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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精神力量。

——摘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石榴籽】

□王宗

羊杂碎，也叫羊杂汤、羊杂烩，是
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和山
西的一道传统名小吃。

关于羊杂碎的起源，流传着三个
不同版本的故事。

相传，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途
中，在陕西榆林被敌人围困在旷野，
粮草断绝。万般无奈下，部队的后勤
人员把原来屠宰羊时弃于沟野的羊
肝、羊心、羊肠、羊肺、羊肚等用水洗
净，然后用刀剁成碎块，烩在一个大
锅里放上盐。煮熟以后，因没有葱和
调味品，伙头军无意将野地里采来的
野香菜洗净切碎放到锅里。等把这
锅汤烩好，经军队里众将官、士卒品
尝后，都称赞此汤的味道堪称一绝。

据说，满族有个传统风味小吃
叫阿玛尊肉，已有 400 年的历史。
清代《竹叶亭杂记》中记载，清太祖
努尔哈赤凡用兵及大事必以此祭。

“煮豕既熟，按豕之首、尾、肩、肋、
肺、心排列于俎，各取少许，切为丁，
置大铜碗中，名阿玛尊肉”。传说清
代就有人受阿玛尊肉的启发，就地
取材，在呼和浩特挑选羊的头蹄五
脏烹之，用勺连汤舀在大铜碗中，在
旧城闹市上叫卖。

第三个故事甚是有趣。有一回，
一家财主宰羊待客，羊下水多了，狗
吃不完，便让长工倒掉。长工觉得可
惜，就送给了一家穷人。这一天，村
里突然飘出一股香味来，吸引着众人
觅香寻去，才发现羊的下水不但能
吃，而且可以做出美味来。从此，羊
杂碎这道菜便诞生了。

这三个故事均已不可考。但民间
的传说，直接印证另一个事实：从其流
行区域分布看，羊杂碎，至少是汉族、
蒙古族、回族、满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羊杂碎是有性格的。
因为地域、民族、文化、风俗的不

同，呈现出不同的表征。陕西、甘肃、
山西的羊杂碎，除了羊内脏，还会添
加粉条、豆腐，从口味上明显委婉了
很多。内蒙古和宁夏的羊杂碎，大多
都是纯纯的一碗羊杂，味道浓烈，入
口粗犷。

就内蒙古而言，不同的地方，做
法、口味也不尽相同。青城呼和浩特
的本地做法也分两种，一种是羊杂碎
馆推出的纯肚羊杂碎，另一种是传统
意义上的心肝肺肚羊杂碎。纯肚羊
杂碎的行走是孤独的，就像一位古典
美女，冷艳，略显不近人情。一碗传
统羊杂碎，配上一个牛舌（呼和浩特
焙子的一种，貌似牛舌），呼和浩特的
早晨一下子就有了温度，多了一份舍
我其谁的豪迈。

曾经风靡一时的乌兰察布市四
子王旗乌兰花羊杂碎，除了心肝肺
肚，还添加了羊肥肠，味道更加浓
烈，回味越发缠绵。和林格尔的羊
杂碎由于添加了羊头肉和羊血，在
走西口的故道上，完成了羊杂碎大
而全的转变。

羊杂碎是有文化的。
中国食物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在于“合味”，不同的食材，不同的滋
味，融合为一，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味
道变化，在不同的菜品中，都有这种

“求合”的传统。
当然，羊杂碎也不例外。
从其食材本身来看，就是羊多种

内脏的组合。经过地域和文化的沉
淀，不同的地域根据当地各民族的出
产和口味，增加了土豆、粉条和豆腐。

从风行的地域来看，主要分布在
西北地区。这一区域，由于水草、地
质的原因，就像王安石说文解字“美”
所说：“羊大为美。”

从各民族融合来看，羊杂风行的
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聚居地
区，他们你来我往，逐渐地把他们的
民族情结凝结在了一碗羊杂上。虽
然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不变的依
旧是对羊杂的那份热爱。

羊杂碎也正在迁徙，就像游牧民
族一样，逐水草而徙。

如何将一地方小吃带入大城
市？这不仅是一个商业话题，更是一
个文化代入问题。乡野美食要想进
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首先要完成的
一个工作就是“现代性”。只有在现
代性方面做出突围，才能实现“越是
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当下，带着西
北部方言的羊杂碎已经进军北京、上
海、广州等大城市了。这一迁徙是由
一家源自内蒙古的企业完成的，至于
是否成功，不便言说。但是肯定的
是，这碗说着西北部方言的羊杂碎已
经与说着普通话的大城市发生关系
了，这就足够了。

遥想未来，一碗羊杂或许会成为
吃货们的一个接头暗号。在去往羊
杂的路上，只有弟兄，没有对头。

““合味合味””羊杂羊杂

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一言】

旅游作为一种新
的大众生活方式，为
非遗提供了更多的实
践和应用场景，激发
了 非 遗 的 生 机 和 活
力。从南海之滨华侨
城欢乐海岸的中华美
食博物馆、龙舟博物
馆，到北国雪原的“赏
冰乐雪、打卡非遗”的
冰雪非遗节；从西南
边陲欢快的泼水节，
到东部沿海渔民谢洋
节的祭海仪式……非
遗 得 到 越 来 越 多 的
重视。

让非遗活起来、
传下去，既是使命任
务，又是重要发展机
遇。开掘非遗富矿，
有识之士主动融入、
创意转化，释放出非
遗巨大的文化价值、
历 史 价 值 和 经 济 价
值。非遗与旅游的深
度融合，将为提振一
地经济发展、增益人
民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我国
有80多万个非遗项目，数量大、
类别多、范围广，目前得到利用
的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未
来非遗与旅游融合空间大、任
务重。因此，加强政策引导、业
务指导，形成发展合力，实现重
点突破迫在眉睫。

旅游为非遗传承丰富活化
场景。散落于民间的非遗，有
的由于缺少生活场景而濒临断
绝，而大规模流动性的旅游活
动，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特
色浓郁的风土人情、喜庆热烈
的节庆活动、风情万种的民族
服饰、各有绝活的手工制作、别
有风味的地方美食，从吃住行
游购娱全方位为旅游赋能。景
区因非遗融入而提升品质，地
方因特色发展而彰显优势，非
遗因活态传承而增添活力，皆
大欢喜。如此，何愁非遗活不
起来、传不下去。

旅游为非遗利用增添发展
动力。市场优胜劣汰，倒逼非
遗活化发展与时俱进、守正创
新。非遗活化得好不好，游客用
脚投票，市场以份额做鉴定。守
正，就是守住精神、守住技艺；创
新，就是敢于突破、融入时代。
不思变革不行，胡编乱造同样行
不通。通过非遗与市场双向互
动，摸准游客的心，敲开市场的
门，让创意催生业态，让创新焕
发新生，让创造造福社会。

旅游为非遗传承人提供广
阔舞台。非遗博物馆、非遗工坊
让非遗传承人大显身手，旅游市
场里的门面、摊点，同样可以成
为非遗传承的新空间。近年来，
非遗传承人创新求变，不断拓宽
融合发展的路子，实现了与特色
小镇、景点、会展、博物馆、特色
街区等的融合，非遗传承的打开
方式更加精彩纷呈。

一言以蔽之，非遗“活”得
好，旅游少不了。对非遗融入旅
游，我们值得给予更多关注和支
持。对非遗传承保护单位和非
遗传承人而言，要抓住此次国家
层面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带来的机会，在实现非遗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下更
大功夫，呈现无限精彩。

（转自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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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皮粘贴画《清莲》。

玉米皮粘贴画《花开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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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皮粘贴画《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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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玉米是常见
的农作物，剥掉的玉米皮
除了做饲料和生火煮饭，
往往被废弃，而在赤峰市
林西县，玉米皮却变废为
宝，成为了艺术品，以画
的形式被摆上书桌，贴上
墙壁，挂在车窗，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

这就是玉米皮粘贴
画 ，大 千 世 界 的 山 川 河
流、人物花草、鱼虫虾蟹
等万千姿态，都可以活灵
活现地用玉米皮展现出
来，散发出像国画一样的
大气神韵，给人以自然古
朴、淡雅清幽之感。

2022年，玉米皮粘贴
画被列入自治区级非遗
名录。

玉米皮粘贴画《唤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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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慧敏今年 39岁，是一名
小学美术老师。

2008年，作为全国教育科
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的子课题，
任慧敏所在的学校进行了一项
名为“草原题材的美术作品创作
之玉米皮粘贴画”研究课题。

课题自当年实验以来，任
慧敏先后研究并学习借鉴了国
画、麦秸画、剪纸等方法，从选
材、材料处理、作画工具、表现
题材、学生情况等多方面进行
研究，形成了一套适合小学中
高段学生学习使用的地方民间
美术教学体系，并编写成校本
教材。教材的编发不仅方便了

学生动手参与，还在2017年赤
峰市全市优秀校本教材评选中
获得二等奖。

“每到秋收时节，我就带领
学生们到学校的实验田收集玉
米皮和辅助材料，一袋袋分装
回来进行晾晒、保存，这些都是
自然原料，在我们的生活中随
处可见，然后通过研究技能技
法，丰富玉米皮粘贴画的表现
方式。”任慧敏说。

任慧敏的课既是美术课堂
的延伸，又是非遗传承的阵地。
随着“玉米皮粘贴课”在校园里
广泛开展，由学生们动手完成的
一件件作品被装饰进楼道和教

室，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任慧敏说，带领学生们到

大自然中收集材料是一件快乐
的事，而他们也用生活中的材
料表现生活的美，从而更加珍
视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学生们
对家乡和学校的文化、背景、风
土人情以及生活方式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和认同，热爱家乡不
再是一句空话。十几年来，在
任慧敏和其他老师的带领下，
先后有600多名学生参与到这
项课程之中。

这项原本流行于民间百年
的工艺美术，进入新时代后，由
一群小学生“带火”了。

校园文化 活态传承

林西县位于赤峰市北部，
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因昼夜温
差大，这里的玉米皮叶片宽大、
纹理清晰，光泽度高，是玉米皮
中制作粘贴画的最佳材料。

据《林西县志》记载，“林西
移民，从山东、河北、山西以及
赤峰等周边地区汇聚到这里，
在相互碰撞交融中，形成了林
西人独特的文化基础。”

“山东莱州、滨州和辽宁绥
中等地的移民带来了玉米皮编
织技艺，在融合发展中，慢慢形
成了玉米皮粘贴画，在林西县

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林
西县玉米皮粘贴画非遗传承人
任慧敏说。

任慧敏的玉米皮粘贴技
艺，源于家族传承。上世纪初，
她的祖辈从山东莱州移民到林
西县，像其他大多数移民一样，
秋天劳作之余，用玉米皮编织
手艺把玉米皮搓成绳子，再用
玉米皮绳子编织成筐、篓、蒲团
等生活用品自用或者售卖。此
外，还把玉米皮或撕或卷或剪
成好看的形状用来装饰家，慢
慢的，玉米皮粘贴画就形成了。

任慧敏的妈妈从自己姥姥
的手里学到了这项技艺，又把
它传给了任慧敏。任慧敏从十
二三岁起，就在妈妈的影响下
学做玉米皮粘贴画。

任慧敏说，制作玉米皮粘
贴画，主要以玉米皮为主，根据
制作内容的不同，还可搭配桦
树皮、羽毛、树枝、石子、五谷等
天然材料。制作时，根据玉米
皮和桦树皮的纹理特点、自然
色调，还要经过选材、熨、烫、
剪、刻、编、粘贴等多道工序，方
可制作完成。

就地取材 百年传承

2020年，玉米皮粘贴画技
艺成功列入第六批赤峰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林西县
巾帼玉米皮工艺美术中心成立，
玉米皮粘贴画开始从校园走向
社会，引领社会学员参与其中。
2022年，玉米皮粘贴画技艺又
升级为自治区级非遗项目。

“玉米皮粘贴画技艺简单
易学，便于推广，它取材环保，
随处可见，所用的工具为电熨
斗、剪刀、胶水、锥子、镊子、壁
纸刀等价格低廉的普通用具，
学员经过4到6个月的培训，就
能掌握基本技法，而且由老师

设计好构图和色彩后，学员只
要掌握一幅画的技法和颜色，
就能重复制作多幅作品。”任慧
敏说，这项技艺尤其适合妇女
学习，有绣花、裁剪经验的妇女
更易于掌握，技艺更胜一筹。

林西县妇联充分发挥组织优
势，把“妇联元素”融入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中，积极开展玉米皮
文创产业巾帼志愿服务项目。以
广大农村妇女为主要力量，以“产
业在家、留住妈妈”为主导思想，
通过巾帼志愿者免费传授玉米皮
粘贴画、编织技能，让参与玉米皮
文创产业的妇女“守着家、做着

画、带着娃、有钱花”，参与人数不
断增加、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林西县玉米皮文创
产业已覆盖 4个乡镇、14个行
政村，玉米皮手工艺产品达 14
类 60 多个品种 7000 多件，累
计培训 100 多期，接受培训的
妇女1500多人，培养技术骨干
300 多人，带动生活困难群众
60多人，参与该产业的妇女人
均增收 2500 多元。通过志愿
服务的形式，已将玉米皮粘贴
画、编织打造成为特色文化扶
贫产业，创建了具有林西特色
的“居家就业、巧手致富”样板。

居家就业 巧手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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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米 皮 粘 贴 画玉 米 皮 粘 贴 画
《《花开蝶自来花开蝶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