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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前，在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发现
了大熊猫的骨骼。近日，考古工作者在汉文帝
霸陵附近的外藏坑同样发现了两千年前的大
熊猫骨骼。

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江村东部白鹿
原西端的汉文帝霸陵，其东北约 800米处为窦
皇后陵，西南约 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北边
约 2100米处为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霸陵
所在地“凤凰嘴”。霸陵和南陵周围的大型外藏
坑中出土了各类陶俑、陶器、铁器、铜器、金银
器、马骨等大量汉代珍贵文物。在其相对较远
的很多小型殉葬坑中发现了大量的珍禽异兽骨
骼，葬具有陶棺、砖栏和木椁，随葬品有陶容器、
陶俑等。经初步形态对比、数据测量和部分兽
类古DNA鉴定，发现有丹顶鹤、绿孔雀、褐马
鸡、陆龟、金丝猴、虎、马来貘、鬣羚、印度野牛、
牦牛、羚牛等 40种动物骨骸，引起了很多人的
关注和好奇。

汉文帝霸陵出土的珍禽异兽

霸陵的动物殉葬坑位于汉文帝陵墓西南约
600米处的白鹿原西坡，形制为接近东西向长
方形的竖穴土坑，走向和薄太后南陵动物殉葬
坑明显不同，其兽类动物头骨均在东边，朝向汉
文帝霸陵。南陵的兽类动物头骨均在南边，朝
向薄太后南陵。霸陵考古勘探新发现有 60多
座殉葬坑，加之1966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此发掘
清理了 47座从葬坑，出土了马、羊、猪、狗、鸡、
鹅、鹤等禽兽骸骨。因此，该区域原应分布有上
百座排列有序的殉葬坑。

2021年 8月至 2022年 8月，考古工作者共
发掘23座动物殉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
属种，包括鸟类 2种和兽类 9种，均为珍稀野生
动物，出土的动物种类既有现在仍生活在南方
东洋界（热带或亚热带）的动物如印度野牛、马
来貘和绿孔雀，也有“秦岭四宝”中的三宝——
金丝猴、大熊猫、羚牛。其中，虎、马来貘、牦牛、
印度野牛在我省属首次发现。

马来貘（Tapirus indicus）：亦称亚洲貘，产
于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岛和泰国，是貘类中最大
的一种。目前，貘在我国已经灭绝，但在历史上
曾存在过。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遗址出土过貘头
骨和下颌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2号墓、山西
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均出土过青铜器“貘
尊”；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山东滕县
西户口汉画像石、江苏金坛 1970年 8月出土的
上虞窑貘钮青瓷扁壶上，均出现过貘的形象。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貘屏赞》写道：“貘者，象鼻
犀目，牛尾虎足，生于南方山谷中。”说明貘在唐
代南方地区仍然存在。

以往的考古发现中，除殷墟商代遗址出土
的貘为骨骼外，其余均为“貘”的青铜器、壁画、
瓷器的“象物”造型。因此，霸陵出土的完整貘
骨架弥足珍贵，证实了直到汉代，中国北方地区
仍然有奇蹄类动物貘的存在，该发现为研究当
时的气候、环境和生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印度野牛（Bos gaurus）：别名白肢野牛、野
黄牛、白袜子、亚洲野牛等，分布于南亚、东南
亚、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及普洱等地，以其特大
的身躯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是现存世界上体型
最大的牛之一。印度野牛骸骨也是此次发掘所
有坑中最大的一个动物骨架，比殷墟的“殷牛”
（Bos exiguous）要大得多。印度野牛在我国北
方考古遗址中属首次发现。

薄太后南陵出土的珍禽异兽

南陵动物殉葬坑位于南陵“石围界”内封土
西北约250米处，考古勘探显示，该区域分布有
10列42排共380余座动物殉葬坑，其排列有序、
没有打破关系，为一次性规划，形制为接近南北
向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其中，小型鸟类动物以
陶棺葬具为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以砖栏和
木椁葬具为主，砖栏居多。

1975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此抢救发掘了 23
座殉葬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犀牛的完

整骨架和大熊猫的头骨。2020年 12月至 2022
年 4月，霸陵考古队继续对南陵动物殉葬坑进
行了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区域位于1975年发掘
殉葬坑的四周，主要为东部、南部、西部，呈半包
围状，共发掘55座殉葬坑，殉葬动物有鸟类、兽
类和爬行类。

鸟类骨骼主要分布在东南边，兽类骨骼主
要分布在西南边，中间的K33-4坑既有鸟类也
有兽类，宛若文帝时期皇家苑囿的地下动物
园。经初步鉴定，发现的动物种类共计30个属
种，包括鸟类 18个属种、爬行类 1种和兽类（哺
乳类）11种，包括金雕、绿孔雀、褐马鸡、丹顶
鹤、金丝猴、猕猴、虎、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
子等30种珍稀野生动物骨骸。其中，最为重要
的是，首次在陕西省发现了爬行动物龟鳖目陆
龟科的靴脚陆龟、鸟类犀鸟科的地犀鸟属。

靴脚陆龟（Manouria emys）：位于砖栏中
部，其南有塑衣式跽坐陶俑和陶罐各1件，象征
饲养员和盛放动物食物的器皿。中国陆龟有四
爪陆龟、凹甲陆龟和缅甸陆龟三种，它们的背甲
长度一般均不超过30厘米，但这次发现的陆龟
背甲长度达52厘米，应为亚洲最大的陆龟——
靴脚陆龟。

靴脚陆龟分为两个亚种，棕靴脚（Ma⁃
nouria emys emys）较早（1844年）被发现并命
名，稍后（1853 年）黑靴脚（Manouria emys
phayrel）才被定名。前者体型相对较小，背甲可
达50厘米，体色多半呈褐色，左右胸盾不相连，
背甲较平坦，分布范围为泰国南部、马来西亚、
苏门答腊及部分印尼群岛；后者体型较大，背甲
可达 60厘米，体重可达 37公斤，外观颜色多半
较为黝黑，腹甲的左右胸盾相连，背甲缘甲板向
上翘，背甲较高隆，分布于泰国北部、缅甸、孟加
拉国及印度等地。

地犀鸟属（Bucorvus sp.）：分为地犀鸟（Bu⁃
corvus abyssinicus）和 红 脸 地 犀 鸟（Bucorvus
leadbeateri）两种，现分布于非洲热带草原，体型

大，为犀鸟目中最大的种类，也是肉食性最强的
鸟类，可捕捉地面昆虫、蜥蜴等各种小型动物。
从K33-4出土的保存较好的肱骨、股骨、跗跖骨
和头骨枕部来看，属大型鸟类，它们和鸟类骨骼
形态三维数据库网站上收录的地犀鸟的相应部
位形态最接近，尺寸稍大。由于国内缺乏对比
标本，网站数据库不全，进一步的种类鉴定还需
借助古DNA技术及形态对比研究。

发现的意义

在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发
掘的以单个墓葬形式殉葬大量珍禽异兽在全国
属首次发现。不同于神禾原大墓K12的珍禽异
兽坑和秦陵K0007的青铜水禽坑，它们都是在
一个大型外藏坑内埋葬的；也有异于秦始皇陵
内外城之间、内城西门南侧的 17座珍禽异兽
坑，其呈南北“一”字形排列，为东西向的长方形
竖穴陪葬坑，试掘的两座坑内出土有陶钵、铜环
及鹿、麂等动物骨骼，14座跽坐俑坑南北分列
于珍禽异兽坑的两侧，抑或象征的是始皇生前
宫内豢养珍兽的情况。

利用骨骼形态对比、数据测量和古DNA等
方法，准确鉴定动物殉藏坑内出土的每个动物
的属种，可从动物考古角度探讨其本身属性、蕴
含的象征寓意及与墓主身份的关系。从目前发
掘资料来看，只有帝、后陵和太后陵有珍禽异兽
出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首先，为文献记载的皇家苑囿动物种类提
供考古学证据。这次发掘出土的动物在司马相
如的《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
赋》、张衡的《西京赋》，以及《汉书》《山海经》《尔
雅》《诗经》等古文献中基本都能找到。如陆龟
（《山海经》称龙龟）、褐马鸡（《山海经》《上林赋》
称鹖）、孔雀（《上林赋》称孔）、大熊猫（《上林赋》
称猛氏、《山海经》称猛豹、《尔雅·释兽》称貘为
白豹、《尚书》称貔、《毛诗》称白罴、《峨眉山志》
称貔貅、《兽经》称貉、《本草纲目》称貘等）、斑羚

（青羊）（《上林赋》称壄羊）、牦牛（《山海经》称旄
牛、犛牛，《上林赋》称旄、髦、氂）、金丝猴（《山海
经》《尔雅》《上林赋》称蜼，《长杨赋》《西都赋》
《楚辞·九章》称狖，《埤雅》称金丝绒、绒等）、猕
猴（《上林赋》称玃、蠼猱）、羚牛（《山海经》称图
片牛）、印度野牛（《山海经》称夔，《尔雅·释兽》
称犩，蘷牛又作犪牛），等等。

其次，可以复原霸陵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
和气候，如东洋界动物马来貘、印度野牛、犀牛、
地犀鸟和绿孔雀的存在，证明当时的气候比较
湿热，现今生活在南方的动物在汉文帝时期能
够在此生存。猕猴、金丝猴、虎、大熊猫、梅花
鹿、狍子、赤麂，羊亚科动物斑羚、鬣羚（苏门
羚）、羚牛和羚羊亚科动物鹅喉羚、蒙古瞪羚及
牛亚科动物牦牛、印度野牛的存在，说明上林苑
周边森林、竹子、草原和河湖沼等多种生态系统
广布，环境优美，俨然是中国最早的物种极为丰
富的皇家苑囿动植物园。西汉以后，随着生态
环境、气候的变化和人为对上林苑土地的开垦、
植被尤其是森林的破坏，一些动物失去了所依
赖的生活环境，先后在关中地区消失。大约至
西汉晚期，犀牛已在关中和秦岭一带绝迹。汉
平帝元始二年春，黄支国曾运送犀牛到长安。

此次发现证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貘和大熊
猫还是两种动物，分别与《上林赋》中的“貘”
（“其兽则图片旄貘嫠”）和“猛氏”（“格虾蛤，鋋
猛氏”）对应。与文帝霸陵相距不远的两个小型
外藏坑内，同时出土了两种不同的完整动物骨
架，经鉴定，一具为奇蹄类貘科的马来（亚洲）
貘，体型较大，前肢有四趾，后肢只有三趾，在奇
蹄目中属于最原始的种类。另一具为食肉目的
大熊猫。大熊猫的古名应该是成书于战国晚期
《山海经·南山经》中的“兽多猛豹”的“猛”（据郭
璞《山海经传》记载：“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
泽，能食蛇，食铜铁，出蜀中。豹或作虎。”实际
上，这里的猛豹是猛和豹两种动物，而晋人郭弘
农硬将“猛、豹”二物释为一物“猛豹”）及西汉蜀
人司马相如《上林赋》所咏的“猛氏”。

“大熊猫”是 1900年由法国博物学家戴维
命名的，我国古籍中最早确切的称谓实际上只
有一个，即“猛”。然而，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是
大熊猫在古籍中的称谓为貘（貊、狛）。这主要
是“貘”“貊”与“狛”由“猛”声转而来。《山海经·
中山经》“崃山”，郭璞注：“邛崃山……出貊，貊
似熊而黑白驳，亦食铜铁也。猛豹即貘豹也，貘
豹、猛豹声近而转。”《尔雅》云：“貘，白豹。”郭璞
在《尔雅注疏》中又详细说明：“似熊、小头、痹
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许慎《说文解
字》释：“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貘”通作

“獏”。清代学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猛豹即
貘豹也。”这些描述不论形态、食性还是产地都
符合大熊猫的特征。

最后，这些珍禽异兽呈现出王公贵族在皇
家苑囿中悠游赏玩、狩猎珍贵动物的场景。班
固《汉书·贾山传》记载，（文帝）“又选其贤者，
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
《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文帝中年“赫然发奋，
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
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这
些记载说明，汉文帝特别爱好狩猎，这和他称
帝之前、8岁时就和母亲薄姬一起去封地代国
的生活阅历息息相关。这种把生活设施置于
陵园之内的埋葬制度，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
丧葬观念，是关中地区秦后期和西汉时期陵墓
葬制的一大特点。

在当地已经灭绝的动物种类，如马来貘、
印度野牛、牦牛、赤麂、绿孔雀、地犀鸟等骸骨
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现有动物标本库的种
类和数量，为今后考古遗址动物标本的对比
和研究提供了种类多样的第一手资料，也丰
富了博物馆的展陈资源。此次考古发掘的动
物殉葬坑，应是西汉皇家苑囿的再现，是西汉
帝陵外藏系统的一种新的遗存类型，对研究
西汉帝陵制度、秦汉皇家苑囿文化等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 □胡松梅 曹龙 张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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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叹为观止的西汉皇家苑囿

民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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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陶埙手工制作技艺

凉 粉

近日，有细心的“墙
粉”发现西安城墙东、
西、南、北四个城角所对
应的南北方向的道路都
姓“太”，今天就说说这
是为什么。
西南城角——太白路

西安城墙西南城角
外向南的道路叫太白
路。太白路之所以叫“太
白”，是因为西南方向的
太白山。《史记》中记载

“太白者，西方金之精，
白帝之子”，太白山是秦
岭山脉的一部分，是道教
名山，为“玄德洞天”。据
郦道元的《水经注》中
说，汉成帝时代，太白山
已有太白山神祠，逢关
中大旱，皇帝便遣使至
太白山祈雨。

据传，后代为避免
路途遥远，就在城西南角
附近建立了一座太白
庙。这条路延伸至南的
路遂叫太白路，也暗指此路以南通太白山。

东南城角——太乙路

提到“太乙”你是不是会想到《西游记》中的
“太乙真人”，事实上，在很多神话故事、文学作品
中都有提及，历史上对“太乙”有很多解释，太乙
即“太一”，原是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名。王逸注
《九歌》说：“太乙，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故
云东皇。”后成为先秦两汉民间信仰的最高神明。

道教吸收了太一信仰，把太一哲学化，看为
永恒不变的法则，太乙路因正对古代太乙山而得
名，东南城角所延伸出来的太乙路立交是各路车
辆必经之地。

东北城角——太华路
东北城角向北的这条街道叫太华路，古代由

此路以至华山，故得名。华山又叫“少华山”“太
华山”，为道教五岳之“西岳”“第四洞天”。

关于太华山名字的由来，最早见于《山海经·
西山经》：“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
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徐霞客记载：

“北望太华，兀立天表。东瞻一峰，嵯峨特异”。
西北城角——太岳路

西北城角向北延伸的这条路，面向宝鸡千
阳吴山，吴山是古雍州第一大名山，山势巍峨，
云海荡漾，是我国最早祭祀炎帝、黄帝的地方，
同时也是历朝历代皇帝祭祖的地方。康熙来到
陕西亲自在吴山写了“五峰挺秀”的牌匾，因为
吴山在古代称为“太岳”，所以这条路得名“太岳
路”，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星火路。

太白路、太乙路、太华路、太岳路曾被改名为
援越路、红旗路、燎原路和星火路。1979年，因支
持国家“星火计划”，将星火路保留了下来，其他
三条道路都相继恢复原名，“太岳路”这个名称自
此成为了历史。

原来这四条道路是依据陕西的名山和道教
文化来命名的，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 □贾怡

埙，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最古老的
一种吹奏乐器之一。依据对近代西安半坡村出
土的实物鉴定，它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埙是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创作
出来的乐器，早期的雏形是狩猎用的石头，由于
石头上有自然形成的空腔或洞，空气流穿过石头
上的空腔，形成哨音，这种哨音启发了古代人民
的灵感，制成了石埙。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
类的进步，逐渐出现了骨埙、陶埙。西安半坡村
的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哨，就是用细泥捏塑而成
的，是埙的原始形态。

陶埙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于半坡遗址展览馆
的阴育锋，1999年赵军师从阴育锋学习做埙工
艺。经过几年师傅手把手传授，赵军娴熟掌握陶
埙的制作、烧制，雕刻各种陶埙、陶器、陶制品等，
他吸取历代埙的形状，制作出梨形、鱼形、葫芦
形、扁形、竹节形、牛头形、弹头形等各种陶埙，雕
刻有浮刻、硬刻，图案有花、鸟、鱼、字、人物、动
物、十二生肖、苏绣图案、吉祥图案等。

2005年，赵军在传承原技艺的基础上，创作
出了手工拉坯的带隔音板，双腔陶埙，得到了阴
育峰先生的赞扬，后又将其运用到梨形、弹头形、
葫芦形、圆柱形等埙的制作中，使埙的音域和音
色升华到更高层次，他制作的埙可以按十二平均
音律定调，在三个八度音域内制作出各种调式变
换演奏的陶埙和高音埙。

2013年，陶埙手工制作技艺被列入西安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岳鉴

东南城角 马小跳 摄

炎炎夏日，气温渐高，当骄阳炙烤大地的
时候，各地的凉粉便也开始现身了。

尤其是在熙熙攘攘的庙会上，秦腔狂
吼、艳阳高照，小吃更是琳琅满目。鸡蛋醪
糟、豆腐脑、麻花、粽子、甑糕，当然，也少不
了消暑的凉粉。

小时候的庙会，真是丰富，是一个浓缩的
江湖，也是一个即时的社会。从立夏开始，关
中的庙会上已经有了凉粉。这种粉白粉白的
吃食，小时候没有少骗我的口水。我自小不喜
欢吃甜食，至今如此。但是对于酸辣味的食
物，实在有些把持不住。凉粉通常是以面盆为
模倒出来，洁白无瑕，状如凝脂，但是更为清
亮，在夏阳的照射下，凉粉的边缘还会泛出淡
淡的天青色，手一拨弄，颤颤巍巍，让人心动。
卖凉粉的人，手执凉粉刮子（有眼孔的一种勺
状器具），熟练地转一圈，粉条一般的凉粉就会
被刮了下来，然后再被拎起，用末梢在盛放着
油泼辣子的大盆里蘸一下，随即放入铜瓢，然
后再用小勺飞快地蘸取盐、味精和醋水，上下
翻动，变戏法似的倒在小碗里，呈在你面前。

北宋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称，

其时汴梁已有“细索凉粉”，所言此食可能就
是这种。该凉粉吃起来口感最好，比切块的
更为柔韧。

小时候吃凉粉，绝对是一根一根的，而且
分段一点点去咬。耳朵里的秦腔和嘈杂，似乎
在这个时候都被屏蔽了，只有味道会满满占据
你的内心。

我有个表叔，白白净净，干练利落，卖了多
年凉粉。我觉得，从相貌和习惯上而言，他很
适合该营生，试想一下，一个皮肤黝黑、糙里吧
唧的老年人，他的凉粉再白也会让你怀疑。果
不其然，这位叔叔的生意很好，早早盖房，娶了
媳妇。我问他，凉粉是用什么做的？他答：“豌
豆！”这两个字让我幼稚的思维瞬间懵圈。一
个小不点，如何能变成晶莹透亮的“白雪公
主”。那时候乱想：我要谈了媳妇，一定先请她
吃凉粉，我觉得，它与皮肤白皙的姑娘相通。

用来做凉粉的通常有豌豆、绿豆、冰（扁）
豆、荞麦和红薯，华南地区也有用凉粉草和大
米做此食的传统。

做凉粉的豆子，以绿豆和豌豆为最好，要足
时浸泡，通常要七八个小时以上才行，泡好的豆
子再用清水洗净。过去的传统做法，是将泡发
的豆子放到石磨上，磨出豆子的浆水来，然后再
用细网箩滤去粗渣，滤净的浆水就是豆子淀粉
的雏形了，将之用盆盛好，慢慢沉淀，撇去上面
的清水，底下的沉淀物就是可用的淀粉。铁锅
内加足量水，大火烧开，将淀粉倒入热水中不断
搅拌，等锅内的淀粉呈现出胶黏状，即可停火出
锅。浆状物用大盆盛出，端到阴凉的房间内，让

淀粉慢慢凝固，豌豆凉粉即成。
荞面，是黄土高原对百姓们的馈赠，它那

略带清苦的味道，成为萦绕在食客口舌上的不
朽记忆。除了形态各异的荞麦面食，荞面也可
以用来制作祛暑的清味。

荞麦凉粉的制作不复杂，但若是不懂物
性，做砸的情况也是有的。按照传统办法，最
初是先将荞麦脱皮，再用簸箕将杂质处理干
净，筛掉细面留下糁子。接下来，取适量糁子
加水使其潮湿，放置一刻钟，令其变软。变软
的糁子需要用手反复揉搓，使其疏松拌匀，然
后搁置 9个小时左右，这是制作凉粉的原料。
接下来便是要真正制作凉粉了，锅里添水，稍
稍加温，然后将荞面糁徐徐撒入，量的多少，一
定要把握适度，等其薄薄触水，便赶紧用筷子
去搅，但速度也要适合，并要顺着一个方向，这
样荞面才能与水恰当相融，不至于起小疙瘩。
当荞面成为糊状时，火可稍大，然后继续一边
加水，一边搅拌，直至黏稠如膏。前后大约四
五十分钟，在力道和温度的合力下，荞面凉粉
便成形了。从锅中盛出，置于平阔的容器内，
使之放凉凝结。

荞面凉粉是那种泛着草青的浅褐色的，没
有豌豆粉那么白净粉嫩、透亮晶润，但与之相
比，荞面凉粉更像是一位有阅历的老者，低调
而深沉。

荞面凉粉可以切块切条，也可用刮子刮出
细丝，用盐、醋、蒜末、味精、辣椒油、酱油等调
料调成清凉爽口的消暑小吃。除此之外，关
中人还有酸汤和热炒的吃法。荞麦性温，多

食则有增进食欲，醒脑提神，以及降血脂、降
血压的功效。

但可以说，各类食材中，食色最好、味道最
美的还是绿豆和豌豆凉粉。如今，有了豆浆机
以及大量售卖的豆子淀粉，传统做法也就淡去
了。但是，传统制法中不厌其烦的人工之力，
却是食物美好质地的关键保证。可以想见，人
与物的互知与对话，可以让物性得到充分展露
与发挥。而食物之味，大抵有两个来源，一是
食本味，二是依靠调料。凉粉自然属于第二
种，因此，这也成为四川、甘肃和陕西凉粉好吃
的主要原因，四川的香麻之辣和陕甘的酸辣，
给了凉粉荡气回肠的味觉附加。

旧时，凉粉多见于庙会的饮食摊，也有负
担叫卖，走村串巷的制食人。一个担子、两头
吊筐，一边放置调料碗盘，一边则存储荞麦凉
粉、道具和小案板。若有食客喊住，担子一停，
便能在道边即刻操持。这种游走的售食方式，
路线虽然大体固定，但也有不稳定的偶然因
素，因此，也让食客们多了不少期待，这种微妙
的心理，合着凉粉的酸爽味，成了不少人的童
年记忆。

关中人吃凉粉，大抵有三种方式：一拌、二
煎、三炒。拌是最多的吃法，现在有了冰箱，此
法更好，暑天来上一碗清爽的凉粉，比冰棒要
更能满足身体的降暑之需。后两种吃法，大多
在秋冬季，凉粉切成小片或块状，加入菜蔬甚
至臊子肉，稍作烹煮，则香味浓溢。炒凉粉是
用平底锅，加上蒜苗，不断翻炒，近似韩国铁板
烧，诱人无限。 □张西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