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家年

这是一件清中期漆
砂 砚（如 图），长 15.8 厘
米，宽 9.8 厘米，高 2.5 厘
米，为木胎漆砂质地，分砚
身与砚盖，整体造型为两
个葫芦，一大一小，设计独
特，线条圆滑，工艺精良。

漆砂砚是以一种轻细金刚砂调和适度的色漆髹涂
于木质砚上制成，具有轻便、美观、实用的特点。漆砂砚
在西汉时，扬州已有生产。江苏邗江姚庄曾出土一件汉
代漆砂砚，砚面满髹黑漆外，砚外侧则用银箔饰虎、

豹、鹿、牛、羊、龙、孔雀和高髻羽人等图
案，画面十分生动，刻划精细入微。

清代漆砂砚

□文/本报记者 高瑞锋
图/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古旧窗棂，青砖黛瓦，大红灯笼，门前
大青石条⋯⋯在周围鳞次栉比、门面千篇
一律小饭店的对比下，位于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小召前街的这座楼阁式二层小楼更
显得典雅古朴，卓尔不群。这就是当年归
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区）鼎鼎大名的
老字号惠丰轩旧址，建于民国六年（1920
年），是迄今为止呼和浩特市唯一一座原
址保护下来的老建筑，市级和自治区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惠丰轩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至上世纪
90 年代初关张，经营跨度 300 多年，缔造
了呼和浩特餐饮史上绝无仅有的神话。
现在，在玉泉区党委政府长期调研和策划
下，它已变身为惠丰轩饮食文化博物馆。

近日，记者和内蒙古烧麦行业协会副
会长王志强，走进惠丰轩饮食文化博物
馆，期望通过老物件儿再现一个原汁原味
儿的惠丰轩。

小召附近的三类馆子

据了解，惠丰轩的前身是义忠轩饭
馆，创建于清康熙年间。乾隆初年，一个
叫郭万子的工匠发财后，和人合股接手了
面临歇业的义忠轩，并改名叫惠丰轩。此
后，惠丰轩名声日隆，享誉归化城。

如今，历经百年，惠丰轩的双扇老木
门已布满岁月斑驳痕迹，木轴转动起来发
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随着木门一点点
被打开，惠丰轩的内景悄然出现在眼前：
古旧的四方木桌子、长条木凳子，高高的
柜台和它上面写满菜名的水牌，拖着小辫
儿、戴着瓜皮帽子和眼镜正在记账的掌
柜，嘴巴微张、肩搭白毛巾的堂倌似乎正
抑扬顿挫地高喊：“来客 2 位⋯⋯”

这是惠丰轩饮食文化博物馆的一楼，
仿真人的特定情景还原。此外，桌子上还
摆着仿真菜：鲜光油亮的过油肉、红肉绿
菜相间的阳春面⋯⋯沿着墙边一溜的是
一件件老物件儿：锡壶、铁油灯、木臼、铜
茶壶⋯⋯这些或清代或民国的老物件儿，
似乎在无声地讲述惠丰轩当年的盛景。

进门左手边，摆放着一个铜洗手盆，
“这是为客人准备的。”王志强说。身为内
蒙古烧卖行业协会副会长，王志强对呼和
浩特市餐饮文化颇有研究。

如此一个小细节，便可看出惠丰轩待
客细致周到。那么，在当时的归化城，鼎
鼎大名的惠丰轩属于档次最高的饭馆
吗？王志强娓娓道来，明清时期，归化城
的餐饮业统称为食佃行，食佃行分 4 类馆
子：一类馆子叫“小班馆子”或者“细馆
子”，档次、规模最高最大，最有代表性的
是宴美园；二类馆子叫“大班馆子”或者

“二细馆子”，比如麦香村和凤林阁；三类
馆子叫“葫芦馆子”，惠丰轩就是其中的代
表；四类馆子的饭菜比较单一，只卖饸饹

面、包子等，叫“圪蹴馆子”。
王志强说，就是这样一个三类馆子，

最鼎盛时，能同时接待 300 人就餐，除了
服务细致周到，好的地理位置必不可少，
惠丰轩就占据了这一有利条件，它所处的
位置过去叫崇福寺，老百姓也叫小召。小
召规模大，香火旺盛，往南一点，是小召半
道街，过去全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归化城，
这儿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繁华，它的繁华造
就了惠丰轩的繁荣。

菜品服务享誉归化城

如此理想的地理位置，惠丰轩当然不
愿丢掉任何阶层的客人，菜式高中低档全
具备。王志强说，达官贵人来，有挂炉烤
鸭、烤乳猪、鱼翅等可点；普通老百姓来，
更有过油肉豆腐、宫保鸡丁、鸳鸯火烧等
可选。这些菜制作精细，味道鲜美，是惠
丰轩的招牌菜。而且，惠丰轩的过油肉堪
称一绝，盛在盘子里的肉呈“杏干儿色”,
吃到嘴里鲜嫩美味。

其实，惠丰轩更出名的饭菜是一道名
为八宝头脑的早点小吃，这道小吃只在秋
冬季节才上市。“八宝头脑是山西人发明
的一道药膳，是用肥的羊腰窝肉、莲藕、酒
糟、长山药等熬煮在一起，食用后有温中
祛寒、益气活血等功能，因此很受客人欢
迎。”王志强说，后来，随着人类大迁移“走
西口”，山西移民带着诸多烹调技艺来到
归化城安家落户，多数厨师是山西人的惠
丰轩就此有了八宝头脑这道小吃。

据史料记载，制作八宝头脑的方法并
不简单，每样食材来源都严格要求，单是一
个酒糟就规定，必须使用当天新鲜的黄酒
糟，必须用井拔凉水反复淘洗，这样才能淘
出洁白并且带着浓香的乳状汁液。当年，
很多归化人不惜黎明前即起，从老远的地
方赶来惠丰轩排队，就是为了吃上这口让
他们垂涎欲滴的美食。可惜如今的呼和浩
特市早已不见八宝头脑的踪迹了。

铜洗手盆旁边，并排摆放着 3 个颜色
古朴雅致、花纹简单耐看的青花盘。这样
的颜色和花纹，盛上惠丰轩味道鲜美、色
泽诱人的菜品，可以想象，当堂倌端着它
们放上饭桌时，食客是怎样的大快朵颐。

“惠丰轩不仅菜品在当时享有盛誉，
技艺超群的堂倌也是远近闻名。”王志强
说，惠丰轩堂倌刘全喜，郊区北奎素村人，
他的声音清脆嘹亮，人称“童子音”，脑子
也好使，不管报几十道菜名和数量，从不
出错；每晚对账时，别人用算盘才能算出
当天卖了多少银子，而刘全喜只用口算就
算得清清楚楚。他的徒弟马福，臂上功夫
了得，单臂托着装了 20 碗面条的木条盘，
快步上下楼，汤水不颠不洒，可谓当时归
化一绝。

偌大的饭馆，管理当然也非常严格，
只要有人违反规定，即遭解雇，请人说情
也不好使。惠丰轩对己严格要求，对待每
位客人却都一视同仁，奉为上宾，即使对
待只吃一碗面的穷人,也会为其端上茶

水，配齐 4 个菜碟，从不怠慢。300 多年
来，惠丰轩一直恪守着这样的经营之道。

理念超前的外卖服务

挨着一楼一侧窗户的，是通往二楼的
木楼梯。楼梯扶手已现出泛黑发亮的包
浆，不难想象当年食客云集的惠丰轩是多
么的火爆。

拾级而上，二楼楼梯口左右两侧的又
一次情景再现无一不体现着这座百年老
店和山西人丝丝缕缕的紧密联系：万里茶
道上穿着毡靴、拉着骆驼奋力赶路的晋
商；走西口路上带着简陋家当、推着独轮
小木车艰难赶路的老百姓。

墙上的文字资料也作了佐证，“惠丰轩
饭菜是典型的晋北风味，厨师、伙计多来自
山西，因而红白菜上的餐具多取自山西，
锅、铲、勺、刀几乎与山西地区同样⋯⋯”据
记载，当年，惠丰轩是万里茶道上山西商
人中转到归化城歇脚的重要驿站。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碗、盘、碟等
瓷器用具逐渐被相邻不远的清水河县瓷
器所替代。厨师们也根据归化人的喜好，
选用当地食材，制作出了既有山西风味，
又呈现归化本地特色的惠丰轩菜肴，形成
了独具魅力的惠丰轩传统餐饮文化。

也许很多人想不到，开张于清康熙年
间的惠丰轩，就已经有了外卖点餐这一服
务形式。二楼展示的老物件儿中，两层竹
编食盒和大盒套小盒的木质食盒，就证明
了这一点。

“当时惠丰轩的员工中，至少有五六
个人是专门负责天天送外卖的。能叫得
起外卖的，无非是有钱人家或者达官显
贵，不仅菜式高档，外卖工具也高档。”随
着王志强的讲述，记者细看这个竹编食
盒，它做工精细，上下两层的高度很高，如
果放些烤鸭之类的大菜，想来也不会被压
扁变形、影响了点餐贵客的食欲。

二楼中间的大圆桌上，摆满了惠丰轩
的特色仿真菜，分外抢眼的，是中间那口
黄灿灿的铜火锅。看着它，记者仿佛觉得
火锅里堆满了各种食材，冒出腾腾热气，
身着长袍马褂的客人围着它吃得酣畅淋
漓⋯⋯

两层楼加起来100多平方米的惠丰轩
饮食文化博物馆，很快浏览完毕。也许这
古朴的楼阁和老物件儿，不足以完满地展
现一个延续了300多年的餐饮神话，但是，
从中却不乏可以看到我们祖辈走过的路以
及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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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军

这是一只明代青花双燕绘盘（如
图），高 2.8 厘米，直径 23.5 厘米，盘面
绘满了青花图案。

正中央的圆形盘底，醒目地画着
一对燕子，一只栖息在假山之上，另
一只盘旋空中。假山后面，修竹、剑
兰交错，花枝招展，可谓春意盎然。
盘底周围，点缀有 16 幅装饰图案，或
枝果花卉，或缠枝莲纹，排列规则，井

然有序。与众不同的是，这件瓷盘背
面也绘制了简洁的青花图案，整齐而
清 晰 ；盘 底 中 心 印 有 款 号 ：天 启 年
制。整件藏品发色舒雅，画工细腻，
釉面润泽，造型规整，是地道的全品。

民国许之衡的瓷器专著《饮流斋
说瓷》中提到：“吾华制瓷，可分为 3 大
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在中国青花
瓷中影响深远的明代青花，取材广
泛，多用传统的毛笔绘画，手法上则
惯用各种线条和点染、渲染技巧。

明代青花不同的年代，内容及特
色也有区别，早期由于青料容易晕
散，不宜绘清楚人物造型及神态，所
以人物纹饰较少；中期技法及工艺提
高，比如成化、弘治朝风格淡雅，正德
年朴实厚重，万历时流行山水人物。
这件青花双燕绘盘，符合了明晚期天
启年间特点，绘图形式多样，表现生
动活泼，趋于写意，充满生活气息。

明代青花双燕绘盘多宝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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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资讯

近日，在纽约苏富比举办的“古典油
画”拍卖会上，一幅鲁本斯（Paul Ru-
bens）的素描草稿《高举双手的裸体青年》

（如图）以 820 万美元拍卖成交，创下鲁本
斯素描最高拍卖纪录。

这幅素描来自于荷兰王室家族，因此
公开拍卖前曾经引起争议——反对者认为
这件艺术品应该保留在荷兰的博物馆中。
这幅素描草稿完成于1608年，是鲁本斯著
名祭坛画《耶稣上十字架》（Raising of
the Cross）的一幅草稿。荷兰国王威廉
二世（William II）在 1838 年购入这幅素
描，此后一直流传于荷兰王室。

今年1月，荷兰女王的妹妹、公主玛丽
亚·克莉丝提娜（Maria Christina）委托
苏富比拍卖这幅画作，是过去 180 年来画
作首次出现在拍卖市场。对于画作拍卖引
起的争议，英国文化部部长回应称，“该素
描是荷兰皇室成员的个人财产，不属于王
室或公共财产，因此所有者有权自行处理
这幅画作。” （人民）

荷兰王室旧藏
鲁本斯素描
820万美元成交

收藏圈

老建筑

□柳哲

近日，有幸在清道光年间的一套《包
氏宗谱》中，发现了一份北宋名宦、大清
官包拯手书的“包拯家训”（如图），可谓
弥足珍贵。

“包拯家训”字数不多，全文抄录如
下：“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
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
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告诫后世子
孙，当官不得贪赃枉法，否则开除族籍，
不准再回包家；死后，不得入葬包氏祖
坟；不遵家训，不从吾志，就不承认他为
包氏子孙。在封建时代，“削谱”“革族”
是十分严厉的家法惩治手段。包拯生前
嘱咐家人，把“家训”刻石，竖立在堂屋东
壁，警诫后人。如今，目睹包拯手迹，重
温“包拯家训”，其凛然正气，清廉之风，
仿佛犹在身边，鼓舞世人。

家训，别称家诫、家范、庭训，是指族中
长辈对子孙的垂诫与训示。家训是随着家
庭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随着家
庭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完善，与社会制度
也有着密切联系。每个家族一般都有族
规、家训，内容也因家族而异。家训内容一
般涉及遵守国法家法，同族和睦，敬贤尊
长，合乎礼教，尊祖敬宗，修身齐家，约束言
行等内容。

周公家训、诸葛亮《诫子书》、颜氏家
训、司马光《家范》、朱子家训等名人家训，
可谓泽被后世，光照千秋。这些家训无不
说明，家风正，民风淳，国风清，可见“包拯
家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老家谱秘藏
包拯手书家训

竹编食盒。

锡壶。

铜火锅。

老老物件儿里的惠丰轩物件儿里的惠丰轩

惠丰轩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