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刷屏朋友圈的各种蛋，周静书也
感觉到了立夏习俗火爆的气息，他认为，
这和近年来的“民俗进校园”有很大关系，

“2006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各地加强了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之后，教育界和
文化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联手，开始组织民
俗进校园的活动，保护非遗、弘扬传统文
化从孩子着手，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
国的二十四节气在2016年就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孩子们这会儿正在玩拄蛋游戏呢。
我们先在各个班级选出蛋王，再比出全校
的蛋王，大家兴趣很浓。除了拄蛋，还有
在蛋上画画的比赛。这些比赛没什么奖
励，主要是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这几年，
学校每逢传统节庆日都会组织一些活动，
形式越来越丰富，像元宵节包汤圆、端午
节包粽子等，主要是让孩子们放松放松，
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昨
天中午，励红美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这样说。

与孩子们单纯的快乐不同，家长们想
得多了点，有个妈妈在家长群里点评说：

“妈妈们都太有心机啦！临近立夏的一
周，群里还悄无声息的。直到前一晚，大
家才不急不忙地晒出了自己半个月前定
制的蛋套、一周前团购的鸵鸟蛋、前一晚
效仿田忌赛马制定的战术……这跟读书
时学霸最爱说的‘也没怎么复习，考试碰
运气吧’有什么区别？”

对此，网友们也是各种说法，“去年我
同事给儿子买的是鸵鸟蛋，结果拿到学校
后，没一个同学愿意和他玩，小家伙很失
落，今年无论如何也不要了”；“幼儿园拄
蛋游戏结束后，老师要求小朋友们把蛋吃
掉，我女儿去年准备的鹅蛋吃不完，今年
再也不要带鹅蛋了”……

“拄蛋习俗带给孩子的是一种快乐，
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一种幸福生活的元
素，这就够了。我们小时候物质生活并不
富裕，更没有鸵鸟蛋、珍珠蛋，但我们的童
年很快乐，这离不开民俗的作用。像拄蛋
游戏，重要的是大家一起玩、一起吃蛋，并
不是非得拿‘蛋王’。”周静书说。

记者 俞素梅 朱琳

鸵鸟蛋、珍珠蛋、鸸鹋蛋……拄蛋游戏玩出新高度

宁波立夏习俗，为何这般火爆？
专家称：和民俗进校园有关

昨天是立夏，记者的朋友圈被各种“蛋”刷屏。不光孩子，成年人也在玩拄蛋！立夏习俗为什么那么火爆？我市民俗专家
周静书认为，这和近年倡导的“民俗进校园”有很大关系，“这是很好的方式，带给孩子们精神的享受”。

幼儿园、中小学校园里，孩子们课间、
午间拄蛋拄得那叫一个欢；

微信朋友圈里，家长们晒出各种蛋：鸡
蛋、鸭蛋、鹅蛋、鸵鸟蛋、珍珠蛋，甚至还有
鸸鹋蛋；

社区活动室里，大妈们也在玩拄蛋游
戏，还让宝宝们体验了一把“称人”的习俗，
有物业在贴心地发放茶叶蛋和蛋套；

中午单位食堂里，大厨们早早端上了倭
豆糯米饭、红烧脚骨笋、茶叶蛋、松花蛋……

昨天，甬城各个角落，立夏的各种习俗
不仅随处可见，更被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玩
出了新高度。心灵手巧的妈妈手工编织了
不同造型的彩线蛋套，或金鱼或洋娃娃等；
擅长画画的爸爸在孩子的立夏蛋上画了各
种图案，有愤怒的小鸡，有大力金刚等。更
有家长为了让孩子加冕“蛋王”称号，提前
几天煮好了蛋，在家里热身了一番；还有家
长在网上买来了“杀伤力”超过鸵鸟蛋的珍
珠蛋、鸸鹋蛋。科普一下，鸸鹋，以擅长奔
跑著名，是澳洲的特产，世界第二大鸟类，
有“澳洲鸵鸟”之称。昨天鸸鹋蛋在淘宝上
的售价飙升至每颗150元到200元。有位
爸爸快乐地吐槽：“如果说立夏节对我有什
么教育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让我在高中毕
业后，又一次对生物学、物理学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当你还在菜市场抢购鹅蛋、鸵鸟
蛋的时候，有人已经不声不响地在淘宝上
下单了鸸鹋蛋。当你还在发愁怎么煮蛋才
不会碎的时候，别人家的‘小龙女蛋’已经
在寒冰床（冰箱里）躺了两天，获得深厚的
内力加持……”

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一边在朋友圈里晒
蛋，一边又撒娇“现在做家长好累”，有位夏
女士笑称“难道明年我还要提前养一只珍
珠鸡不成”，原来，夏女士的5岁女儿在卓越
国际幼儿园海曙园读中班，为了帮女儿一
雪去年立夏拄蛋失利之“耻”，夏女士早在
今年4月初便通过网购等渠道准备好了比
普通鸡蛋硬上好几倍的珍珠蛋，没想到女
儿在昨天的班级拄蛋初选赛中就输了，事
后夏女士才获悉，和女儿对拄的那个小朋
友，拿的是自家养的珍珠鸡下的蛋，相比外
面买来的要硬得多！“可我也不至于提前在
家养只珍珠鸡吧？而且，按照现在这情形，
明年恐怕连珍珠蛋也要被淘汰啦，因为越
来越多的家长发现了这一招……”夏女士
笑道。

先玩拄蛋游戏，立夏蛋拄碎后吃掉，这是宁
波人家喻户晓的习俗，小时候都是这么玩的，但
对于很多新宁波人来说，第一次碰到“明天让孩
子带个蛋来学校”的作业就感到莫名其妙了。

老家陕西的邹女士大学毕业来宁波工作
已有10年，结婚生子后，碰上了幼儿园老师让
孩子带立夏蛋的作业，“我这个北方人对拄蛋
一点概念都没有，编蛋套也是请其他家长帮我
弄的。”她说。鄞州区五乡镇贵玉小学是一所
以外来务工子女为主的学校，副校长励红美告
诉记者，早几年学校让孩子们带立夏蛋来的时
候，“有些孩子带来的竟是生鸡蛋”，这些年情
况好多了，越来越多新宁波人了解了宁波的节
庆文化和传统习俗。

那么，拄蛋是宁波特有的立夏习俗吗？“这
倒不是，拄蛋习俗在浙江省还是比较普遍的，
包括舟山、绍兴、台州等地都有，其他地方也有
类似的游戏，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可
能在一些细节方面会有所不同。”民俗专家、宁
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周静书告诉记者，舌
尖上的中国、节气都离不开吃，立夏是二十四
节气之一，北方在这一天流行吃粥，立夏粥的
食材很丰富，南方在这一天流行挂蛋，给小孩
子挂上煮熟的蛋，南北方都寄托着祈福保平安
的愿望。

除了吃蛋、拄蛋，宁波立夏这一天还有吃
倭豆糯米饭、红烧脚骨笋、松花蛋、软菜等习
俗。“这些吃的习俗也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变
化。比如我小的时候，立夏这一天要吃枣，有
红枣或黑枣，前一天晚上我妈妈煮好，立夏这
天早上当作早餐吃，说是可以保护眼睛、提高
视力。这有没有科学依据就不知道了。就像
宁波老话说的，吃了脚骨笋，脚骨会健；吃了软
菜（又叫‘莙荙菜’），腰板会硬。不管有没有科
学依据，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时令菜蔬都是
好东西，吃了肯定是有营养的，所以民间会有
这种说法。”周静书说。

倭豆糯米饭据说是由“五色米饭”演变而
来的。旧时立夏，宁波民间用赤豆、黄豆、黑
豆、青豆、绿豆等五色豆拌白粳米煮成“五色米
饭”，称之为立夏饭。后来立夏饭原料变成了另
外五种食物——蚕豆、大豆、竹笋、芥菜，外加酱
肉或咸肉。到现在，则变成了倭豆咸肉糯米饭，
简称“倭豆米饭”。“至于松花蛋，是米粉做的一
种椭圆形的蛋状点心，表面沾上松花粉，里面有
芝麻馅或豆沙馅。在食物短缺的年代，鸡蛋并
不是家家都有的，立夏蛋也并非人人都吃得上，
所以就用米蛋来代替。”周静书说。

网上买来各种蛋
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拼了

拄蛋并非宁波特有
这一习俗全省普遍存在

新城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玩拄蛋游戏。通讯员 张国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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拄蛋游戏进校园
不求第一只为快乐

中河街道幼儿园风格园区，小朋友人手一枚鸵鸟蛋。钟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