由于李万钟经常肩挑、背

驮，到各地赶集市卖笔。他在湿地撒上青
灰，铺上油布把笔摆上卖，由于地上撒有青
灰，从此人称“吊毛灰”笔，“吊毛灰”笔因毛
笔质量好，而扬名中原大地。

谭笔品种计一百有余，中档笔有墨海
腾波、山清水秀、刚柔相济、旭日红等；高档
笔有信唐鸡距、谭笔生辉、玉润昌寿、特级
石獾等，最大笔“墨龙飞舞”，笔头长 30 厘
米，可书写1米见方的大字。

其中，现在的临谭笔庄仿制的“仿唐
鸡距笔”很受人喜爱。此笔与常见笔迥
然不同，杆粗而笔头短，颖齐而含墨多，
锋尖如竹笋，似鸡距，千划如一，不发叉，
不脱毛，毛尖书于纸上，如铁锥划沙，似
鸿爪履雪，饱笔书写，如玉润珠圆，似龙
腾虎跃。所书之字，似肥而不剩肉，似瘦
而不露骨。赵朴初、吴作人、范曾、启功
等书画家对临泉毛笔均给予高度评价。
它还曾作为礼品敬献给邓小平，现存在北
京历史博物馆。 ▋张亚琴

谭棚毛笔：作为礼品敬献领导人

利辛张村古称文州，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其传统名吃不下数十种，但最著名的地方风味特
产是张村驴板肠。驴板肠是独具地方特色的美
味佳肴，东北人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张
村人说，舍得小孩娘，舍不得驴板肠。

驴板肠就是加工好的驴大肠。《本草纲目》
说，驴身上全是宝。驴皮能熬制中药阿胶，有补
血止血、滋阴润燥之功效。驴板肠又是驴八珍之

首。板肠的“板”字，是整块的意思，指驴的全副
大肠。张村驴板肠自明末清初采用40多种名贵
大料秘方煮制而成，距现在已有 300 多年的历
史。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途经张村地
界，品尝驴板肠后顿觉神清气爽、龙颜大悦，称道
张村驴板肠名不虚传，可谓人间极品，从此张村
驴板肠被列为朝廷贡品。

制作驴板肠的过程比较复杂。驴大肠反复

用清水洗净后，用筷子将一头抵住，像翻裤筒一
样将肠管翻个个儿，然后放在案板上，取一把快
刀，开始刮肠。刮肠难度最大，下手要稳、准、狠，
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下子就将肠液及杂物
刮尽，又不伤肠肉。将刮好的大肠放入净水锅中
煮八成熟后捞出，加少许盐面、玉米面及醋汁几
滴，反复用双手揉搓、冲洗，直至无一点异味以
后，再将全副大肠一律切成二寸左右的小块。在
锅中将少许猪油烧红，投入花椒、辣椒、大蒜，待
炸出香味后，马上放入肠块，加水煮至十成熟，再
取出放入蒸笼，用急火猛攻，慢煨些许时。待肠
快完全绵烂出笼后，重新再加一点原汁汤进去就
可以食用了。

驴板肠有凉拌、红烧、混炒等多种吃法，不管
怎样吃，它都具有脆香、清淡、不腻人、回味久长
的特点。

此外，张村还有一道“驴肉香肠”的美食。“驴
肉香肠”也是选用精驴肉，剁成肉末，加绿豆粉
芡，小磨香油、多味名贵作料用老汤调制成的糊
状，灌入驴肠衣内，扎成小捆，经高温蒸煮灭菌，
最后用果木熏制而成。因此“驴肉香肠”又称

“驴灌肠”。驴肉香肠营养丰富，鲜美可口，回味
悠长，深受消费者青睐。

张村驴板肠原来皆取材于本地驴。近年来，
本地养驴者日趋减少，为保证餐馆正常营业，他
们多从陕西、宁夏、甘肃、新疆等地购驴，运费昂
贵，因此驴肉价格不菲。

▋张亚琴

□风物

祁门生产土布始于清代道光年间，为
农家妇女自行纺织的一种布匹。祁门西乡
的村子多有出产。因为这一带均属，故称

“祁西土布”。
祁西土布的品种有醉红、窄绿、紫青、

十文青、三文青、白地青花、青花白地等，可
做衣服、印花被面、包袱、头巾。因其特别
厚实暖和，耐用经磨，用来做冬天的内衣和
棉被里子非常适宜。

以前，祁西一带的农家妇女有不少会
织土布，从棉花到成布，一般要经过轧花、
弹花、搓条、纺纱、摇线、煮浆、解线、经纱、
梳纱、织布等工序。所用的机件都是竹木
制成，单人操作，手工完成。这种土布独
特的是，在颜色搭配方面，主要是用青、白
两色纱线交织而成，看上去朴实大方，密而
有序。其染色方法有煮色、瓮染、印染 3

种，颜色鲜明，不易褪色。还可通过印花工
艺，印染上一些简洁明快、造型生动的图
案，古拙朴素，乡土气息浓郁，给人一种特
别的美感。

在“徽州民俗物品展览馆”中，就有一
套当年的织布工具，保存完好，让人可以想
象那时的织布情景。据说，由于工具简陋，
一个勤快的妇女一天也只能织成一个土
布。在纺织过程中还有些讲究，大多数是
纬线用色线，织成的一点一点的似爬满蚂
蚁，叫“蚂蚁布”。也有用等距离的隔色纱
织成的，叫做条子布、骰子布。

祁西土布曾在祁门流传了百余年，
在抗日战争时期，“洋布”货源枯竭，土布
还解决了祁门人民穿衣的大问题。现在
的土布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渐渐地不为
人所知。

祁西土布：厚实暖和的手工作品

谭棚毛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