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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haishibeiK 文海拾贝

作为一个潮汕人，出门在外，吃遍大大小

小的餐馆和美食，却还是想念家乡的那一碗

粿条。

大米淘洗干净磨成米浆，加入一点薯粉和

淀粉，上蒸笼蒸制成形，晾凉后手工或机器切

割成一指宽的白色条状物———这就是粿条。

广州有许许多多汤粉店，但店里的粉，有

桂林米粉、云南米粉，也有河粉，却鲜有粿条

的身影。常有人说，河粉就是粿条，其实不然。

虽然潮汕粿条确是源于广州河粉，但潮汕粿

条更追求米香的纯粹，于是在原料调配上米

浆的占比更大，薯粉和淀粉只加少量以起到

定型作用，这使得二者在外观上便有较大的

不同———河粉更剔透些，粿条则更厚实、颜色

更浓白。河粉和粿条吃起来的口感和味道自

然也是不同。走出潮汕地区，虽然也常见“潮

汕粿条汤”的招牌，但不仅粿条质量参差，汤

底也很难还原家乡那碗鲜肉粿条的味道。此

种种，让我心目中的粿条深深烙上家乡的印

记。同时，粿条还承载着我的记忆，当我在吃

粿条的时候，吃的不仅是粿条，回味的更是家

乡与童年。

北方人爱吃面，蒸的、煮的、烤的、焖

的……丰富的面食文化让人眼花缭乱，相同

的，潮汕人挚爱的粿条也有许多做法。最出名

的当是潮汕牛肉粿条了。先垫上生菜，刚煮好

的鲜糯粿条、鲜牛肉和富有嚼劲的牛肉丸入

碗，加入小勺蒜头油，再倒入精心熬制的牛杂

汤，牛肉粿条就做好了。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

内里讲究却很多。最重要的是汤底，熬制的火

候和时长、调料种类和配比等都有独家秘方，

稍有出入就无法还原那碗牛肉粿条。牛肉的新

鲜程度和切法也很重要：必须是当天宰杀的鲜

牛肉才会有那种鲜味和口感；鲜是基础，刀法

是精髓，不管多新鲜的牛肉都不能把整块牛肉

放到绞肉机里绞成肉片，不然牛肉的口感会很

柴，鲜美味道也会大打折扣；也不是随便切切

就好吃，需要有极巧的刀工，顺着牛肉纹路切

成薄片才行。碗中潮汕手打牛肉丸独有的嚼劲

也为这碗粿条增色不少。最后一步的小勺蒜头

油是整碗的神来点睛之笔。粿条汤之外的蘸料

也是很关键的———独一无二的秘制沙茶酱，是

什么酱油香油芝麻酱都取代不了的……步骤

看似简单，却步步都是精髓，在潮汕之外，吃到

一碗味道正宗的潮汕牛肉粿条可不容易。

潮汕牛肉粿条确实好吃，但我觉得漂泊

在外的“胶己人”想念那一碗潮汕牛肉粿条，

已经不单单是想念它的美味了。一定程度上，

牛肉粿条成了潮汕人在外漂泊的一种精神慰

藉。吃到正宗的牛肉粿条，味蕾的记忆也会带

我们回到家乡。每次回家，我总要找一家地道

的牛肉粿条，呲溜呲溜，一碗下肚，告诉自己

的胃：“回家啦！”

粿条在潮汕地区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是

煮清汤：在粿条中加一些鲜瘦肉、海鲜和青菜

进去煮，最后淋上灵魂蒜头油，一碗美妙的粿

条汤就此诞生。汤虽清淡，却鲜甜，看似平平

无奇，一碗下肚，也有无与伦比的满足感。小

时候最盼望的，便是爸妈领着我和姐姐一起

去市场附近的小店铺吃粿条汤。不知为何，我

们家里自己做的粿条汤，总是没有在外面吃

的味道那么丰富，即使自己煮的粿条汤里食

材更多、更鲜。也许是受小时候对“下馆子”的

向往心理的影响———总觉得外面的饭菜格外

香，会有个香喷喷的“店铺味”。所以以前在家

乡的店铺吃粿条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摄入快

乐”。那种新鲜感和兴奋感是每次回乡在粿条

铺吃粿条时都会涌起的。可能有人会疑惑，这

么简单的做法也会有独特的潮汕味道吗？潮

汕粿条汤的精髓不在它的做法，更多在于其

鲜。新鲜的猪杂、新鲜的海鲜……鲜美的食材

是其精华之处，也让这碗粿条汤不需要太多

的胡椒、辣椒或是陈醋去调味，太咸或是太浓

反而适得其反。在外地，很少有像我们沿海城

市那般有那么丰富而新鲜的食材，饮食习惯

也大有不同，自然也就做不出这般味道了。所

以身在异地，难得吃到一碗正宗的潮汕粿条

时，就会想到家乡，想到在家乡度过的快乐童

年时光。这时，吃粿条的时候，我获得的是一

种归属感、一种安全感。

前几天在广州吃了家东南亚菜，在那点了

碗“贵刁”。后知后觉这名字是潮汕话“粿条”的

音译。这后知后觉，足见我吃到的贵刁早已不

是粿条的模样：可能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或是节

约成本，汤中的贵刁发展到广州时已更接近河

粉的口感；汤底和食材也是适应东南亚地区饮

食文化的产物———为了迎合当地的口味，贵刁

中加入了当地的特色咖喱粉，再加上酸甜番茄

汤或是麻辣红油，便成了东南亚特色菜品了。

把粿条带到东南亚国家的潮汕“下南洋”先辈

们，把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寄托在粿条这种潮汕

特色食品上，粿条下肚，味蕾也随之回到了家。

粿条像是他们的精神支柱，默默地陪在他们的

身边，也生发着来自家乡的羁绊，时刻提醒着

他们外出谋生补贴家用的使命。潮汕先辈们通

过改变粿条汤的口味来迎合当地的市场以谋

生，这也算是远方的家乡给他们提供的物质支

持。食物真是奇妙，明明是同一种东西，换一下

配方，它的意蕴也就全然不同了。像贵刁和粿

条，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换了汤底，换了配料，

它便成了外来食品，成了东南亚菜，成了那边

人味蕾的皈依。而我们吃到它，也完全没有生

发出对粿条的那种感情。

我很庆幸人类会有味觉，这样，不同地方

的人会有不同的口味，不同食物带给不同人

的感觉也不同。常常，当我在现实生活中感到

不开心时，我就会通过味觉的时空隧道，穿越

到我的快乐世界里，比如我的童年，比如我的

家乡，在那边摄入开心，接收来自那时那地那

个我给我的精神动力，再回到现实世界，创造

下一条时空隧道。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姻 陈韵含

当我在吃粿条时，我在吃什么？

SoReal 焕真·平遥科技艺术馆
入选智慧旅游试点名单

科学导报讯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全国智慧旅游沉

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名单，全国共有 42
个项目入选，SoReal 焕真·平遥科技艺术馆名列其

中，是山西省唯一入选项目。游客可在馆内沉浸式

领略平遥古城的斗转星移、日升日落以及三晋大地

建筑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文化、饮食民俗的繁荣盛

景。据了解，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

试点期为 2 年，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试点项目申报

单位在规划建设、投资运营、管理服务、制度规范、

装备技术等方面积极创新。 李京益

wenhuaxuyuK 文化絮语

wenhuaxinxiK 文化信息

科学导报讯 日前，山西省首部入选中国名镇

志文化工程的志书———《娘子关镇志》出版发行。

《娘子关镇志》共 43.1 万字，设 11 个篇目，收

录 300 余幅图片，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重点将娘子

关镇名关秀水、军事要塞、晋冀通衢、京畿藩屏的特

色适度细化，多角度、宽视野、全方位展示了娘子关

镇悠久的历史渊源、重要的地理环境、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风土民情。

近年来，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研究

室）聚焦该市“14510”总体思路和部署，全面落实文

化兴市要求，充分利用史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载

体功能，积极参与国家“两名”工程（中国名镇志文

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支持有条件的村镇

开展名镇志、名村志编纂工作，打造“名镇志”“名村

志”文化品牌，不断提升区域历史文化影响力，服务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郭强

山西首部中国名镇志
《娘子关镇志》出版

坚定文化自信 守护民族根魂
wenhuashidianK 文化视点

姻 高建华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连日来，山西团代

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大家表示要坚定文化

自信、守护民族根魂，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旅产业，加快新时代文化强省建设，统筹推进

以文化人、以文润城、以文惠民、以文兴业，让

山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助推高质量发展，

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

精神文化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

聚强大精神力量。

以文化人 培根铸魂聚力凝心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丰富人民精神

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思想

命脉和精神家园。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南到北，山

西形成一个文明大通道。”全国人大代表、云冈

研究院院长杭侃介绍，山西文化遗产丰富，文

物古迹众多。目前，山西境内已发现各类不可

移动文物 5 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

量位居全国第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

物系统性保护和合理利用。杭侃说，今后，需要

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阐

发，特别是对山西文物文化遗产蕴含的文化价

值、精神价值进行充分研究和阐述，让人民群

众更多感受灿烂文明之光，坚定文化自信，增

强家国情怀，凝聚奋斗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马克思主

义是“魂脉”。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广泛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全国人大

代表、山西财经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研室主任白琦瑞说，要

培育广大教师的教育家精神，激励广大教师

树立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通过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对学生开展常态化理想信

念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根铸魂，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智润心，引导学生心怀

“国之大者”，勇担强国使命。

以文润城 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内涵

文化因城市而兴，城市因文化而盛。晋城

历史文化厚重，古迹遗址众多。近年来，晋城

市把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融入城市规划、

建设和治理各环节，用文化滋养城市发展，用

文化为城市塑形铸魂。全国人大代表、晋城市

市长薛明耀介绍，晋城在老城更新改造中，对

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延续万里茶道

和泽潞商帮文化脉络，精心打造南大街历史

文化街区。在丹河新城建设中，对水北古村落

进行整体保护，与国保单位玉皇庙、关帝庙交

相辉映，打造晋东南风土聚落。聚焦“乡土中

国、民居晋城”主题，实施“百村百院”工程，建

设民宿产业集聚区，打造 100 家地域特色博

物馆，让古民居“活”起来，让文物游“热”起

来。以文传脉、以文铸魂，增加了城市内涵与

魅力。晋城入选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连续 5 年举办文化创意产品展示

大赛，连续 4 年举办全国康养产业发展大会，

探索形成医疗康复、文化润养等八大康养模

式，走出“文旅+康养”新路径。

薛明耀表示，晋城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文润城、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努力打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

充满文化气息的良好城市环境，为高质量发

展不断植入新生机、赋予新内涵。

以文惠民 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家门口免费看大戏。山西省连年实施“免费

送戏下乡进村”文化惠民工程，7 年送戏总数突

破 10 万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激发文艺

院团创作演出活力。2024 年，山西省将继续免费

送戏下乡 1 万场；“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

程等深入推进，在文化惠民方面不断改革创新，

以更多形式助力文化普及和文艺消费市场培育。

进入新时代，群众需要更加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更加多元的文化产品服务，更加便

利的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

服务是文化惠民的重要内容。山西省 2023 年

公共文化设施全部实现免费或优惠开放，文

化惠民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山

西省委会副主委、吕梁市政协副主席李慧义建

议，应持之以恒不断提高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效

能，建设更多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促进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不断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提升群众文化素养，提升生活品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李慧义建

议，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投入力度，强化

非遗文创产品研发，财政支持非遗进课堂、入

校园、编教材、做研究等。鼓励各地将传统工

艺产品纳入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范围。

2023 年底，中国春节（农历新年）已确定

为联合国假日。李慧义建议，从国家层面研发

多国语言的中国年系列文化产品，举办世界性

春节文化赛事，开通中国年网络展厅，把中国

年、世界节春节文化故事讲得更好、传得更远。

以文兴业 推进文旅融合乡村振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皇城村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开发陈

廷敬故居“皇城相府”，建成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2023 年，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大会

在皇城村举行；全年接待游客 200 多万人次，

旅游收入 1.25 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6 万多

元，实现了强企、兴村、富民。

山西聚焦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

地，正在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

业和民生幸福产业。结合皇城村文旅产业发展

实践和当前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全国人大代

表、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皇城相府集团董事长陈晓拴建议，要对乡

村旅游加强科学引导，深度挖掘资源优势，丰

富旅游业态，重质量、出精品，促进文旅产品转

型升级、文旅消费提档加速、文旅人才有力支

撑，从粗放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加强

政府主导和行业指导，加大政策扶持，加强完

善乡村旅游设施配套，把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纳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旅游市场规

范管理，持续加大旅游市场整治力度，进一步

营造文明规范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姻 郑海鸥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面对观众逐渐流

失等问题，文艺院团常常如此感慨。可是，怎么吸引

观众走进“园林”、进入剧场？怎样降低看剧赏戏的

经济门槛？又如何给予人们更多“游园惊梦”、大开

眼界的机会？

众所周知，舞台艺术的演出成本不菲，所以几

十元甚至百元以上的票价就见怪不怪，许多人也因

此望而却步，并与其渐行渐远。

在湖南岳阳却有个“一元剧场”，而且坚持了十

几年，财政补贴、剧团服务、社会参与，实现百姓受

惠。在这里，岳阳花鼓戏常年上演，深受观众喜爱，

小剧种得以传承。主动走近观众，不少艺术院团都

在做出努力。以国家级非遗项目广东醒狮为主题的

大型民族舞剧《醒·狮》曾推出“一元云端剧场”，观

众付费 1 元钱便可观看。最终，超 340 万人次享受

了这场大戏，相当于 2000 多场线下演出的观众人

次，极大拓展了艺术普及的广度和深度，赢得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近年来，从国家政策鼓励到广泛实践探索，从

国家院团到各地院团，从国家级艺术节到地方节庆

活动，都将公益票价、艺术普及作为重要内容。这值

得鼓励和提倡。由此，高质量剧目在村镇、街区、景

区、公园等地接连上演，新颖别致的线下快闪、线上

演播相继开展，广大群众得以近距离感受艺术魅

力、品味艺术之美。

经过不断努力，艺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人、

感染人、打动人，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并喜爱

上了戏曲、话剧、舞剧等舞台艺术。

观众和演员的双向奔赴，助力演出市场“火”了

起来，甚至出现了“跟着演出去旅行”的喜人文化现

象，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

期，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达 1.63 万场，同比增长了

52.1豫。

这样来看，艺术院团推出公益票价、做好艺术

普及，积极走近观众，需要艺术情怀和文化责任做

支撑，其中更蕴藏着传承发展文化、拓宽文艺市场

的机遇。

对观众来说，主动花钱看戏的他们会对眼前的

艺术葆有更多尊敬、提出更多期待，需要台上的表

演者以不断打磨提升的艺术质量予以回应。否则，

观众不会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掏腰包。

把时间轴拉长，院团以持续高水平的低票价演

出让群众享受实惠、演员得到锻炼，还培养起年轻

的、忠实的观众群，可谓一举多得。

期待院团与观众有更多良性互动，助力文艺创

作多出精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

文化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

主动走近观众
传递艺术之美

卢佩宏在创作面塑作品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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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搓、压、揉……在非遗手艺人卢佩宏

手中，五颜六色的面团跟随手指翻飞，再用

小刻刀灵巧地点、切、刻、划，一只活灵活现

的面塑龙就成形了。2 月 25 日，《科学导报》

记者走进卢佩宏在忻州古城的面塑工作室，

工作室虽然不大，但卢佩宏却把这里当作了

自己的舞台，一面向游客展示面塑非遗文

化，一面醉心在自己的创作中。

在工作室的货架上，历史人物、戏剧人

物等形象的面塑作品琳琅满目，其中又属

三国、水浒等忠义人物居多。这些面塑作品

栩栩如生，细节刻画精致，完美展现了面塑

艺术的魅力，用湿布擦拭后仍色泽艳丽、光

泽盈润，令观赏者赞不绝口。“非遗体验，也

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方式。”卢佩宏介

绍，不断从历史故事中汲取创作灵感，在塑

造人物细节上下功夫，才能让面塑作品更

加生动传神。

卢佩宏的每个作品都有一段故事抑或

是一种文化，而他捏面人既不是家传，也没

什么师承，凭的就是执着和认真。卢佩宏小

时候喜欢画画，不过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

17 岁从中职厨师班毕业后就到饭店打工，

后厨做一些讲究的菜时，师傅常用萝卜刻个

花儿、用白面捏个造型装饰菜品，一来二去，

他便喜欢上了捏面人这门手艺，之后又接连

拜于数位名师门下，技艺越发精进，佳作迭

出，也就有了后来的面塑店。

“在捏面团之前，我会先自己模拟人物

的动作，感受人物手脚的位置和动作的协调

性。”卢佩宏说，面塑人物虽是静态的，但也

要充分掌握其表情、动态，“尤其是眼神，要

让人看起来有灵动感，不能死板。”

卢佩宏面塑作品的题材大多是经典人

物和中国的传统故事，“通过面塑把中国的

文化传播出去，让游客看见这个人物就想起

他的一些事迹，这就是面塑表达中国传统文

化的意义所在。”卢佩宏深情地说。一件作品

的制作，从开始塑形到最后点睛收官，他向

来一丝不苟、点滴计较。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卢佩宏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作品在细节刻画上也

有了更多创新。他还不断创新面塑的材料和

配比，在不改变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增强材

料的柔韧性和长期保存不变形的特点，如今

他的面塑作品已经具备不发霉、不怕摔、能

水洗等优点。

除了在面塑作品上不断推陈出新，卢佩

宏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面塑文化的传承

上，现在他身边已经收了好几名学徒。“只要

有人愿意学，能踏实学，我就会倾其所有地

教。”卢佩宏表示，他希望面塑这门民间艺术

能够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让这门指尖上的

非遗技艺代代相传。

在“十几年磨一剑”的辛苦磨炼中，卢佩

宏在 2017 年山西省花馍艺术展中荣获“最

佳设计奖”，在 2017 年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国传统工艺新生代传

承人竞技成果展”中荣获“新生代手艺之星”，

在 2020 年山西省工美艺术节上荣获铜奖。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艺术传承也需要

活起来。“以前面塑只是用来养家糊口的手

艺，如今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赋予的意义

和形式也更加丰富。”卢佩宏说，“让更多人了

解面塑，喜欢面塑，让传统文化走进他们心

中，就是对面塑艺术最好的传承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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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佩宏：巧手捏面塑 指尖“说”非遗

电影《迷失的真相》
在清徐开拍并将实地取景

科学导报讯 近日，由李抒航、金曙导演，庞龙总

策划的警匪片《迷失的真相》在清徐开拍。这是一部围

绕刑侦、悬疑、情感的动作电影。本片将在太原市清徐

县实地取景，在讲述影片剧情的基础之上，着重表现

当地人文风情、民俗文化、地理风貌。精良的制作，细

腻、感人的剧本，也极大地增添了该部影片的观赏

性，同时也展示了独属于山西的文化特征。 宋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