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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虎睁眼。”合阳民
间有“二月二，咬虫儿”的风俗。与春节、元宵节
这些大节相比，二月二无疑是一个小节，但民俗
活动的内容依然很丰富。

咬虫儿与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有关。惊
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古称“启
蛰”，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与农历的二月初
二大体上在一个时间段。

所谓咬虫儿，就是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早饭
时吃咬虫儿馍，晌午饭吃麻食。家庭主妇在春
节之后把过年时献天地神的神桃，献土地爷的
积积馍、笼笼馍，献灶火爷的银子行行（háng），
献粮食囤的猫和鳖，献水缸的鱼，献油灯的鸡
等敬献各路神灵的花馍，还有元宵节的娃娃馍
（亦称眼眼馍）收拾到一起，在阴凉处风干，称
为“咬虫儿馍”。合阳东南乡人习惯把这些献
神馍用红线绳串起来，挂在墙上让其风干，称
为“墙馍”。有的人把墙馍捎给在外工作或学
习的家人，寄托着浓浓的亲情和乡愁。

在粮食困难时期，孩子们对这些咬虫儿馍
垂涎三尺，眼巴巴地盼着二月二的到来。当妈
的有时忍不住给孩子掰上一块，孩子慢慢嚼
着，那简直胜过美味佳肴。到了二月二早上，

家庭主妇把咬虫儿馍在灶膛里烤得焦脆，给全
家老小每人掰上一块，一个个在嘴里咬得咯嘣
咯嘣响，那叫一个香！

此时的馍就象征着各种害虫，把它咬碎，不
让它害人。老奶奶的牙掉光了，咬不动馍，就把

“香灯鸡”的嘴掰下来，放在嘴里濡软了咽下去，
心里想着：“我这是让鸡替我去咬虫儿！”合阳花
花（民间歌谣的俗称）中有“咬虫馍馍干茧茧
（‘茧茧’是金水沟西对正月十五娃娃馍的另一
种称呼），吃了虫虫都死完”的话语，便是对咬虫
儿场景的反映。到了晌午，家庭主妇开始搓麻
食，把菱形的面片放在专用的木梳或崭新的细
篾草帽檐上，大拇指按住往前搓动，便形成一个
筒形，身上有压出的花纹，活像危害庄稼的毛
虫。用红白萝卜炒咸菜汤，加水烧开，把搓好的
麻食倒入，再加上豆腐、菠菜，打上两个鸡蛋，便
成了香喷喷的炒菜麻食。家人们大快朵颐之
时，期盼着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炒棋子、炒豆子是合阳民间“二月二，咬虫
儿”时的又一项重要活动。从沟里的高崖上取
回质地细柔的白土，砸成细末，用箩面箩子过一
遍，去除小石子、草棒之类杂物备用。棋子豆是
在面粉中掺进食盐、清油、各种调料，切成正方

体的面剂。豆子则有黄豆、黑大豆、花脸豆等各
种。把白土在铁锅中烧热，倒进棋子面剂和豆
子，不停地翻搅，让其熟透崩开，筛去白土，便可
食用了。

合阳民间还把炒棋子、炒豆子叫“崩恶
人”。崩，方言读 biē。生活中总有些人胡作非
为，品行不端，像害虫糟践庄稼一样危害社会，
搅和得四邻不安的人。人们对其恨之入骨，却
又无可奈何，便用炒棋子、炒豆子这种方法来
发泄心中的不平和仇恨。当人们看着棋子和
豆子在热土中崩开，仿佛看到了恶人受到惩
罚，肚皮炸裂开一样。取上几粒放入口中，嚼
得咯嘣咯嘣脆响，心中便感到十分受用。

一家支起炒豆子的铁锅，左邻右舍便来帮
忙。有的做面剂，有的给灶膛添柴搭炭，把风
箱拉得呼呼响，有的用箩子分离出炒熟的棋
子、豆子，也有的人顺便给自家捎带炒一点。
小院里欢声笑语，勾勒出一幅红火热闹的农家
生活图景。

合阳的一些村庄还有二月二炸“油炸鬼”的
风俗。炸，方言读 cá。所谓“油炸鬼”，即油条。
民间传说，民族英雄岳飞被奸贼秦桧在风波亭
害死之后，老百姓心里那个气呀，可是又拿秦桧

没办法，于是便在“二月二，咬虫儿”这天，用面
捏成人形，放在油锅里炸熟，再咬碎，以泄心头
之恨。人们把这种油炸人形食物称为“油炸
桧”，意思是秦桧这种害人虫理应下油锅，方可
平民愤，后来便叫成“油炸鬼”，人们嫌麻烦，不
再捏人形了，就把那种面条直接入锅，成了今
天的油条。有些老人在吃油条时还免不了给
年轻人讲述“油炸鬼”的传说。油香在巷道里
飘散，直冲鼻孔，紧邻对门平日关系好的人都
闻香而至，主人也热情地招呼大家趁热吃，还
少不了给行动不便难以前来的老人送上几
根。在粮食和食油都匮乏的年代，敢起油锅
炸油条，让半条巷的乡亲都一饱口福的人，确
实是需要勇气的，其善举多年之后还让人津
津乐道，尤其是给小孩子留下了美好的童年
记忆。

唐代山水田园诗派著名诗人韦应物在《观
田家》一诗中写道：“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
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在与农耕文明
有着密切关联的这个节日里，人们既希望惊蛰
的春雷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希望那些害
人虫在春雷声中绝迹，不再危害人间，让社会呈
现出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 □史耀增

民 俗

秦 味

鉴 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近日展出了一
件备受关注的文物——“先秦漆猪”，这件漆
器出土于凤翔县秦公一号大墓，代表着先秦
时期的漆器工艺水平和文化特色。其憨萌
可爱的猪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着富
足和幸福。

先秦工匠对细节的追求和丰盈想象力

这件漆猪自亮相以来，展柜前总是吸引
大批观众围观拍照。漆猪呈平躺酣睡状，
四肢舒展，显得悠然自得，正如现场观众
所说“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宠物猪仔”。
从其身上残存的线条中能看出彩绘图案
流畅的弧度走线和鲜艳、浓郁的颜料色
彩，无不向观众展示当时工匠高超的漆器
彩绘技术水平。

漆猪表面髹涂黑漆，显得庄重大气。猪
身上的装饰图案则由圆圈纹饰和一道道光
滑流畅的弧线组成，呈现出云气纹饰的效
果，象征着自然界的云雾缭绕、变化万千，寓
意着生命的起源和循环往复。弧线形成简
洁又极富动感的纹带，简约而不简单，达到
简中见繁、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展示出先
秦工匠对细节的追求和丰盈的想象力。

无论从造型设计还是从体积大小、选材
和制作工艺，这件漆猪无不体现着它的珍
贵，彰显着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猪被赋予勤劳、丰收、富足、幸福等寓意

先秦漆猪在反映秦汉时期社会风貌
和文化特色同时，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阐述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猪”文化的吉
祥寓意。

据介绍，猪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

之一，早期单纯是为了食用，后来成为财富
的象征。在古代农业社会中，猪作为人们重
要的家畜之一，不仅是人们的食物来源，也
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在甲骨文中，古人依据
野猪的外形将其称为豕，由豕衍生出了逐、
家等字。由中国语言学奠基人王力主编《古
汉语字典》中，指出“豕”和“彘”指大猪，“猪”
和“豚”指小猪。春秋时期，建立了固定的祭
祀用牲制度，其中帝王祭祀社稷的规格最高
共使用 3种动物“牛、羊、豕（猪）”来祭祀，名
为“太牢”，猪占据一席之位。

猪排在12生肖的末尾，它圆润的形象和
贪吃的特点也被用来象征富贵和丰裕，常与
福、禄、寿等吉祥元素相结合，寓意着繁荣幸
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以及
很多博物馆中，都可以看到来自唐代的12生
肖陶俑，其中就有猪的形象。此外，猪还在
祭祀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用以祈求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

秦人创先：夹纻工艺与釦器法的并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朱学文介
绍，秦漆器的胎骨制作工艺主要
有挖制、卷制、削制等多种方法。
工匠会根据器形的不同，选用不
同的制作方法，有的仅使用了一
种制作方法，有的则几种并用。
与漆猪一起出土的还有漆勺、几
案、漆盒等，其中漆勺主要运用了
挖制的工艺，几案主要运用了削
制工艺，漆盒运用了卷制工艺，而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件先秦漆猪
则明显运用了削制、雕刻等多种
制作手法。

朱学文介绍，要做一件漆器，
胎骨制作是第一步。秦漆器的胎
骨主要有木胎、夹纻胎、皮胎、竹胎

等。为了加固这些小巧、轻盈的胎骨，大部
分漆器运用了釦器法。釦器法是一种为了
加固薄胎漆器，在漆器的口沿、腹、足等器胎
较薄且容易破损的部位镶嵌鎏金、镀银的铜
釦，或金、银釦予以加固的技法。夹纻工艺
即是用麻织品和漆灰在一定形状的内模上
涂黏成型，待干后脱去内模的复合胎体，再
髹漆而成。

根据考古研究，夹纻工艺与釦器法的并
用，被誉为漆器彻底与木器工艺分道扬镳的
标志。夹纻是在木胎的基础上新发明的一
种漆器胎骨，这种胎骨在战国时期尚处初创
阶段，而早在春秋时期的秦公一号大墓中出
土漆器已有使用夹纻胎的迹象，明显早于其
他诸侯国。

而这件先秦漆猪仅胎体制作便应用多
种技法，工匠在胎体上涂饰多层底漆，以保
证漆器表面的光滑和平整，然后在底漆的
基础上再运用高超的绘画技巧和创造力，
通过线条的运用和色彩的搭配，绘制出生
动精美的图案，充分体现了我国先秦时期
的高超工艺水平。 □凤霞

陕历博秦汉馆萌“猪”的先秦高超漆器彩绘技术

动感线条 变化万千

二月二 咬虫儿

相传，长孙皇后就出生在陈仓区香泉镇
王家庄村，村子也因此声名远播。凭借这样
的历史渊源，如今的王家庄村深入挖掘长孙
皇后历史文化资源，打造集吃、住、行、游、学、
娱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示范村和集观光、体验、
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特色村。2023年，王
家庄村被列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近日，笔者来到有着“长孙故里、灵秀之
乡”美誉的王家庄村，探寻古老村落的独特
魅力。

贤德皇后传美名

历史上的长孙皇后，相传为隋右骁卫将
军长孙晟之女。她 8岁丧父，由舅父高士廉
抚养，从小爱好读书，知书达理、贤淑温柔、正
直善良。13岁时，她嫁给李世民，成为太宗的
贤内助，多次替朝臣求情，保下房玄龄，力挺
魏征，为朝廷留住人才。长孙皇后一生谦虚
谨慎，劝太宗不要给自己的哥哥太多权力，坚
决不利用裙带关系搞特权。她贵为皇后，却
过着俭朴的生活，甚至临终时还请求薄葬。
贞观十年（636年），35岁的长孙皇后去世，谥
号“文德皇后”，李世民誉之为“嘉偶”“良佐”，
曾筑楼望陵怀念；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
李治又尊母亲长孙皇后为“文德顺圣皇后”。

在王家庄村立有一块石碑，上书“长孙皇
后父母之墓”。该村党支部书记刘金德向笔
者介绍说，香泉镇的得名，传说是因长孙皇后

回娘家，曾在此地泉中沐浴，泉水从此凝香。
之所以说这里是长孙皇后的娘家，也是因为
附近的车辙村、九龙山、旋瓦山等地名都与长
孙皇后有关，传说她回乡省亲时曾在这些地
方留下足迹。“‘高山飞鹰鹞，深谷凤来朝’，长
孙皇后故里之说虽待考证，但村里人世世代
代对此深信不疑，大家传颂着皇后的贤良淑
德，也传承并发扬着皇后的贤德。”

在王家庄村，每月一期的故事讲堂，由退
休教师孙善成讲述，内容包括长孙皇后崇德
向善、扶危济困等故事。村上通过一个个小
故事，培育淳朴民风，传播真善美，凝聚正能
量。“长孙皇后展现出来的厚重品德，留给我
们的不仅仅是感动，更使我们在为人处世、
修身养性等方面深深受益。我们大力弘扬
贤德之风，年年评选道德模范、先进典型，
村上邻里关系和谐，村民互助互乐，乡风文
明向上，大家向善向美的意识也越来越
强。”刘金德说。

唐代建筑诉古韵

王家庄村有一座古院落，名气很大，人们
称之为孙家大院。孙家大院建在村中地势较
高的地方，坐西朝东，一条小溪从院子北边流
过。远远地就看见院内的老房子飞檐斗拱、
雕龙画凤，异常精美。据说这座古院落始建
于唐朝，后经多次修葺，建筑古朴典雅，处处
彰显着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美感。

笔者看到，这栋老房子长约 15米，屋顶
为歇山顶，上有一排雕刻烧制而成的青砖装
饰，屋檐下还刻有各种花卉图案，木质门
窗雕花精美。最醒目的，当数镶嵌着的三
块匾额，左右两块分别书有“业广惟勤”“功
崇惟志”，中间一块刻的是“耕读家风”，三
块匾额都是 2 米见方，字迹清晰，保存完
好。刘金德告诉笔者，他听村里的老人说，
清朝嘉庆年间，村里出了一个大人物，在方
圆百里都赫赫有名，朝里的文武官员路过
香泉都要登门拜访他。这座房子曾是他家
的住房，后又转卖给自家亲戚，几经辗转，
直至近些年，在村上和相关部门的保护下，
老宅才得以较好保存。

刘金德感慨地说：“现在尚能这样完整
保留下来的院落已经很少了，孙家大院诉说
着村子的历史，传承着优秀古建筑技艺，是后
人感受村庄文化的好地方。”自从王家庄村成
功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后，很多游人也
纷纷到村子里感受古村落的独特魅力，这座
古建筑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农旅融合促振兴

村庄靠山面水，四周山脉绵延、风光秀
丽，河川上滩石堆积，形成特殊的自然景观，
山水相映，自成佳趣。村庄山坡梯田排列，村
中手绘历史墙展现新农村的风土人情，唐风
精品民宿为乡村旅游注入活力……近年来，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王家庄村也走上了农
旅融合的发展道路。

笔者看到，在新修的文化广场上，长孙皇
后乡居图浮雕墙格外醒目，浮雕刻画了“长孙
牧羊”“搭救二郎”等六个民间传说故事，生动
传神。在广场两侧，摆放有唐代仕女雕塑，体
现唐韵特色。在广场东边，一处荷花池正在
加紧施工。刘金德介绍说，荷花池预计 6月
完工，建成后池中荷花盛开，池中有一个古色
古香的小亭子，非常适合游人拍照打卡。

笔者了解到，近年来，王家庄村依托特有
的文化底蕴和自然风貌，成为陈仓区农旅融
合示范村，先后打造出怡心小筑、知青小院、
红色主题小广场、研学中心等，每年接待各地
游客达 1 万余人次。为了让景区更有“灵
魂”，群众还自发组织成立长孙文化研学中
心，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向村民和游
客讲述一代贤后的故事。

村上还建起了王家庄村产业观光示范
园，融合花椒、甜柿子、中药材种植，黑土猪、
肉牛养殖等产业，带动全村 200余人就近就
业。去年，村民年均收入达21500元。“我们还
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丰富业态，并动员村民
学习使用直播平台，不断提升‘长孙故里’的
影响力，打造‘以乡村文化为魂、以村落老宅
为韵、以特色创意为兴’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让群众的幸福感更满、获得感更
足。”刘金德充满信心地说。 □罗琴

陈仓区香泉镇王家庄村

从传说中走来的长孙皇后故里

老家金陵寺镇，在商州区
也算得上是大镇。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作
为曾经的小学生、中学生，后来
考上大学，翻过秦岭，我见证了
金陵寺的辉煌和落寞。参加工
作后，我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
金陵寺这一神奇土地萌动的生
机、勃发的活力。

拉开记忆的话匣子，还是
从小时候说起吧！

老家多山，“开门见山”就
成了调侃的一个话语，可用在
老家，实在是合适不过了。站
在庭院，就可以看见门前的高
山，俗称“北崖”，北崖可是名副
其实的悬崖，山上有很多中草
药，满山的白骨松，由于山过于
陡峭，上山采药就成了奢望。
因其险峻，难以攀登，加之山上
有许多洞，就为北崖增加了些许神秘色彩。

北崖横亘在管家坪和熊耳山的中间，将
川道一分为二。后来，熊耳山中学合并到金
陵寺中学，我才有机会了解熊耳山。虽说熊
耳山离家不远，可在交通不便的年代，短短的
一段距离会变得遥不可及。

我上小学期间，作为曾经的工业重镇，金
陵寺镇已慢慢走向了落寞，随着工人从电石
厂、铁厂下岗之后，铁厂院子便逐渐荒芜了，
河北岸的职工宿舍改建成学校，和金陵寺中
学连成一片。接触了更多的同学，才更多地
了解了金陵寺镇。从我的那些同学口中得
知了更多的村子，知道了“鱼米之乡”的全
湾以及全湾水库。我们沿着河道打鱼，去全
湾水库游泳，也曾骑着“二八大杠”去土地岭
飙过车，下过水库扯马莲，上过显神寨遥望
商州城。

班级有许多从熊耳山中学转下来的学
生，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才更多地了解了熊
耳山。熊耳山煤矿，矿上工人的生活，让人眼
馋的澡堂子，听着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样
的生活成了我多年羡慕的生活。金陵寺中学
离我家四里地左右，石灰窑依山势修建在路
两边。依托着金陵寺得天独厚的石灰石，石
灰窑如雨后春笋般从熊耳山山脚一直建到房
店村。金陵寺镇的石灰粉白细腻，是粉刷房
子的上等材料，烧制出来的石灰在商州、丹
凤、商南、山阳供不应求，甚至远销河南。

石灰窑烧制石灰，大量煤炭排放出的黑
色烟气笼罩着山沟，变成了人们挥之不去的
阴影。后来，生态环保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得到更多人的认
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之努力。一些厂子
关闭后，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深山，奔向“北上
广深”谋求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西安等地站
稳了脚跟，劳务输出成了金陵寺镇一张亮丽
的名片。

参加工作之后，欣喜地看到了家乡金陵
寺的发展变化，陕南移民搬迁、美丽乡村建
设，让千年重镇焕发出勃勃生机。曾经储存
粮食和水的罐罐，这一生产工艺被列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更多人的传承。观

“熊耳日出”成为网红热点，去熊耳山显神寨
登高望远，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管家
坪的玉石、鸡山以及千年银杏树，被更多的人
熟知。

每当有人问起：“老家在哪里？”我都会自
豪地说：“老家金陵寺，出了商州城往西，过了
已经拆掉的收费站旧址，旁边正在建设的高
铁桥下有一条小路，那就是通往金陵寺镇的
路。”在这条路上，有一座牌楼，两边刻着这样
一副对联：千年古镇腾飞在即，一方热土开发
正酣。

短短的一副对联，诉不尽沧海桑田、斗转
星移、日月变迁。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美好
的春天即将来临。家乡金陵寺的春天也必将
来临。 □李冲

有外地的朋友来访，当然要盛情
招待。于是我大手一挥对朋友说：

“走，带你吃一回你肯定没吃过的美
食。”朋友满脸疑问：“什么样的美
食？”我故作神秘，笑而不语，带着朋
友来到一家抿节店。

抿节店装饰颇具陕北风格，仿窑
洞式的建筑，在这个高楼鳞次栉比的城市显得别具一
格。木质门窗上都是花花绿绿的剪纸，左右两扇门上
贴着红通通的、大大的“囍”字，一派喜气洋洋的景
象。门面是一块黑色的长方形的木板，写着“陕北抿
节”，古朴古拙。

推门而进，店不大但很温馨。几张桌子、几个长
条凳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老板见有客人来，提一白瓷
铁壶，拿两个敞口浅底的小黑碗放在客人面前，咕嘟
嘟倒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汤。在陕北的小餐馆吃饭一
般情况下是没有茶水的，大部分老板会给你来碗热气
腾腾的面汤。面汤中含有谷物的清香，陕北人自认为
面汤要比茶水好。

面汤倒在碗里，老板面带笑容问，两份抿节？我点
头，老板转身进了厨房。在陕北吃面食不论碗，论份。
客人如果一碗不够随时可以添，添加的面是免费的。首
先上桌的是一个放有十几种小料的托盘，有蒜泥、辣椒
油、葱花、香菜、芝麻、油炸豆腐丁、酸豆角、韭花等。然
后两碗金灿灿的抿节上桌，热气袅袅，豆香味扑鼻而
来。抿节两头尖尖，长约半寸，根根分离，清清爽爽，伴
随的还有荤素两小盆臊子。吃抿节分为两种吃法：一
种是抿节上浇上臊子；一种是抿节拌上各种小料干拌
着吃，至于小料放多少，随人口味，因人而异。

如此多的小料迎合了天南地北、男女老少的不同口
味，酸辣咸淡由人自行调配。

我和朋友不再多说，开吃。抿节自带一股淡淡的豆
香味，让人食欲大开。朋友连吃两碗，大呼过瘾。

抿节在陕北方言中读“抿尖儿”，所以也称“抿尖”，
是陕北一种粗粮细作的传统民间面食。面由豌豆面和
白面混合而成，也有豌豆面和玉米面做的抿节。为了增
加口感的光滑细腻，有的在其中还加入少许淀粉。

在陕北，家庭主妇对这道面食是信手拈来，所以它
是陕北面食的佼佼者，也是食客外出就餐必点的美食。

抿节的独特之处有这样几点：一是面中加入豌豆
面，多了豆类的清香；二是使用的工具与众不同，做抿节
时需要用到抿节床。抿节床是一个大号的“擦子”，布满
齿孔，齿孔是平面的。做抿节时，锅中水开，把抿节床架
于锅上，把面团通过抿节床的一个个圆孔“抿”进锅中。
所谓“抿”就是在抿节床表面压、推。在这样的力道下，
面团从抿节床的圆孔漏下进入锅中，面团经过抿节床变
成一个个两头尖尖的小节，故称之为“抿尖。”三是抿节
主打一个口味清淡，现在的人们吃多了大鱼大肉，偶尔
吃一次清淡的饭，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我是地道的陕北人，小时候经常吃母亲做的抿节。
还记得小时候看母亲做抿节，面团通过抿节床争先恐后
地从圆孔钻出，落入锅中，随沸腾的水沉沉浮浮，如一个
个小精灵，萌萌的样子让人心生欢喜。

母亲做抿节时，我有时候也帮忙往灶膛里添柴火。
抿节在锅中煮几分钟，捞出盛于碗中，那色泽金黄诱人，
谷物的清香撩人心肺。抿节浇上用西红柿、豆腐丁、土
豆丁、胡萝卜丁、青菜精心熬制的臊子，汤汁红中有绿，
绿中有白，色香味俱全。

一碗面竟能如此可爱，非抿节莫属。用地道的陕北
话说是三碗不饱，五碗不放，直到饱嗝连连，才眼馋肚饱
放下碗。饭饱，满足感油然而生。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曾经是陕北农家人家常
便饭的抿节早已华丽转身，由平常百姓家的餐桌走进
了高档餐厅，抿节被加入了新的元素和风味，为这道传
统美食注入新的活力。一种食物之所以能够深入人
心，源于它的纯粹与醇厚。它从土地中走来，用自己的
方式呵护着人们的口感。

抿节作为一种传统美食，不仅融合了丰富的文化，
更成为传统工艺的活化石。它是陕北人对土地、生活和
美食的眷恋，承载着过去与现在的情谊。 □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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