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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伤有味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文/摄

清晨4点，当城市还在沉睡，稠城
街道下埠头街深处，肠粉店的灯准时
亮起，老板张家发和老板娘高金枝开
启一天的忙碌。当蒸屉腾起白烟，水汽
裹着米香扑面而来，平凡又热闹的一
天宣告开始。

这是张家发和高金枝扎根义乌的
第13个年头，两人分别来自潮汕与厦
门。2012 年，他们在原妇幼保健院对
面的巷子里，开了一间 7 平方米的小
店，用一碗广式肠粉叩开了义乌人的
胃与心。

广式肠粉以清淡中见鲜香为核
心，凭借极简的原料和工艺，将米食的
细腻与配料的鲜嫩发挥到极致，成为早
茶与街头美食的代表之一。自清代，广
州街头就出现“油炸鬼”（油条）配“白
肠”的吃法。由于味道鲜美，价钱便宜，
这道以米浆为魂的小吃很快就成为一
道大众化小食，刻入广州人的生活。“在
广东，肠粉店就跟义乌的包子铺一样，
随处可见。”张家发自小吃着肠粉长大，
据他介绍，肠粉是广东茶楼、酒家早茶
夜市的必备之品。肠粉按制作方式，可
以分为布拉肠粉和抽屉式肠粉。将米浆
置于布上蒸成的称为布拉肠粉，广州西
关的尤为出名。另一种用抽屉直接蒸的
抽屉式肠粉，则更为常见。

肠粉并不能用地方来划分，但不
同地域的人，会根据喜好以及地方特
产调整风味，逐渐形成广州西关肠粉、
梅州客家肠粉、潮州潮汕肠粉、云浮河
口肠粉、郁南都城肠粉等特色肠粉。

“像西关肠粉，一般酱料是酱油，配菜
多为生菜，肠粉呈现透明状，口感比较
Q弹。像我们潮州肠粉是白色的，口感
香糯，酱料里会加蚝油、鱼露，配菜里
除了常见的鸡蛋、猪肉、牛肉、鲜虾，还
会加鲍鱼、蚝仔等食材。”张家发说，肠
粉的精髓在“因地制宜”。来到义乌后，
他们也根据义乌人的口味，对肠粉的

酱汁做了一些改良。“很多顾客反映味
道有点淡，我们就根据大家的口味，把
酱汁调得更咸鲜，同时分量也加倍。”

广式肠粉广受欢迎的另一个原
因，就是方便快捷。接到鲍鱼肠粉订
单，张家发先在一盒蒸屉中放入小鲍
鱼、去头鲜虾，加少许米浆固定，放入
蒸箱。随后又拿出另一盒蒸屉，洒一点
油以防粘连，然后浇上一勺米浆，摇匀
后打入鸡蛋，加牛肉，略微搅散，平铺
上数片生菜，然后送回蒸箱。大约1分
钟后拿出，原本雪白的米浆在高温下，
已经变得半透明并鼓起大泡。用刮刀
一铲，把粉皮都推到一起，切段，装盛
入盘。此时鲍鱼和鲜虾也熟了，铲出放
在粉皮上。接着倒入秘制酱汁和葱油，
撒上菜脯（萝卜干）。不过3分钟，一碗
热气腾腾的肠粉就做好了。

蒸制后的肠粉皮薄如纸张，半透明
如凝脂且泛着温润的米白色光泽，在层
层叠叠的褶皱下，微微透出内馅的金黄
蛋液和褐色肉片，像一层朦胧的纱帘，
半掩着丰腴的“宝藏”。棕褐色的酱汁淋
在肠粉表面，如琥珀色的溪流蜿蜒而
下，浸润褶皱，让米皮泛起油润的光泽。
鲜红的大虾和圆滚滚的鲍鱼，成为视觉
的中心，格外诱人。被盖得只露出一角
的翠绿生菜，和淡黄色的菜圃，像散落

的星辰，点亮整盘风味画卷。
广式肠粉“以素裹艳”，看似清淡如

云，却藏尽人间鲜浓。本身轻薄的肠粉入口
嫩滑，与鲜咸醇厚的酱汁相得益彰。一口咬
下，薄皮滑过舌尖，馅料与酱汁在口中交
融，咀嚼时唇齿间泛起大米的清香。蛋与
肉裹在其间，鲜嫩爽滑，毫无腥味，丰富了
口感与营养，也让肠粉鲜上加鲜。近似于
清蒸的鲜虾颗颗饱满，虾肉紧实弹牙，咬
下去还有鲜甜汁水迸发，属于吃得出的新
鲜。鲍鱼的个头虽不算大，但弹韧紧实，软
糯Q弹，咬下时“咯吱”轻响，在舌尖刮起
一阵带咸味的海风。粉皮的嫩、虾的甜、肉
的醇、蛋的香，轮番上场，配合默契。偶尔
咬到清新的生菜，或者略咸的菜脯，恰似
在荤鲜盛宴中插入一支青竹，去浊留清。
要是会吃辣，一定要配上颜色嫣红、滋味
浓烈的秘制辣酱，热辣中更显鲜美。

肠粉好吃，重点在于粉皮。肠粉的粉
皮“白如雪、薄如纸、油光闪亮、香滑可
口”，口感细腻嫩滑，软糯又不失筋道。原
料只是普通大米。“米要提前浸泡6个小
时以上，浸泡到用手轻轻一捏就碎了。”
张家发也是店里的米浆师傅，他说，米泡
好后，要用专门的石磨磨浆机边加水边
打成米浆，过程中要控制好水量，不能太
稀也不能太稠。1 次磨出的米浆不够细
腻，最起码要磨3次，有时甚至4次，才能

得到如同酸奶般细腻的米浆。
“磨好的米浆不耐放，所以我们一般

是早上磨一次，下午磨一次。”高金枝说，店
里讲究的不仅是米浆，还有各种食材。“像
我们用的鸡蛋，都是一个个检查过，不能有
坏的。牛肉必须新鲜吃才嫩，所以早上送来
的牛肉经常还是温热的。”为了保证食材
新鲜，高金枝和丈夫每天清晨4点就要开
始处理食材，猪肉、牛肉切成可透光的薄
片，鲜虾清洗去头，鲍鱼杀好去除黏液还
要改花刀……繁复的准备工作一直到早
上8点才能完成。日复一日，少有停歇。

高金枝说，如此不吝工时，只因她是
位母亲。她有三个小孩，最初在家做肠
粉，只为解决自家娃的早餐难题。“每天
早上我给他们蒸牛肉、海鲜和肠粉吃。看
孩子们吃得很香，我就想别的孩子是不
是也需要这样的早餐。”后来，高金枝和
丈夫就在原妇幼保健院对面的下埠头
街，开了小店。

“当时店里除了操作间，连张四人桌
都摆不下。”但凭着营养、干净、好吃，老
少咸宜，小小肠粉店意外地受欢迎。来检
查的孕妇、医院的医生护士、周围的街坊
邻居……硬是把这家深巷小店吃成了“小
巷食堂”。“很多孕妈没胃口，吃不下东西，
肠粉好消化又有营养，而且刚好合她们胃
口。”高金枝说，有个女孩子，从怀孕开始
吃他们家肠粉，一直吃到生小孩前。后来
孩子可以吃辅食了，又来给小孩买鸡蛋肠
粉。“这里吃的就是食材本味。”点心时间，
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补充能量，说起这间
小店，言语里满是喜欢。

13年间，这间小店在街坊邻居的看顾
下，生意越来越好。店里八张木桌常常坐
满，周末、节日则更加热闹。“平常我们包
粽子或者忙的时候，房东、周围街坊都会
义务帮忙，如自己家人一样。我就感觉义
乌真的太好了。”高金枝说，如今不仅店
面扩大，去年10月还开了分店。

“肠粉要趁热吃，日子要慢慢过。”高
金枝常念叨这句话。小店里，蒸箱再启，米
香氤氲。一蒸一卷间，皆是质朴的智慧。

广式肠粉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近日，2025 年市
图书馆摄影作品征集活动正式
启动。

征集题材的场景范围为市
图书馆或各镇街图书分馆、温
馨惬意的悦读吧、充满墨香的
书店，以及活力满满的社区、宁
静质朴的村居、书声琅琅的校
园、绿意盎然的公园等阅读场
景。“这是我们面向全市读者发
起的第三届‘最美阅读瞬间’摄
影作品征集活动。”市图书馆相
关负责人表示。征集活动的开
展旨在深入推进“书香义乌”建
设，用镜头定格全民阅读的温

暖图景，记录城市文明的精神
刻度。无论是温馨的居家阅读
时光、其乐融融的亲子共读画
面，还是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
活动现场，只要能够体现热爱
阅读、快乐阅读的美好瞬间，皆
可成为人们镜头下的佳作。

据悉，征集时间截至 5 月
10 日。参赛者提交 1 至 2 张阅
读相关主题的高清照片，填写
照片名称及100字以内的照片
说明。作品创作时间不限（近一
年来创作的作品优先考虑），照
片像素 2M 以上，每人限报作
品2件。活动设置一等奖1名、
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以及优
胜奖10名。

市图书馆摄影作品
征集活动启动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您见过约 80 年
前的义乌雪景吗？”日前，市博
物馆收到了特殊的“礼物”——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这张由摄影师郑亦倩在
1946 年大雪初霁时拍摄的作
品，经其家人捐赠至市博物馆，
成为城市记忆的永久注脚。镜
头定格于西门街高山坡，覆雪
的老城如同宣纸上的水墨拓
片，矗立的石牌楼与大安寺塔
相映成趣，青石板巷陌在雪被
下若隐若现。

照片背后藏着双喜临门的
浪漫故事。据捐赠者郑吉雄回
忆，1946 年，其父郑亦倩隆冬
时节踏雪出门，既为庆祝家中
新宅落成，也是迎接自己的出
生。据说拍照的地方曾是抗倭

名将戚继光招兵所在地，这个
点位可以拍到绣湖全貌。

一张相纸不仅承载着家庭
美好的记忆，更凝固了城市变
迁的肌理。照片中民主路延伸
出的巷道，如今已成商业“动
脉”，呈现城市的繁华与活力。
照片中老义乌的影子仿佛从眼
前飘忽而过，在照片里可以找
到跨越时空的“对话框”。捐赠
现场，郑吉雄和兄弟姐妹感慨，
老义乌的美，好比素坯勾勒的
青花瓷，希望通过捐赠这张时
光“切片”，让更多人看见昔日
的义乌，为义乌的明天“留下”
美好的过去。

市博物馆馆长王永平表
示，市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中，
一定会把捐赠品利用好、展示
好、宣传好、保护好，让其在新
馆中展陈，发挥应有的价值。

热心市民向市博物馆
捐献“八旬”雪景照

我叫盛爱君，1965 年出生，义
亭人，是一名旗袍手工制作技艺非
遗传承人。旗袍盛行于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是中国女性服装的代表，最能
体现女性的贤雅和美丽。与旗袍结
缘，和我的生长环境有关。我奶奶手
特别巧，是乡里有名的缝衣能手。奶
奶那一辈没有缝纫机，都是手工缝
制，那细密工整的针脚总是引得旁人
连连称赞。妈妈在奶奶的影响下，成
了专业的裁缝师傅。我在耳闻目染
下，自然而然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活
计。盘纽扣、裹边等一些小活，我在上
小学时就已做得很熟练了。

16岁我高中毕业，在父母的安
排下，进入服装厂打工。由于有一定
的制衣经验，在厂里几百人中，我很
快脱颖而出。当时厂里的制衣订单
都来自上海，制版师傅也是上海派
来的。师傅不但流行的服装做得好，
对旗袍也是深有研究。他看我做事
认真，又有一定基础，平时对我特别
留意，在打版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
教我一些技巧。

厂里一待就是三年，在师傅的
言传身教下，我掌握了整套的制衣
技术。20 岁，我在义亭开了第一家
成衣店。由于我师从上海师傅，在当

时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一下子就打
开了市场。新颖的款式、精巧的手
工，很快赢得了顾客的青睐。一时门
庭若市。

我在义亭开店几年后，到城里
北门街租了个店面。上世纪八十年
代后期的义乌，经过改革开放春风
的吹拂，发展一日千里。师傅跟我
说，现在大城市里穿旗袍已成为一
种时尚，让我也可以尝试做几件样
品挂在店里销售。在师傅的授意下，
我依样画葫芦做了几件旗袍挂在店
里，没想到一挂出去就有人买。那时
旗袍的面料和款式选择的余地很
小，但只要做起来，还是不愁卖。学
做旗袍给我打开了服装行业的另一
扇大门。旗袍的镶、嵌、滚、宕、绣、
绘、镂、雕、盘等工艺，每一步都精致
而细腻。要做好一件旗袍，每一步都
必须心里烂熟，手里生辉。

旗袍的形成是有些年头的，应
该是从清代旗女的袍服发展过来。
古代旗装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
身宽松，两边开衩，胸腰围度与衣裙
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旗袍的外观
特征一般要求全部或部分具有以下
特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
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单片衣料、

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开衩只是旗
袍的很多特征之一，不是唯一的，也不
是必要的。近代旗袍进入立体造型时
代，衣片上出现了省道，腰部更为合体
并配上西式的装袖，旗袍的衣长、袖长
大大缩短，腰身也更为合体。所以我们
现在看到的旗袍紧身、修长，细节丰
富、刺绣华丽。

刚开始做手工旗袍的时候，我是
按师傅给我的平面样板裁剪，虽然穿
起来不错，但缺少了旗袍独特的美。后
来我又到上海找师傅重新学习，最终
掌握了旗袍手工制作的精髓。

旗袍制作的第一步首先是选料。
传统旗袍使用丝绸和棉织物制作。选
用材料要看其柔软度、质地、质量等方
面。高档的材料有桑蚕丝、香云纱等。
成衣之前，需要先高温缩水，以免成衣
后衣物缩水不合身。

其次是量体。这是制衣关键的一
步。时装数据一般只有胸围、腰围、衣
长等数据，而旗袍制作的数据一般有
20 多个，遇到特殊体型，可能要量 30
多个，单单在脖子部位，就要精细到量
颈围、颈根围、领高等数据。而且尺量
只是一个硬性标准，眼观才是核心所
在。通过观察对方的长相、气质，选择
相适应的面料、款式、工艺。这些是一
个好旗袍师傅必备的要素。

再是裁衣。裁剪是全过程中最关
键的一环，松紧需要恰到好处，否则坐
卧便会感到不适。旗袍传统的裁剪方
法是平裁法，由于平裁法做出来的旗
袍千篇一律，没有个体差异，于是，在
与师傅多次探讨和学习下，我也使用
了上海旗袍老师傅的立体裁剪法。立
体裁剪依赖师傅长年累月的经验与手
感，细节的处理也是因人而异。

最后是缝制。缝制包括缉省烫省、
归拔衣片、敷牵带、滚边、合肩缝、装
袖、做夹里、复夹里、合摆缝、袖缝、做
领、装领、做纽扣、钉纽扣、整烫等。制
作旗袍的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细密的
心思和灵巧的手工。像缝制过程中的
归拔，就有多种工艺和手续。由于传统
旗袍结构线的特点，仅靠摆缝及收省
难以达到合体目的，通过归拔工艺进
一步造型，使衣片尽量与体形特征相
吻合。归拔可分为归拔前衣片，可使胸
形完美，遮盖小腹；归拔后衣片，可使
腰部曲线分明，臀部隆起。这样缝制好
的旗袍才能很好地贴合身体。好的旗

袍版型后面要紧、前面要松、臀部要
放，才会有立体感，穿在身上才能遮盖
身材的不足。

在我刚开始专业做旗袍时，常常
有做得不合适的情况，我自己也不满
意。有一次，一位体形偏胖的顾客在我
店里订了一件香云纱旗袍，想在女儿
结婚时穿。她要求偏紧身，能显瘦点。
做好试穿的当时，她很满意，结果第二
天一早，我门都还没开，她已等在门
口，一见我就焦急地让我帮忙改一下。
因为前一晚回家试穿时，弯腰等活动
把她勒得很难受。修改好后，她又订了
两件，换着穿。

旗袍让中国女性在尽显曼妙身姿
的同时，展现婉约含蓄、淡雅安逸的
气质。在一件旗袍中，盘扣不仅是一
个纽扣，而是旗袍上一件精美的装饰
品。花纽设于旗袍领部、襟部，能起到
画龙点睛的功效。作为古老中国结的
一种，盘扣源自汉代。这种结合盘、
缝、包、缠等多种工艺，且集配色、
拼接等多种技巧于一身的小小
扣子，于细微处体现着中国文
化的博大精深。

制作盘扣要先把面料烫
平、挂浆，阴干后，将布料按 45
度角剪成斜条，对折后缝制，再
在里面嵌入铜丝，之后再挂浆、
烫平，制作盘扣条子，最后再把条
子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花形盘制。盘
扣的搭配也有一定讲究，像一字扣
就适合搭配简洁的式样，蝴蝶扣等
花样多变的盘扣则适合搭配婉约
的风格。

一件旗袍，要想尽显秀色，需要
各种镶边、滚边和嵌边等特殊工艺
手法来装饰（单色镶边、单色滚边、
滚嵌滚、嵌边、混合滚、二色镶边）。
在镶边、滚边和嵌边时表面不能有
针脚，这就要求师傅在旗袍内里一
针一线完成，针线要细密，让线遁于
无形且要牢固。

现如今的旗袍除传统技艺外，
为追求惊艳的效果，往往添加了绣
花工艺。

刺绣是中国服饰里最古典、最具
有标志性的元素。在规整平面的旗袍
布料添上肌理分明、惟妙惟肖的刺绣，
一尺一寸间弥漫着精湛又独特的风
情。或繁或简的刺绣表达出东方文化
独到的韵味，将旗袍特有的美感更为

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刺绣在旗袍上得
以真正地鲜活起来，旗袍则在刺绣的
加持下焕发生机。绣花采用的图案，多
为古色古香的龙、凤、孔雀、福、禄、寿、
喜、吉祥如意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呼
应。历史赋予了旗袍独特的文化魅力，
刺绣增添了旗袍浓厚的艺术美感。另
外，手绘也是现在旗袍装饰中广泛使
用的一种手法，可谓起到锦上添花的
作用。

我与布匹、针线、剪刀、熨斗打了
一辈子交道，我觉得，被誉为中国国粹
的旗袍，值得让更多人知道它的美，在
历史的传承中继续摇曳生姿。

口述人：盛爱君，1965年出生，义
亭人，旗袍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

整理人：市作协副秘书长 贾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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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爱君在裁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