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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惠兰

在宁波各地，元宵节的热闹
是相同的，但美食却不尽相同。
如宁波市区吃汤圆，象山、宁海
等地有“不吃汤圆吃糊粒羹”的
民俗。

糊粒羹，又称糊腊羹、发财
羹，这一名字对外界来说或许稍
显陌生，但在象山、宁海，却是
家喻户晓的传统美食。

糊粒羹有什么来头，由哪些
食材做成的？前天，记者来到象
山石浦镇，向当地人请教了关于
糊粒羹的由来和做法。

每年的正月十四，象山石
浦、鹤浦、高塘等地的老百姓就
过元宵节了，并制作属于他们的
独特美食——糊粒羹。

“我在十五六岁时就会做糊
粒 羹 ， 到 现 在 已 经 有 60 来 年
了！”李素梅颇为自豪地说。昨
天一大早，李素梅便和儿子一起
采购了糊粒羹的食材。

“我们年年十四夜都会做糊
粒羹，分发给小朋友和来吃面的
客人。”李素梅一边备菜，一边
告诉记者，她和儿子一起经营着
一家面馆，虽不大，在当地却小
有名气。

牡蛎、瘦肉、腊肠、萝卜
丁、香干粒、芋头粒、笋丁、花
生碎、荠菜，记者在现场看到，
制作糊粒羹的食材丰富多样，摆

满了整个台面，足足九大碗。
“这个还不算多，有的家庭

会准备十多种食材，少的三四种
也可以，做羹的食材，向来是各
有 各 味 ， 每 家 都 有 每 家 的 特
色。”李素梅笑着说。

说话间，李素梅熟练地起锅
热油，按照食材的易熟程度，依
次放入锅中，五彩缤纷的颗粒在
锅里上下翻飞，散发出诱人的香
气。

待食材炒至七八分熟时，李
素梅加入事先用水调好的番薯粉
进行勾芡，一锅色香味俱佳的糊
粒羹就完成了。

“ 这 是 糊 粒 羹 最 关 键 的 一
步 ， 待 出 锅 时 加 入 番 薯 粉 勾
芡。”李素梅说。

记者了解到，海鲜是做糊粒

羹的主要食材，新鲜的牡蛎、虾
仁、鱼肉、蛏肉等，与切成粒的
瘦肉、腊肠、萝卜丁、香干粒、
芋头粒、笋丁、花生碎等混合炒
烩，形成一道味道鲜美、层次分
明、口感丰富的佳肴。

糊粒羹也有甜咸之分。甜羹
一般会加入荸荠、小汤圆、花生
碎、水果罐头等，香甜脆爽。甜
咸羹，各有千秋。

“作为石浦人，我小时候最
盼望的就是正月十四夜。”正在
店里的周先生告诉记者，“那时
候，家家户户都会做糊粒羹，整
个村子都弥漫着香气。我们都会
拿着碗，挨家挨户去品尝不同口
味的糊粒羹，比比谁吃得多。现
在再吃糊粒羹，感觉特别亲切，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象山宁海糊粒羹：各有各味

见习记者 黄春晓

“你看这个汤圆的尖头，像
不像是鹅的长脖子？”

中国餐饮文化大师熊均苗展
示的，是已有百年历史的余姚北
部地区传统特色点心——鸡油桂
花汤圆。和市面上常见的汤圆不

同，鸡油桂花汤圆并不是规整的
圆形，而是有一个似鹅颈的尖
头。这个独特的造型引出了一个
当地谜语——“白白一群鹅，客
人来了赶下河”。

“别看我做的鸡油桂花汤圆
个头比一般的汤圆小，可它‘肚
里乾坤大’！”熊均苗介绍，造型
独特的鸡油桂花汤圆美味的秘诀
在于馅料。鸡油的咸鲜消解了白
糖的甜腻，糖渍桂花则能带来花
香。

传统手艺在熊均苗的手上又
有了新的发展。“原本直接使用生
鸡油和馅，现在改用加黄酒、葱、
姜等调味料熬成的熟鸡油。”熊均
苗说，这样一来，不仅更加卫生，
而且能够去除鸡油中的腥膻味，
让汤圆的鲜美更加纯粹。

鸡油桂花汤圆：肚里乾坤大

记者 廖惠兰

龙马花灯趁夜调，万人踩街闹元宵。昨天是正月
十四，象山石浦的街头巷尾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东门龙灯队来了！”
“延昌龙灯头来了！”
“快看！今年新增的戚家军 Cos队伍来了！”
⋯⋯
作为石浦正月十四的主体活动，民俗队伍大巡

游从下午 2 点开始，延昌龙灯队、东门龙灯队、昌

国盾牌舞、延昌民乐队“细十番”、石浦渔村“海
鲜”灯等 22 支队伍组成的民间灯舞队，在震天的锣
鼓声中，浩浩荡荡地从石浦海丰广场出发。

走在方阵最前列的是延昌龙灯头，舞龙者身着盛
装，手持彩龙在空中舞动，展现出龙的灵动与威武。
其中，打头阵的金玉双龙灯，出自象山石浦鱼灯非遗
传承人马布银之手。只见龙角峥嵘，双睛掣电，身姿
矫健，形象逼真。

“我用竹条搭框架、用棉布整造型，做了 2 盏五
彩通电龙灯，耗时 2 个月完成。”今年 87 岁的马布

银，制作鱼灯已有 20 多年，每年都会制作应年景的
十二生肖灯。

今年巡游的最大看点是新增了国潮方阵，戚家军
Cos 队伍和“渔光寻忆”Cos 队伍的登场，引发现场
阵阵喝彩。

戚家军 Cos 队伍身着战甲，手持各式武器，重现了
当年戚家军的威武之势。执长牌、挥狼筅、执长枪⋯⋯
整个阵法充分展示了戚家军的战斗力。

妈祖和如意千百年守护着石浦渔港；狄青、戚继
光、郑成功等名将在石浦大地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

记；聂耳创作的 《渔光曲》 让石浦的故事走上荧幕
⋯⋯“渔光寻忆”Cos 队伍，则让观众感受石浦独特
的海洋文化和风土人情。

“民俗队伍巡游一直是石浦正月十四最热闹的习
俗，已延续了数百年。今年在传统民俗队伍中，新增
了 Cos 表演队，让历史的记忆重现，让年轻人更深入
地了解象山海洋渔文化，感受‘渔光之城’的人间烟
火气。”石浦镇相关负责人说。

整个巡游队伍最终汇集到渔港古城地带表演，再
现渔家习俗、传递渔家文化。所到之处，沿街的群众

热情高涨，纷纷拿起手机记录这美好的瞬间。
“这是我第一次观看，很震撼！古今交汇，有时

空交错的感觉。”设计专业的学生戴子韬说，“像戚家
军 Cos 队伍，让我了解了石浦这座港城独特的海防文
化。我把照片、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我在德国的同
学表示很有特色，大开眼界。”

夜幕降临，海丰广场大明风华主题灯会人群涌
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钻龙灯、摸龙须、接好运。广
场上的“大明第一锅”现场烹煮糊粒羹，空气中弥漫
着美食的香气，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市民驻足品尝。

象山石浦：正月十四劲吹国潮风

东风夜放花千树，今又元宵。
这是一个龙行龘龘的新春，春归山河，点亮万家灯火；这是一个美好的节日，热气腾腾，端出千家美味。
元宵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这一天“千门开锁万灯明”；元宵节，是一个甜蜜的日子，这一天“花市灯如昼，月下颜如玉”；元宵节，是一个幸福的日子，这一天，人们赏过花

灯尝过美食，感恩努力的自己，感恩时代的赠予，然后向着更幸福的生活奋进。
星夜如昼，让我们同赏花好月圆；山河如画，让我们共品人间烟火！

编 者 按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攀
通讯员 骆佳明 葛鹏超

暌违四年之后，宁海前童元宵行会再次热闹登
场。阴冷的天气挡不住四邻八乡村民和游客的脚
步。昨天上午 11 点，前童镇鼓亭馆广场人山人
海，上万人聚集在鼓亭队伍两旁，翘首等待行会举
行。

卢尚志是前童镇文化站站长，对前童元宵行会
的历史烂熟于心。他告诉记者，据前童 《塔山童氏
族谱》 记载，前童元宵行会始于明中叶，盛于明末
清初，至今已有 500 多年。主要以鸣群锣、抬鼓
亭、放铳花等方式来表现，以纪念童氏祖先开渠凿

砩、灌溉农田的功德，祈愿年景丰收。
12 点左右，前童镇鼓亭馆广场上汇集了精雕细

刻的 23 杠鼓亭。这些鼓亭均来自童氏家族，代表不
同的房派。

前童镇联合村村民童岳震身着盛装，神情喜悦。
他说：“我们这杠鼓亭有五十多人，下午的路程要走
近 4 个小时，人多力量大，大家轮流抬。”

鼓亭馆广场上，除了抬鼓亭的村民，舞龙、舞
狮、乐队、腰鼓、秧歌等表演队伍各就各位，人数多
达千人。

一个小时后，爆竹炸响，锣鼓喧天，前童元宵行
会正式开始。

记者看到，行会队伍井然有序，白布蓝色清道旗

和金黄色龙旗在前引导，舞龙舞狮开道，头牌、鼓
亭、抬阁、秋千等紧随其后，十几支鼓乐队簇拥相
随，整支队伍绵延一公里多，浩浩荡荡穿过前童古镇
老街，向着“濠公老爷”所在的塔山庙出发。

请“濠公老爷”，只有童氏家族里有名望、有身
份的长辈才能参加。整个仪式过程童氏族人非常庄
重、肃穆，他们十分虔诚地把“濠公老爷”神像从坐
阁中请出来，放到专门为其制作的“神轿”里，随后
在仪仗的引导下，按行会队伍的序列开始巡游。

巡游队伍走街串巷，途经童氏宗祠、岩前稻田、
南宫庙等地。行进过程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用朱金
漆木雕工艺制作的鼓亭、抬阁和秋千。

鼓亭是置放大鼓的架子，犹如缩小版的亭台楼

阁，每层精雕细刻，流光溢彩；抬阁是一个有双层舞
台的楼阁，长约 3 米，宽约 2 米，下部做成船型，周
身雕龙刻凤画狮子，每杠抬阁由五个孩童装扮成戏曲
人物，或峨冠博带，或金盔铁甲，在台上或坐或立，
不时有精彩表演。而在秋千上，童氏家族中的男孩女
孩装扮成戏曲人物，随着车轮的滚动，上下翻动，人
物交替出现，忠孝礼义、儒家耕读等故事也随之流转
再现。

记者看到，巡游队伍经过之处，童氏后人都在家
门口摆放桌子，桌上放置着水果、红枣桂圆汤及汤
包、麦饺筒等当地特色食品，供游客享用。

一路上，舞龙、舞狮、腰鼓、“碾后街”舞蹈等
民俗表演精彩纷呈，热闹的鼓乐和人群的喝彩声响彻

云霄，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今年 43 岁的前童镇鹿分村党支部书记童伟荣在

行会中打头阵。他说，晚上行会还会继续。与白天有
所不同，到时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行会队伍中也会增
加彩灯。长长的队伍中，每隔 1 米就有一盏大红灯笼
作指引，鼓亭、抬阁、秋千上有数百盏大小不一的灯
笼，再加上装饰在巡游路线上的挂灯、游客提在手上
的红灯，形成一片灯的海洋。

“2014 年 11 月 11 日，元宵节 （前童元宵行会）
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卢尚志
自豪地说，随着前童元宵行会声名鹊起，数以万计的
游客在元宵节期间来到前童一睹为快。

据介绍，前童元宵行会持续到正月十五。

宁海前童：赴一场延续500多年的盛会

记者 戎美容 奉化区委报道组 景士杰

灯如昼，人如潮。正月十四，在奉化区萧王庙街
道青云村，“彩灯十里”燃爆新年第一场文化盛宴，
为期三天的青云村第七届元宵节活动热闹开幕。当天
虽有小雨，但仍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灯、看非
遗、品美食，现场氛围“热辣滚烫”。

元宵节，花灯无疑是主角之一。步入青云村，沿
着门前河，各式花灯跃入眼帘，鱼龙纳瑞、花开富
贵、大河行舟、龙腾四海⋯⋯一盏盏寓意祥和的花
灯，有的漂在河中，有的悬在连廊，随着暮色渐浓，
近千盏花灯相继开启，在青砖黛瓦的古村街巷内，呈

现一幕幕熠熠流光之景，煞是好看。
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影。身着汉服的陈

莉，一袭红色带帽披肩，在人群中格外亮眼。“古色
古香的建筑，穿汉服拍照非常出片。”陈莉告诉记
者，她和几个喜欢穿汉服的小姐妹，经常相约到宁波
各地打卡，这次来青云村拍照，也是做了功课的。虽

然天气不给力，时雨时晴，但这样更有江南烟雨的婉
约味。

元宵活动离不开各类美食的“助攻”。“联步青
云”牌坊旁的青云路上，各家摊位支着一顶顶遮雨
伞，摊主正张罗着生意。

奉化烧饼、烤菜芋艿头、米鸭蛋等传统美食香味

四溢，街上的游人，没走几步便停一停，左顾右盼，
到这家买买、那家尝尝。

“龙来喽！”此时，人潮中不知谁喊了一句，许多
人便往村里的文化礼堂广场赶去。

甲辰龙年，怎可少了国家级非遗——奉化布龙。
只见一条金黄色长龙在市民的欢呼声中飞腾而出，伴

着铿锵有力的击鼓声，金龙时而游弋穿行，时而摇头
摆尾，摆出蛟龙入海、飞龙升天等多种姿态，高潮迭
起的表演令现场市民叹为观止。这个迄今已有 800 多
年历史的文化瑰宝，近几年用自己的方式舞向全国、
舞向海外。

“今天带女儿来看奉化布龙，沉浸式感受一场传
统文化活动，交关赞！”萧女士驾车 1 个小时，特意
带着 10 岁的女儿来此打卡。她说，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丢，引导孩子正确认识
和欣赏这些灿烂文化，才能薪火相传。

夜渐渐深了，连廊上依旧一片喧哗，看灯人还未散
去。两侧的彩灯映在河水上，点亮了这座千年古村。

“古韵青云”的元宵节

▲象山石浦民俗队伍大巡游。
（象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鄞州非遗馆前的舞蹈表演。
（王博 许天长 摄）

▼北仑芦江工业社区产业工人闹元宵。
（许天长 孙肖 摄）

海曙区司法局南门司法所联合红起社区在南塘老街举办
“寻老街烟火气”活动。 （徐能 蔡迪 摄）

宁波舟山港北仑矿石码头百余名工人喜迎元宵佳节。
（徐能 蒋晓东 摄）

昨天下午，来自宁波大学梅山校区的国际留学生参加北仑
区梅山街道梅中村的迎元宵活动。 （孙肖 沈琼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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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银凤 张芯蕊

都说正月十五闹元宵，不过，
宁波不少地区的元宵节是正月十四
过的，这是为什么呢？元宵和哪些
历史名人有关？昨晚，宁波甬上名
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黄江伟、宁
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民俗专家周东
旭作客甬派直播间，畅谈元宵“那
些事儿”。

“宁波元宵传统节庆活动丰富
多彩，其中，宁海前童元宵行会、
象山石浦‘十四夜’、奉化萧王庙
元宵庙会、余姚泗门元宵灯会等比
较有影响力。这些活动都与纪念本
土名人有关。”黄江伟说。

其中，象山元宵过正月十四不
过十五的习俗，与曾在宁波地区领
导抗倭的戚继光有关。明代嘉靖年
间，某年正月十四，戚继光的军队
因为抗击倭寇，伙夫来不及做饭，
就匆忙把切好的各种小菜一起倒进
锅里，加上米粥、薯粉，做成糊
粒，既当饭又当菜。将士们吃饱后
抗倭杀敌，大获全胜。从此，象山
及周边地区就在正月十四过元宵
节，石浦等地的老百姓还家家户户
吃糊粒羮以示纪念，一直流传至
今。

前童元宵行会，是为了纪念明
代水利功臣童濠。奉化萧王庙庙
会是为纪念北宋勤政为民的县令萧
世显。余姚泗门元宵灯会是为纪念
余姚州判叶恒，后经谢迁、谢丕父
子的倡导，泗门灯会影响深远。

民俗专家周东旭介绍，宁波有
些地方在正月十四过元宵节，还有

一段孝老爱亲的故事。元末明初方
国珍占据浙东，他母亲吃斋念佛，
逢初一、十五吃素，所以他下令把
中秋节推后一天过，过八月十六，
元宵节提前一天过，过正月十四。
由此可见，正月十四在人们心中的
重要地位。

他还介绍了糊粒羹的另一个名
字，叫发财羹。在象山石浦的正月
十四，街上舞龙舞狮等巡游队伍格
外热闹，街坊邻居见面都要互讨发
财羹吃，而被讨发财羹的人越多，
主人家越会发家致富。

“糊粒羹有着满满的寓意，在
民间，即便邻里之间有摩擦、闹
矛盾，在元宵节期间，讨一份糊
粒羹便可以化解矛盾，留下欢声
笑语。”周东旭说，一碗糊粒羹更
有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美好寓
意。

除了象山，元宵节在镇海也有
自 己 独 特 的 一 道 美 食 ， 叫 丫 头
羮，其实就是甜羮。“丫头羮里面
有桂圆、核桃、莲子等，也叫百果
羹。”周东旭说。

当然，汤圆依旧是宁波人元
宵节餐桌上的“座上宾”。“元宵
节是一场团聚与喜庆的盛宴，承
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民
俗情感，每一道美食背后都蕴含
着家庭团圆、和和美美的珍贵意
义。”周东旭总结道，“在这个特
殊的节日里，人们以热闹喜庆的
活动，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欢声笑
语中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幸福滋
味。这也是民俗文化的热闹与温
馨所在。”

文化专家畅谈元宵
“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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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粒羹。 （吴冠夏 摄）

鸡油桂花汤圆的馅料和制作原料。 （黄春晓 摄） 宁海前童元宵行会。 （徐诚 蒋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