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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尚

面皮历史久远，传说源于秦始皇时期，距今已有两千
多年历史。相传有一年，陕西户县秦镇一带大旱，稻谷枯
萎，百姓无法向朝廷纳供大米，有个叫李十二的用大米碾
成面粉，蒸出面皮，献给秦始皇，秦始皇吃后大喜，命每天
制作食用，形成了久负盛名的传统小吃。

面皮皮薄，颜色晶莹透亮，入口细腻，制作方法各异，
调拌也各具特色，口味不同。主要有萧县面皮、麻酱凉皮、
秦镇米皮、汉中面皮、岐山擀面皮等。

首先要洗面:选用上好的面粉加水和成较硬的面团，
揉至光滑。取一较大的容器加水，将面团放入，慢慢揉动，
不可揉散。这样面团中的淀粉逐渐析出,水渐成乳白色，
当水已浑浊时，换水再洗，直到洗出面筋。

其次是发酵:将稀面水放置，沉淀，撇去清水，加入酵
母，发酵，夏季约一昼夜，冬季就要适当加温，约三天。待
其表面有泡，味微酸时就差不多了。

三是糍面:将锅烧热，用布沾油擦锅底，主要是为了不
沾锅。将发酵好的面水适量倒入锅内，用木槌搅动，待面
水糊化粘稠时须用力快速擦动。直到面团全沾在木槌上，
用手捏之不沾，色呈半透明状即可。

四是擀面:将糍好的面团趁热拿到砧板上迅速擀制
成薄厚均匀的面片即可。

最后是蒸熟:将面皮放到大开锅的蒸笼上急火蒸 7～
9分钟即熟。

面皮在萧县,各家的口味不一样。吃法也不同，常见
的是切成条拌着吃，也可以夹菜卷着吃! ▋张亚琴

热腾的六月,
来一份冰凉的萧县“面皮”

萧县面皮

5月29日下午，萧县消防大队深入辖区
田间地头，宣传消防知识，提醒广大农民朋
友在收获喜悦的同时，加强防火措施，尽量
减少午收火灾事故发生，努力从源头上预
防和减少火灾的发生。

据了解，消防大队分成小分队，进乡村到
田头，以“面对面、零距离”的方式为正在辛勤
劳作的农民朋友送上印有午收防火注意事项
的宣传彩页，为他们详细讲解生产生活中常
见消防安全常识，并将秸秆禁烧的相关规定

传达到每个农户，提醒农民朋友们时刻注意
麦场堆垛、仓储场所消防安全，以增强农民朋
友的消防法制观念，有效增强辖区群众禁烧
秸秆及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群众知晓率，引
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做好禁烧工作。

此次消防安全宣传，萧县消防大队已
出动宣传车辆3辆，宣传人员20余人、张贴
标语，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为当前午
收消防安全营造了浓厚的氛围，深受当地
群众好评。 路东元 杨亚

6月1日上午，萧县消防大队在大队

长田永的带领下，深入萧县鹏程中学、萧

城一中、凤山中学等高考考点，开展了一

次全面、深入、细致的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杜绝火灾隐患的滋生。

每到一处考点，检查小组都听取学

校对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实、应急疏散

预案的制定、消防器材的配备、教职员工

消防安全培训等情况汇报，然后在学校

相关负责人的引导下，重点检查了教学

楼、学生宿舍、食堂、火灾危险性较大的

实验室、用火、用电、用气场所等重点部

位。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监督执法

人员第一时间对学校负责人提出了整改

意见，并下发了相关法律文书，同时还要

求学校在高考期间要积极开展自查自纠

工作，将火灾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

广大考生的安全。 路东元 杨亚

萧县消防走进田间地头传授“防火经” 萧县对高考考点开展消防安全排查

界首彩陶：秉承了唐三彩遗风
位于淮河中游的界首，剪纸、年画、陶器等

民间艺术渊源流长，散发着浓烈的泥土芬芳，
界首彩陶更是以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并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上，界首彩陶主要分布在颍河界首段
南岸，当地村民都以冶陶为生。隋代，界首便
有了立窑烧陶的历史。唐代，因与唐三彩产地
洛阳为邻，界首三彩刻花陶器的问世，更是轰
动一时。其造型多以圆形为主，这种圆形有两
个含义：其一，“陶”有“掏”之谐音，“圆”有“团
团圆圆”之寓意，二者结合，即为掏个团团圆
圆。界首彩陶的制作原料，取自淮河流域特有
的淤泥，这种淤泥经河水冲刷后，具有坚韧的
弹性和可塑性，便于塑造千变万化的形态。

最开始是素烧陶，百姓们用柴草低温烧制
出没有釉彩的陶器，自然而成的条纹成为独具
美感的装饰纹样。其次是刻花期，先民们开始

用陶轮拉出千变万化的陶胎；晾干后，施白土

于胎面，以铁签或竹签刻画花鸟鱼虫于胎面，

再施釉彩窑烧。到了刻画期，随着题材的丰

富，除花鸟鱼虫外，还吸取了传统戏曲中的艺

术元素，《战秦琼》《铡美案》等传统戏剧场景都

被搬上了陶坛。

今天的界首彩陶，既秉承了唐三彩遗风，

又兼容了当地木版年画的线刻表现形式，吸收

了界首剪纸线面结合的特点，信手刻画，毫无

雕凿之匠气，在制陶技艺中自成流派，一直沿

续至今。

上窑龙缸：不复往日的风采
淮南上窑，是寿州窑址分布最多的地方。

当年，经秦晋一战而成墟，待到战火熄灭，

古镇人烟再集，当地人掘地立窑，抟土成坯，伐

木为薪，滤泥成釉，烧制瓷器已经蔚然成风。

说起上窑陶器的烧制，不能不提起历史上大名

鼎鼎的龙窑。龙窑是上窑明代重新生产陶器

开始，就出现的最原始的烧窑方式。现在上窑

能看到的陶窑遗址，只能是明代之后的黄陶烧

制工艺。

烧制龙窑繁琐。先是在窑里摆放上松枝、

山草，用大火烧制五十至六十个小时，在熄火
后，还得要冷却七天，才能将陶器从窑中运
出。正是由于这种浩大和繁琐，龙窑每年只能
烧制两炉，但它一次烧制的陶器可以多达上千
件。唯一不足的是烧制成本太大，整个上窑镇
每年所耗费的山草、松枝多达一千多万斤。即
便如此，到了民国初年，上窑镇上还存有龙窑
13座。

明代以制陶业闻名淮上，上窑产的龙缸内
外施釉，通体金黄，一直有“金缸”之谓，大、中、
小各种型号俱全，是主打品种之一。由于用料
精细，质地致密，烧制火候很有讲究，器型饱
满，叩之声若洪钟。

以前，水缸是生活必需品，一口上好的上
窑龙缸，可供数代人使用，故有“子孙缸”之
誉。这里的陶器成品通过一只只帆船驳运出
港，经淮河、洪泽湖、长江远销，不仅水路沿线
是销地，下江一带也十分青睐上窑陶器。

清光绪年间，上窑当地连年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镇上有人出资到凤阳府请来京剧名角
为农民演出。但毕竟是名气在外，戏班子架子
很大，甚至提出需用四十顶小轿将整个戏班抬
至上窑，镇上人一口答应。当四十多台轿子浩
浩荡荡地行至上窑山坡附近时，轿夫停下休
息，突然间山上传来生、旦、净、丑，各种腔调的
唱腔，字正腔圆。戏班子里人人胆怯，个个吃
惊，抬头望去，只见这唱腔均传自山上为烧窑
而砍柴的上窑樵夫们。到了上窑镇，戏班子再
也没有摆“角”的架势。

上窑缸厂位于上窑镇东南，依山傍水，始
建于 1955 年，原是由八家制陶作坊组成的公
私合营厂。缸厂主要产品有日用陶、建筑陶、
园林陶、工艺陶 4 大类 150 余个品种，其中礼
品缸系列以质坚、音洪、破损率低打入国际市
场。上世纪八十年代，位于淮河下游的泗洪
县的大小陶缸厂，专程派人到上窑学习黄釉
陶工艺。

但越来越多的塑料制品、搪瓷用品取代了
易碎的陶器。上窑缸厂的生产在上世纪九十
年代开始，就难以为继，2003 年，上窑缸厂正
式倒闭，缸厂厂房被废弃。今天在古镇上看到
的陶器，却写着泗洪制造。

□风物

火与土的交织融合火与土的交织融合
刻出安徽陶器之魅刻出安徽陶器之魅

火与土的完美运用，成就了陶瓷的艺术魅力。
陶器是土命，自然秉赋了土的载物、生物、养物的厚德。
有些陶器虽貌不惊人的，也没有多少价值，但都是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用得越久，也就有了感情。
有时不小心，无意中将某一陶器碰豁或打碎，主人都会像

自己受伤一般的疼惜，能够弥合的，都尽量的用水泥粘起来。
即使无法粘贴，也不丢弃，而是放在哪个旮旯里，以图别用。
有的碎片还可以用来盛水，成了那些家禽家畜的杯盏。

一件陶器，更是一个艺术品。在安徽各地的特产里，陶器
赫然在列。只不过，一个依然焕发，一个奄然喘息。

▋张亚琴

界首彩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