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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志勇

朋友打来电话说要给我捎点好吃的东西，追问之下，他神秘一笑：
“灯光球场的千层饼，保准你惦记！”挂断电话，那酥脆的口感仿佛已在舌

尖散开，思绪也跟着飘回了记忆中的衢化。
衢化，这片充满烟火气的地方，孕育出了别具风味的千层饼。

用优质小麦磨出的面粉筋道十足，新鲜猪肉剁成的肉糜香气四溢，
再加上老板秘制的香料，为千层饼奠定了美味的基础。

制作千层饼是个精细活。老板把面团反复揉捏，直至瓷实发
亮，再用掌心压成长条。案板上泛着油润光泽的鲜肉糜，一经涂
抹在面团上，香味便瞬间四溢。老板双手灵巧地将面团收拢成
圆，仿佛把所有美味都包进柔软梦境，随后“啪”地一声压扁，面
团落入滋滋作响的油锅。铁夹与锅铲在老板手中默契配合，
右手用夹子不断翻面，让饼身均匀受热；金黄的油花不时溅
起，左手的锅铲适时压实，促使饼皮在高温下迅速起酥。待
到饼面泛起诱人的焦糖色，老板夹起它轻轻晃动，多余的油
脂滴落，一张完美的千层饼便新鲜出炉。

千层饼的吃法多样，酱料则是赋予它灵魂的关键。
刚出锅的千层饼放在案板上，老板会根据食客口味，在酥
脆的饼皮表面刷上辣酱或甜酱，再撒上一点独特的香
料。咬下第一口，酥脆的外皮“咔嚓”裂开，内里蓬松柔
软，肉香、面香与酱料的味道层层递进，在口腔中交织
出丰富的味觉体验。

在灯光球场，千层饼摊总是最热闹的存在。夕
阳西下，摊位前就挤满了人，下了班的工人、刚放学
的学生，大家围在炉边，眼巴巴地盼着。尤其是巨化
电大晚上放学时，成群结队的学生涌来，摊位前便排
起长长的队伍。人们一边踮脚张望老板手中的动
作，一边闻着空气中飘散的香气，谈论着一天的趣
事，小小的摊位前满是欢声笑语。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工作不顺，心情低落。路
过千层饼摊时，老板一眼就看出我的不对劲：“兄
弟，没啥过不去的坎儿！”他递给我一个刚出炉的
千层饼，还多刷了些我最爱的甜酱，“尝尝，吃完就
没烦恼了！”咬着热乎乎的千层饼，酥脆的口感和
香甜的味道，瞬间驱散了满心阴霾。

然而，时光流转，城市规划的推进让一切都
变了样。灯光球场被重新改造，小吃摊纷纷迁
移。如今的衢化街头，新式网红小吃层出不穷，
精致的甜品店、奶茶店占据显眼位置。可每当闻
到一丝类似的香气，我的眼前还是会浮现出千层
饼刚出锅时热气腾腾的模样，耳边又响起老板切
饼的声响。

那些藏在千层饼里的岁月，是记忆里最温暖
的味道，是回不去的旧时光，更是独属于老衢化
人的情怀，早已化作心底最柔软的惦念。

■小白龙

救命！想挑战地狱辣然后后悔辣！到底怎么才能
快速解辣？有人说是热水，有人说是冷水，在我下次被
辣到需要紧急支援之前，必须搞明白不可。

辣是一种痛觉

我们能吃到“酸甜苦咸鲜”这些味道时，味蕾的细胞里
发生着一系列化学反应，把这些信号传递给大脑，于是我们
感知到了这些味道。

然而我们的舌头不只能感知味道，还有温度，“辣”其实
就是一种“灼热”带来的痛觉，而不是味觉。

带来这种痛觉的分子是辣椒素，它会和舌头上负责感知温
度的受体（TRPV1）结合，然后向大脑发送信号。这种受体也负
责接收“热感”，所以你感受到的“辣”准确来说是“热到灼痛”，这
也是为什么你在被辣到的时候会条件反射地给舌头扇风。

这种受体负责感知42℃以上温度、pH过低的酸度、辣椒素、
某些蜘蛛/水母产生的毒素等，可以看出它主要是为了警示危险而
存在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你被辣到的时候，大脑把它判定为一种“伤
害”，因此会分泌一些内啡肽来帮你止痛，这也是为啥一些人热衷吃辣
——因为内啡肽是一种能让人产生快感的神经递质。

能有效解辣的食物

那根据这个原理，到底哪些食物可以有效解辣呢？
牛奶/酸奶：牛奶里的酪蛋白可以和辣椒素结合——就好像洗洁精和油

脂那样——从而让辣椒素更少地和舌头上的受体结合。把牛奶含在嘴里，
用漱口的方式让它们尽可能多接触、洗刷到灼痛的口腔，可以有效缓解“辣
感”。

淀粉类物质：米饭、面包等，它们的作用就好像洗碗海绵，可以通过物理
摩擦和吸附，减少口中残余的辣椒素。

油脂类食物：肥肉、花生酱、淋了橄榄油的沙拉、巧克力等。因为辣椒素
是一种脂溶性物质，有油脂的食物可以帮忙缓解。

冰的东西：低温可以麻痹神经末梢，暂时降低灼热感，但无法分解辣椒
素。

把以上几个能解辣的要素结合一下：冰的全脂牛奶、冰淇淋是非常好的
解法，不少网友实测也发现冰淇淋超级有效。

不能有效缓解的食物

常温水。喝完会觉得更辣，因为水把辣椒素冲得到处都是，直接起到帮
助传播辣的作用。而热水只会让你更痛，因为辣本身就是“热感带来的痛”，
热水简直就是再添一把火！

常温的酒、碳酸饮料、柠檬水等。会增加口腔中的刺激感，进一步火上
浇油。不过足够冰的碳酸饮料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主要还是依靠降
温的作用。

总体来说，冰牛奶、冰淇淋这些给舌头降温的选项更有效哦！

他，以石为料，雕琢“满汉全席”；他，以袜为布，演绎“足下美学”，他们对生活的极致用心与
深沉热爱看似迥异，却皆同工——俯身寻常物，洞察细微处，以非凡的耐心与独具的慧眼，赋予
冰冷石头以烟火温度，化平面艺术为足下风景。这不仅是技艺的磨砺，更是对生活之美的深情
凝视与创造。他们，是真正的“生活有心人”，让寻常事物焕发诗意新生。

编者按

衢化千层饼
回不去的旧时光

■吴越悦

在你心里，是不是觉得黄蜡石的颜色只是黄色
的？

其实不然，黄蜡石的色彩丰富，有黄、红、绿、紫、
黑、白等丰富的色彩，金华的张述章和张玉春夫妇，
就借助黄蜡石丰富的天然色彩，创作了320多道石
头“美食”。从“清蒸甲鱼”到“烤全羊”，从“油煎青
椒”到“小葱豆腐”，再到“金华火腿”，“美石”化“美
食”，让人垂涎欲滴。

张述章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平时就爱好雕
琢美石。近日，他用一块100多斤的黄蜡石雕刻的

“金华火腿”完工了。笔者看到这只石头做的火腿长
度在60厘米左右，被放在火腿架上，栩栩如生。

张述章用来雕琢火腿的这块黄蜡石原石已经买
来十多年了，当时就想着用来雕刻“火腿”，但是因为
工程量大，一直不敢动手。

在这过程中，也有朋友看到这块黄蜡石之后，建
议张述章用来雕刻小提琴。于是就在今年，张述章
鼓足勇气动手创作，但是切开石料发现，露出的石料
颜色跟火腿颜色更相近，所以张述章最终还是敲定，
将其用来制作“火腿”。

历时三个月，“美石”火腿终于完工了，至此，张
述章已经创作了320多道黄蜡石“美食”作品。

所有黄蜡石“美食”色彩都是天然的

在张述章工作室的一张长方形桌上，摆放着
100多道石头“美食”，全是由黄蜡石雕刻而成。白
色的“馒头”、绿色的“杨桃”、红色的“龙虾”、灰色的

“臭豆腐”，这么多的颜色，是黄蜡石雕刻好之后，再
染色的吗？

面对笔者的疑问，张述章笑道，这些其实都是黄
蜡石的天然色彩。

1998年，张述章夫妇来到金华，在古子城古玩
市场看见有人卖黄蜡石，就买了一些，试着雕刻小摆
件。没想到黄蜡石不仅手感温润、密度高，最重要的
是颜色丰富。于是，当时以雕刻玉石为业的他开始
慢慢尝试收购黄蜡石原石进行创作。

“黄蜡石里的黄色，就有各种深浅的黄，其他颜
色也一样。”因为颜色漂亮，还多样化，张述章除了用
黄蜡石制作普通的手镯、戒指、吊坠、小挂件等，曾经
做过餐饮的他，开始尝试把玉石文化和饮食文化相
结合，打造黄蜡石“美食”。

起初，他们精心筛选了500多块比较适合制作
“菜品”的黄蜡石，通过不断对比和优选，按形状、质

地、纹理、色彩对石头进行初分，然后进行审料、剥
料、构思设计，确定主题后再进行描摹、雕刻。

“每次开石都像是在开盲盒，原本的想法随时都
有可能因为破开后石头的颜色不合适，而更改雕刻
方向。”张述章说，就像火腿旁边放着的酒坛子，其
实，原先他准备用这块石料雕刻马灯，但是在黄蜡石
破开后，他才发现这颜色更像酒坛子，而在中间位
置，有块较大的斑迹，上面还有裂痕，张述章思考后，
将其雕刻成“酒”字正好，既掩盖了这块石料的缺点，
又让这个酒坛子雕刻出来的效果更加逼真。

让更多人了解玉石与美食的文化

除了考验黄蜡石本身的质地，这项创作还要考
验雕刻师的功底和毅力。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每次创作之前，张述章
都会去买实物，观察上面的细节，只为作品更为逼
真。

有一次，他们去武义的餐馆用餐，看到有一道
“小炒油渣”很受食客欢迎。当时，他就想是否也可
以做一道黄蜡石版“小炒油渣”，于是，他带了几块油
渣回家观察，最终做出来的作品色泽天然，黄中带
透，肥瘦相间的部分，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像猪蹄

这种，他还会在上面雕一两根小骨头，让其看起来更
为逼真。

创作黄蜡石作品费眼费力又费神，像莲子、瓜子
等这些小物件，在打磨的时候，因为太细小，还经常
磨到指甲。

努力和执着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之前，夫妻俩精
心雕刻的168道黄蜡石作品《中华美食·满汉全席》
获得“大世界吉尼斯之最”。之后，他们继续创作，到
现在，已经完成了320多道“美食”。

在张述章家的小车库里，堆满了黄蜡石石料，这
些黄蜡石有大有小，外皮的颜色也有所不同，笔者看
到其中有一块白色的石料上面分布着黑色点状物，
询问之后才得知，这也是一块黄蜡石，原来黄蜡石不
仅里面的颜色多元化，黄蜡石的外皮也不是千篇一
律的。

这些年，张述章夫妇精心打造的黄蜡石“美食”作
品，不管是“清蒸甲鱼”还是“小葱豆腐”，每一道“菜品”
的色泽都与实物无异，制作工艺更是精湛到足以乱真。

张述章透露，之后，他们将继续进行黄蜡石“美
食”的创作，经过打磨、雕刻，将每块其貌不扬的黄蜡
石赋予新的生命，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玉石
和美食文化。

■严立明

把世界名画穿在脚上是什么感受？
想表达热爱，穿《梵高自画像》；想表达神秘，穿

《蒙娜丽莎》……当世界名画与袜子巧妙地融合一
体，就成了最有艺术气息的袜子。

在绍兴越城区迪荡街道，伊谷坊——这家已历
三代的老牌外贸袜企，正在引领一场袜业革命。

秉持着“致力于为热爱生活细节、注重生活品
质，兼具潮流品味的消费者分享美好生活方式”的初
心，伊谷坊董事长王飞虎带领团队以精湛的工艺为
先驱，结合创意和天马行空的想法设计，不仅将世界
名画融进袜子，还能看到王羲之、颜真卿等书法笔触
跃然袜上。

自第三代舵手掌管企业以来，这家袜企已连续8
年成为杰尼亚、古驰等奢侈品牌的中国唯一供应商，
由其加工生产的袜子最高零售价达789元/双。在颇
具腔调的王飞虎看来，穿袜子必须讲究，不能将就。

“你们觉得，夏天穿什么原料的袜子最好？”王飞
虎抛出了一个问题。不同于普通人印象中的全棉，
他给出的答案是羊毛袜，不仅排湿性强，而且抗菌性
好、易透气。但前提是用平均纤维细度在13微米以
上的羊毛，而非大众认知的粗纺羊毛。

“我们的袜子平均零售价在78元/双以上，受众
大多是懂时尚穿搭的‘讲究人’，对品质的要求较
高。”王飞虎说，一双高品质的袜子，首先对工艺的把
控便极为细致，从选材到编织、缝合，每个环节稍有
偏差，用户体验感就千差万别。“我们生产的袜子要
做到不紧绷、不松垮、不起球、不臭脚、不变形‘五个
不’”，看似简单的要求，却更考验生产者对质量的把
控，对品质的高要求。

远高于业内的产品质量是如何炼成的？在伊谷
坊品牌展示区，陈列着50余项专利，展现出企业在
制造工艺上的精益求精。“光是袜子罗口的零勒痕工
艺，我们就申请了3项专利。”王飞虎说，伊谷坊还和
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东华大学等院校共建研究
中心，专门就袜子原料、纱线等领域合作研究，不断
优化产品穿着体验。

作为众多国内国际大牌的“御用供应商”，伊谷
坊不光在产品工艺上下足功夫，更在款式上保持创

新，推动传统袜子从实用迈向时尚。
在企业样品区，还有众多印有时尚图案的“潮

袜”，不仅面料舒适，还兼具时尚穿搭属性。据王飞
虎介绍，企业每年在售袜子款式达500余款，新研发
率在70%以上。

“这是我们今年过年要卖的新品，是企业在文创
赛道的又一代表作。”王飞虎拿起一款印有麒麟、貔
貅、金龟、龙龟等传统文化图案的袜子展示。他表
示，通过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流行相结合，类似袜
子已成为文创载体，出现在各大城市旅游纪念品门
店和书店，深受众多游客和文艺爱好者欢迎。

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企业还在产品中
融入了诸多科技元素，为袜子增添了更多健康属
性。比如通过调节袜子的压力和弹性，企业专门研

发了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的袜子，适合轻度中风患者
使用；再如通过加大袜子跟部阻力，袜子可以防老人
跌倒……

随着越来越多新赛道开辟，伊谷坊的销售市场
也开始越做越大。“曾经，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海外，
为一些大品牌、国际超市以及国外买手店供货，如
今，面对日趋成熟的国内市场，我们也开始着力布
局，目前在一线城市设有品牌门店。”在王飞虎看来，
随着大众对袜子的认知不断转型，伊谷坊的改革创
新之路还能走得更快更远。

“美石”化“美食”,
他让艺术与生活唯美交融

我 / 是 / 生 / 活 / 家

历时三个月完成的黄蜡石
“金华火腿”。

不只是袜子，还有生活的腔调

伊谷坊将世界名画融进袜子。

张述章和他的美石“满汉全席”。

执着于生活腔调的王飞虎。

风 / 味 / 物 / 语

牛奶、热水、冰淇淋
到底谁更解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