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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夹是赤峰的一种特色食品，
在赤峰久负盛名，人人都知道对夹，
走到哪里都有对夹馆，外地人到赤
峰问吃什么？赤峰人开口就说，对
夹。如果到赤峰没有吃过对夹，等
于没有到过赤峰。对夹外表金黄，
层次分明，具有北方的食品特点，香
酥脆，肉细嫩，瘦而不柴，肥而不
腻。

赤峰地区生产此种食品的店
家较多，作为本土创造和形成的食
品，在赤峰地区有着良好的群众基
础，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赤峰对
夹已成为赤峰地区不可或缺和替
代的大众食物。从对夹在赤峰诞
生的那天起，无论普通百姓还是富
商、达官贵人、五行八作从业者，早
点只吃对夹，佐以清汤，一生不变，
这种吃法几乎成为一种信仰。

赤峰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
季风气候区，冬季漫长，春季干

旱。地处大兴安岭南段和燕山北
麓山地，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南北
与老哈河流域广大地区，呈三面
环山，西高东低，多山多丘陵的地
貌特征。这种温带气候，冬季漫
长，适合对夹这种食品的盛行，可
以热乎着吃，也可以携带远行凉
着吃。

对夹正式出现在赤峰人的餐
桌上要上溯到一百多年以前。上
个世纪初，河北人苏氏父子来到赤
峰，由于不熟悉当时哈达街（如今
的赤峰市）的风土人情，按照老家
传统方法制作并经营，人们吃不习
惯，生意不是很好，难以维持。于
是苏氏父子根据赤峰半干旱、冬季
寒冷的特点，人们都习惯用大油大
肉度过冬季，他们整合了哈达火烧
和驴肉火烧的工艺，改良了哈达火
烧面饼的制作方法，决定在烧饼中
夹入熏肉，熏肉是猪肉，油大味重，
很合当地人的口味，人们特别愿意
吃，生意也好了起来。

开始大伙儿都叫苏家哈达火

烧，后来嫌这名字太长，不好记，
遂按照它的形状和吃法，改称有
地域特点又简洁的名字——赤峰
对夹。

赤峰对夹是一种酥油烧饼，
制 作 方 法 是 在 烧 饼 侧 面 切 开 一
个口子，把熏猪肉塞进口子，看
上去是烧饼中间裹着熏肉。

就形制而言，与驴肉火烧、肉
夹馍、汉堡并无太大区别，都是
以 面 饼 夹 肉 。 不 过 对 夹 从 技 术
因素上讲，与其他同类食品有所
不同，第一是对夹的面饼，也正
是这一点，才真正把对夹与驴肉
火烧、肉夹馍和汉堡区别开并使
其具有独到的特点。在赤峰，对
夹的面饼被称之为“对夹皮儿”，
对 夹 的 酥 皮 是 用 高 寒 漫 甸 出 产
的小麦面粉和盐、五香面儿与少
许砂糖和成面团，用赤峰市敖汉
旗的小米粉与猪油和成“油酥”，
将 两 种 材 料 反 复 层 叠 ，拉 成 长
条，再下成小个的剂子，擀成小
圆饼，入炉烤熟，出炉后再用酥

油 拌 着 敖 汉 小 米 面 粉 在 外 表 涂
抹一遍，摆到特制的设备上，二
次入炉烤至起酥成熟。

赤峰对夹外表是几层金黄色
的酥皮，里面能看到一层层的绵软
面皮儿。咬第一口时，牙齿先破开
脆皮，咔吧一声，唇边立刻带有淡
淡的烤糊油香，然后再一气切开数
十层软面，热气腾腾的熟面熟油，
在口腔内弥散出油腻的麦香；最后
牙齿会咬到夹在最中间的熏肉，是
最好最香的部分，待得第一口合
拢，酥皮碎片、麦香面片以及熏肉
精华已经在舌尖混为一团，满口喷
香。咀嚼片刻，略感口干，就一口
清汤，把已凝聚的味道重新冲散，
口腔内二度香气四溢。此时经过
汤水滋润，面肉已可轻松下咽，平
安落入胃袋，温暖慰帖，口中香气
久久不散。

对夹之于赤峰，与驴肉火烧之于
保定、肉夹馍之于西安一样，意义非
凡。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一生一事 匠心为伴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之图什业图皮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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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刻刀，一张皮革，低头在皮革上
刻划、敲击、推拉、挤压，创作出一幅幅栩
栩如生的画卷。

皮雕画是游牧文明的缩影，以其多
元的文化特征和自成体系的艺术风格，
延续着千百年来蒙古族古老的文化血
脉，其工艺记载了游牧文化的精髓，保留
了民俗风情的优良传统。图什业图皮雕
青年传承人韩乌日根达来10年与皮雕为
伴，兢兢业业守护，传承着内蒙古古老的
民族文化。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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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什业图皮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乌日根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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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什业图皮画的起源可以追溯
到古老的游牧时期，起初最常见的
用途是羊皮地图，后逐渐演变成羊
皮装饰画，用于王公贵族装饰寝室。

随着时间的推移，皮革的材质
也由羊皮逐渐被猪皮、牛皮替代。
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使得皮具耐
用，不易碎且方便运输。早在上千
年前，就有了马具、装水的皮囊、皮
盒等生活用品。为了美观，牧人们
常常在这些皮具上配一些花纹图
案，这是最初的皮画。

图什业图皮画的创作题材以
蒙古族传统图案和科右中旗特色
的传统文化为主，作品如浮雕般的
立体效果和冷峻凝重的风格所形
成的视觉冲击力，往往令观赏者感
到无比震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艺
术享受。

今年 35 岁的韩乌日根达来出
生在内蒙古科右中旗巴音忙哈苏
木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喜欢画
画的他，跟随父亲学习掌握传统皮
画工艺。在 2004 年，他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美
术设计系，从事皮画艺术创作。与
许多 80 后喜欢新鲜的事物不同，
韩乌日根达来喜欢传统文化，这些
在别人眼中的“古董”对他来说却
是至宝。

韩乌日根达来说：“我在牧区长
大。小时候家里可以接触到一些小
唐卡画，马鞍皮具等等，这也可以算
是对后来做皮雕的启蒙。虽然周围
年轻人也都会出去闯荡，但我更愿意

留在内蒙古，做有关民族传统的皮
雕。”

图什业图皮画的制作流程大体
分为五步。首先是画稿，设计绘制
出所制作皮雕画的图案花纹。

第二步，打湿。选用适当大小
的皮革，在雕刻前用水适度湿润，使
其膨胀变软，增加皮革的可塑性。
当湿润的皮革几乎恢复原来的颜色
时，便可开始图案转绘。

刻刀线是第三步，也是最重要
的一步。将图案纹样运用圆头铁笔
依图案纹样线条，转绘到皮革上。
先描出其轮廓，再描绘其他细部图
样，运笔要坚定、有力，如此便能将
图案纹样完美地描绘在皮革上，必
须随时检查线条有无遗漏。

“皮雕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
事，因为长时间地做雕刻，导致手指
变形变硬。有时候会疼痛，不过对
于我来说不是事，做皮雕时候不会
感觉到疲惫。皮雕是最细致的工作
之一，偷懒的话不可能雕得出来，还
会浪费皮具。”韩乌日根达来说。

线条刻好以后，就是第四步，凿
刻。敲的时候用软的打敲工具，比
如木头、塑料、制作的锤子，过硬的
锤子会把刻刀、皮革打坏，刻完之
后，图会栩栩如生。

第五步，染色。依设计选用染
色方法，使图案纹样栩栩如生。常
见的皮革染色法有油染法、糊染法、
防染法、水晶染法、干擦法、蜡染法、
压克力染等。

图什业图皮画的特点就是色彩

艳丽、生动逼真、质感强烈。
没有经过染色的真皮是淡黄色

的，有些略微泛红，在上色的过程中
真皮本身对颜料特殊的融合使得原
本的色彩更加鲜明。

经过立体装裱后的图案线条进行
了雕刻，产生了特有的浮雕效果，并且
画面随内容需要跌宕起浮，与艳丽的
色彩相配合，使得造型生动逼真。

皮画精选牛皮等上等全皮（未
经过分层）制成，皮质细腻柔软，色
调柔和，视觉舒适，质感无与伦比。

韩乌日根达来坦言，现在这个
行业的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原创。目
前皮雕市场原创还是偏少，大多数

人会做更商业、更大众的产品。
“这种在传统皮革上展现民族

工艺技法的创作方式，充分体现了
民族文化艺术精髓和文化内涵，具
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
兢兢业业的守护，才能传承内蒙古
古老的民族文化，这就是我的心
愿。”韩乌日根达来说出了自己的
梦想。

择了一事，便终其一生，大概所
有的匠人都是这样，一群貌似普通
却身怀绝技的人，几十年如一日，专
注一项技艺，所有的风霜裂变都留
在了手上。希望更多人关注非物质
文化，为手工技艺传承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