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江西乐平市珠海西路剪纸大师陈世寅家中，陈世寅
向人们展示与其女儿陈玙共同创作的神形各异、精美致巧“五牛
图”剪纸作品，喜迎 2021 新年牛年到来。陈世寅、陈玙父女二人
同为剪纸技艺景德镇市非遗传承人，陈世寅还是“中国美术剪纸
大师”。 朱定文 摄

五牛庆祥来 剪纸迎新年

日前，伴随着精彩的舞龙表演和欢快的唢呐助兴，河南省宝丰
县首届“匠人匠心 非遗大集”在该县张八桥镇姚店铺村拉开了序
幕。集上不仅有新鲜丰富的农副产品，也有文艺演出、民俗表演、
非遗大赛及老百姓喜欢的欢乐购物大抽奖等充满浓浓“文化味”和

“年味”的特色活动，多位市级、县级非遗传承人也纷纷来到现场展
示技艺。

祁庄村粗布纺织织娘温京一大早便来到赛场对昨天下午调试
好的织布机进行再次调试。“原来想着这些老技艺赶不上潮流了，
谁知道昨天一安装机器，就我们这个赛区围观的群众最多，看来这
手艺还是要传下去的。”温京笑着说。市民们被粗布纺织、虎头鞋、
扎国簰等非遗手艺吸引，希望这样的文化大集多一点。

据宝丰县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委员、副主任
田宝林介绍，开展非遗项目比赛让农贸集市充满“文化味”，不仅可
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助力乡村振兴，还可以让更多群众直观感受
文化的魅力。本次活动参与群众达到1.3万余人，帮助该镇600余
名群众解决了农副产品滞销的问题，其中36名贫困户每户销售额
均在千元以上。 刘迎旭 杨艳旭

河南宝丰
乡村文化炒热非遗大集

刘恩和（前）和工人察看豆腐品质。 祖迪 曹建雄 摄

舌尖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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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文保工作者在娲皇宫进行文物排查
时，发现一块雕刻精美的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造像碑。

造像碑高 1.80 米，宽 0.70 米，厚 0.11 米，青石材质。螭首，碑
身上半部雕垂幔佛龛，楣饰幡带及浅浮雕图案。龛内上排雕一佛
二弟子二菩萨二梵王，主像结跏趺于须弥座上，弟子和菩萨跣足
侍立在莲生童子双手托举的莲台上。下排中间雕一夜叉，双手上
托须弥座，夜叉两侧为供养人和石狮，左边立明王，右边雕思维
菩萨。

碑身下半部刻铭文 24 行，每行 21 字，字迹磨损严重，其中有
“右相镇远将军常文兴”等字样，碑文内容主要是文武大臣为当时
的皇帝、皇后等皇族祈福。

据当地文保专家介绍，这块造像碑的发现为研究佛教在中国
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实物参考，对研究北齐佛教文化、石刻造像、书
法、地域历史沿革以及民俗民风等都具有较高价值。 杜一方

河北邯郸发现距今1466年北齐造像碑

最近，山东省乐陵市林业局利用冬季农闲在城乡生态文化广
场和农家书屋举办“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
充满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的宣讲受到群众欢迎。

近年来，乐陵市林业局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以“美丽乡村·绿满家园”为主题，加快建设生态景观林带、湿地
公园、森林公园、森林村居；实施公园下乡工程，因地制宜建成开放
型生态游憩公园，乡村联动，实现由“单一绿化”向“景观美化”转
变。同时，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力度，联合自然资源局等七部门
发文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利用“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爱
鸟周”及“5.22 世界生物多样日”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结合每
月党员活动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政策。
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充分发挥林长制长效作用，进一步保护野
生动物资源。构建覆盖“县（市）、乡镇、村（社区）”的野生动物网格
化监测体系，不断完善野生动物救助程序。2020年以来，在群众配
合下，乐陵市林业局救助野生动物共 12 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 1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7 只、“三有”保护动物 4 只。乐陵城乡
生态文明蔚然成风。 张书利 郭娟娟 张俊秀

山东乐陵市林业局
让爱护野生动物成风尚

日前，《大地颂歌》4K 高清摄制版举行看片会，电视版已于
2021年 1月 1日与观众见面，电影版预计今年第一季度上映，剧场
版将进行巡演。

《大地颂歌》与电视纪录片《从十八洞出发》、电视剧《江山如此
多娇》同为湖南宣传文化系统创作的“扶贫三部曲”。与后两者与
生俱来的电视属性不同，《大地颂歌》首先是为适应剧场观看而创
作的，自 2020 年 9 月 27 日在长沙首演，从星城到首都，8 场公演场
场爆满。

总导演周雄坦言，从剧场到电视的二度创作，难度相当大。
他说：“每一个艺术门类、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规律。”《大地颂
歌》无论是剧本结构、舞美设计、演员表演，都有强烈的舞台痕
迹。就以表演为例，为了让坐在台下的观众能看清，所有的站
位、走位都是精心设计的，不会出现演员背对着观众念台词的情
况。但电视镜头较为灵活，它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移动，捕
捉到更多细节。除了细节动人外，电视版还注重故事性。比如歌
曲唱段都不再标注歌名，字幕以台词接歌词的方式呈现，避免因
为歌名提示而给故事带来割裂感。关于电影版、剧场版，周雄透
露，电影版已经制作完成，很快将在全国上映。剧场版今年也将
在全国巡演。 尹玮

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
电视版、电影版、剧场版三箭齐发

□□ 詹丽萍 张钰斌

在广西博白县新田镇的美沙
村，熊九成是当地有名的博白豉
膏制作技艺传承人。在博白豉膏
近百年的历史里，熊九成已是第
三代了。

在村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喜
欢叫熊九成“九叔”。走进他的手
工作坊，熊九成正在一口大锅旁，
不断搅拌着尚未完成的豉膏。

阵阵豉香令人食欲大开，制作
豉膏却并不简单。发酵成豉、浸
豉、熬制豉膏……从一颗颗黑豆开
始，博白豉膏需要耗费七个日夜，
经过 13道工序，方能成品。

“材料就四样：豆、水、菌种和
盐。”九叔告诉笔者，制作过程中，需
要讲究火候，控制温度，不落下每个
要点，才能保证做出来的豆豉和豆
豉膏吃起来不苦不酸、满口香。

改行做豉膏，还要从熊九成的
祖父辈说起。1910 年，九叔的爷爷
熊橙辉为了创业糊口，独具慧眼地
选中了当地家家户户都需要的豆
豉。为了学手艺，熊橙辉专门从
博白县沙河镇请来了远近手艺最
棒的朱师傅上门教学。朱师傅在
熊橙辉家住了两年，熊橙辉则学
会 了 制 作 豆 豉 与 豆 豉 膏 全 套 技
艺。1922 年，熊橙辉开始独立生
产，渐渐得到了村里和周边乡亲们

的青睐。
为了弄清豉膏的“来龙去脉”，

九叔查阅了很多资料。原来，豆豉
中的豆激酶，有溶解血栓的作用；
多种营养素，可以改善胃肠道菌
群；常吃豆豉还可降低血压、提高
肝脏的解毒功能。

“每天要用 20 公斤黑豆，基本
上没有什么存货。”逢年过节时，在
外地工作的村里人回来，九叔会接
到很多订单，要做比平时多两三倍
的豆豉和豆豉膏，给村里人当作特
产礼品带走。而平时做的豆豉和
豆豉膏，多数是发货到深圳、广州、
玉林、柳州、南宁等城市。

2017年 1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
公布了第七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博白豉膏
制作技艺名列其中，60 多岁的熊九
成成为豉膏制作手工艺传承人。

熊橙辉、熊景维、熊九成、熊昭
贤，这一家四代人都会制作豆豉和
豆豉膏。百年来，熊家的豉香始终
如一，不变的是坚守，更是四代人
传承下来的百年技艺。

说 起 九 叔 家 做 的 豆 豉 和 豉
膏，村民们都伸出大拇指。到外
地打工的年轻人，出发时都喜欢
捎带上几包豆豉，在解馋之余慰
藉乡愁。熊九成表示，希望豉膏
制作手工艺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让美沙村品牌的豉膏名声响亮，
香飘万里。

到外地打工的年轻人，出发时都喜欢捎带上几
包九叔家做的豆豉和豉膏——

熊九成：豆豉豉膏做出乡愁味

□□ 冯颖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海阳镇，
刘恩和的腐乳厂里整整齐齐地摆
放着一排又一排豆腐坛。

“别处的大厂都是在烘干室、
发酵室内烘干，一年内可以循环生
产。咱这里的海阳白腐乳一年只
生产一回，利用春风自然发酵，阳
光下晒 100天，时间不能短，短了口
感不一样。”刘恩和告诉笔者，受本
地气候影响，要保证制作过程中豆
腐的晾晒和对盐分的吸收，制作时
间仅限每年 3月至 6月。

从选料、配料到后期发酵，刘
恩和在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
本地优质黄豆加上清甜井水，配以
花椒、八角、桂皮、食盐等辅料，经
过磨制豆腐、腌制、晾晒、切块、配
汤、后期发酵等 20 多道工序，小小
一块海阳白腐乳，需要将近 4 个月
才能制成。

刘恩和用土法制作的白腐乳
色泽金黄，质地细滑松软，味道甜
糯香醇，在本市早就享有盛名，常
被市民们用来招待亲朋或者馈赠好
友。“从来就没有愁过销路，每年一
出坛就被订购一空。”刘恩和说，口
口相传之下，也常有来自唐山、天
津、北京等的顾客专门前来购买。

注册商标、被评为秦皇岛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登上央视科教
频道……刘恩和的白腐乳声名鹊
起，他本人却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销
售方式。“咱们白腐乳的特点就是
软糯，不适合长途运输，路途太远
豆腐就碎了。”刘恩和略显无奈地
解释道：“尽管这样跟顾客解释了，
好多外省的朋友还是坚持要买，福
建的、江西的、浙江的……我们也
给邮寄了。”

腐乳可以用在火锅蘸料里，可
以用来炖菜、煎炒，可以在清晨配
上一碗白粥，也可以让一块馒头变

得有滋有味。这样“随和”的白腐
乳同时又极具营养，富含多种人体
所需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被
称为“东方奶酪”。

海阳白腐乳有 100 多年的历
史，是几代海阳人无法忘却的美
味。正所谓“人间烟火味，最抚凡
人心”。腐乳，是清贫生活中的烟
火，为寡淡的生活注入了生机。如
今，人们的生活好了起来，有了数
不清、尝不尽的美味羹肴，却始终
抵不过记忆中的质朴味道。繁华
退却，粗茶淡饭，人间至美。挺过
了物质匮乏的岁月，味觉的记忆依
然留存在人们的心里，这也许就是
老百姓依然对白腐乳甘之如饴的
原因。

刘恩和说，厂里的白乳腐没有
开启线上销售，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土法制作的产量有限：“我们宁可
少生产，也一定要保住味道。光图
利，味道就变了。”

刘恩和：古法制成腐乳香

畦中菜蔬入坛去 渍成故园一碟香
编
者
按

咸齑、腐乳、腌笋、泡菜……作为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佐餐美味，其腌渍与发酵技艺撑起了百姓餐
桌上的半壁江山。活用本地原料的腌渍菜品往往需消耗多日方能制成，不仅凝聚着先人的劳动智慧，
更记录着当代百姓有根可依的故乡味道。

手捧自家豉膏的熊九成。 资料图

站在松柴旁的丁传松。

□□ 岑风 文/图

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的溪口镇出发，沿溪进山十
多里便可以抵达黄沙坑村。在这座依山傍水的小村里，
涧水潺潺，房屋古朴，有一处三进院落格外显眼。门上贴
着红对联，墙上晒着干菜笋，这就是奉化羊尾笋腌制技艺
传承人丁传松老人的家。

“笋山师傅”好手艺

溪口多竹山，山民以笋为主要的经济来源，黄沙坑村
人也是如此。一俟春笋时，村里的家家户户支起大镬，灶
膛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响，雪白的龙须笋肉上铺着同样
雪白的细盐。用来制作羊尾笋的炉膛彻夜不息，不仅映
亮了整个山村，也将热气腾腾的笋香送入林中。

年过七旬的丁传松与羊尾笋已打了五十多年的交
道。小学毕业后，他跟着父亲学起了腌制羊尾笋的手
艺。丁父是一名自幼学艺的制笋师傅，只要在竹园里看
一眼，就能分辨出挖笋的最佳时机；只要伸手摸一摸，就
能拣选出箩里的坏笋和蛀笋。在丁传松老人的记忆里，
父亲会把腌制好的羊尾笋装进竹箩，撑竹排过剡溪，经萧
王庙到宁波销售。

方圆几十里的竹山中，黄沙坑的笋质量最好，因色泽
润白而得名“小白龙”。在宁波的市集上，标着“黄沙坑小
白龙”的腌笋不用吆喝，卖得最快。

在黄沙坑，丁传松父亲的技艺最精，名气甚至走出溪
口，传到了邻近的大堰镇。立夏时节，每当有人慕名前来
邀请“笋山师傅”，丁父就会起个大早，先带着一刀肉、一
条鱼、一方豆腐去黄沙坑竹山拜祭。仪式之后，丁父出发
做工，直到“笋时”（指笋上市的时间段）结束才能回家。

“手艺好的笋山师傅不仅受人尊敬，活儿也多。整个笋时
的笋活，前前后后大约有 1 个月。”丁传松老人说，“如果
手艺不好，做不了几天，主人就会叫你‘回家’。”

“火候最要紧”

丁传松15岁开始学腌笋，不仅把父亲的看家本领发
扬光大，还自创了既像锄头又像柴刀的“笋刀锄头”。有
了这把新农具，剥笋的速度大大提升了：削笋壳、卷笋壳、
剥脑头，整株笋脱壳而出，就像美人出浴一样。即使笋壳
沾着很多泥土，剥出来的笋照样干干净净。外村人来学
艺，看到丁传松行云流水的剥笋手法，也往往赞叹不已。

一百斤鲜笋，最终大约能剥出五十斤笋肉。笋时到
来，丁传松和他的老伴早上四点钟就上竹山掘笋。下午回来的路上，两人
一边走一边剥笋：剥好的笋扔进背上的蛇皮袋，笋壳则随手埋在竹山里作
养料，顺便减轻背上的重量。到了家，笋常常已经剥完，能直接丢进大镬
烤制了。

丁传松说，当天掘来的笋必须当天烤完，过一夜，不仅笋的颜色要变，
味道也会不一样。“活是不轻松，要起早也要熬夜。冷灶冷镬时烤一镬笋
需要四个小时，热灶热镬两个半小时就够了。”家里有两口大铁镬，上口围
一圈杉木板，每镬能烤一百至一百二十斤笋肉。“烤笋时不盖镬盖，有了这
圈杉木，沸水不会外溢，还能进一步引出笋香。”谈起制笋的过程，丁传松
话多了起来：“笋上铺细盐，烤的时候配合笋本身的水分，只加少许水。不
能让盐钻入镬底，否则就会粘镬，笋就要发黑。总而言之，火候最要紧！”

1997年，丁传松开起了羊尾笋加工厂，产品有口皆碑，一路走进宁波、
杭州大大小小的餐馆，给村里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收益。加工厂开了十年，
他也忙了十年。现在，年事已高的丁传松就在家里生产羊尾笋：“两口大
镬已经够我和老伴忙的了。”

立夏一过，便是笋时

奉化除了毛竹之外，还出产龙须竹、黄壳竹、乌竹、鳗竹、雷竹等种类
繁多的小竹。各种小竹中，以龙须笋制作的羊尾笋干为最佳，是沪甬一带
家喻户晓的山珍美味。据方志记载，在清乾隆年间，溪口山民长期在密林
中伐木烧炭，为解决“下饭”问题，将竹笋用重盐、猛火烧煮，储存在罐甏之
内，供日后食用。这样做出的笋干可保存三个月之久，也称“百日菜”。口
感好、储存久，凝聚着劳动智慧的“百日菜”经当地百姓不断完善，久而久
之成了一项代表性的产业。

立夏一过，腌笋就上市了。煮完羊尾笋，要把铁镬和杉木板放在溪水
中浸泡一月，除去盐分；再晾干收好，待春节时重新箍装上灶。丁传松说，
这样就能保证新一年煮的羊尾笋干颜色同样洁白。

丁传松有一儿两女，虽各自从事不同的职业，但都会腌制羊尾笋。笋
时忙碌，他们都会赶来帮忙。即使不再办加工厂，丁传松仍然把关严格，
保质保量。

院子里，只见一截截的松树木头高高地码放在各个角落，整齐而稳
妥。这些松柴来自丁传松和老伴平时上山找来的枯松枝，早早便为来年
的热闹笋时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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