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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寻笋香
钟芳

有船坞、骑楼，也有咖啡馆和艺术中心

沙坡尾，渔歌又响
钟自炜

银装素裹 李陶(安徽) 摄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中

曾赞“冬笋最美”，他写道：“过年

的时候，若是以一蒲包的冬笋一蒲

包的黄瓜送人，这份礼不轻，而且

也投老饕之所好。我从小最爱吃的

一道菜，就是冬笋炒肉丝，加一点

韭黄木耳，临起锅浇一勺绍兴酒，

认为那是无上妙品——但是一定

要我母亲亲自掌勺。”

确实，冬笋略带羞涩的调味，

能使肉的香、酒的醇，淋漓尽致地

呈现，于热气腾腾中活色生香，妙

不可言。

冬笋是时令山珍，以冬至过后

为最好，其肉质细嫩、味清鲜香，

历来被视为“金衣白玉，蔬中一

绝”。我的家乡湖南怀化盛产竹，

四季分明、阳光雨露皆丰的水土，

极宜笋的生长。放眼一个个村落，

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有竹林。俗话

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竹就

有笋。我们当地出产的冬笋鲜脆甘

甜、柔嫩可口，富于鲜美芳香的风

味，备受乡亲们的青睐。

每到冬闲，竹林里常常一派热

闹景象，那是乡亲们来挖冬笋了。

冬笋多长在较深的土层中，非行家

里手不易觉察，这就需要经验丰富

的挖笋高手来指点——依据大竹

根在土层中鞭行之走向，就可判断

笋的位置，一锄下去，十拿九稳能

挖出一个完整漂亮的冬笋来，且不

伤及竹根，可谓手法高妙。

现挖的冬笋剥开笋衣，笋肉洁

白光润，清新肥壮，宛如出水芙蓉

般鲜嫩欲滴，是冬日餐桌上的珍

品。家乡人颇有口福，以腊肉炒冬

笋，两相和美，风味独具，更有香

入骨髓的滋味。这是我们湖南的家

常名菜，也是招待客人美味的佳

肴。腊肉洗净切成薄片，冬笋剥

壳，去老根，洗净切成薄片，放入

沸水中略加焯烫后沥干备用；大蒜

切片，姜、干辣椒切丝待用。油锅

置于火上，蒜、姜和辣椒爆香，下

腊肉翻炒片刻，随即下冬笋片一起

煸炒，加豆鼓、料酒和适量清水，

焖片刻，至汤汁快收干时即可装盘

上桌。冬笋的清香、腊肉的浓香、

豆豉的酱香、大蒜、辣椒的辛香，

恣意弥漫，怎不让人垂涎欲滴？急

急地吃上一口，顿觉齿颊留香、回

味无穷。吃了三十几年母亲做的腊

肉炒冬笋，我从没厌过。这道菜尤

为开胃下饭，那种沁人心脾的鲜

香，令我至今难忘。

以冬笋配排骨炖汤，清润可口

又滋补，亦是母亲的拿手菜。母亲

先将冬笋、排骨洗净斩块，放入砂

锅，加葱姜，淋料酒，注入清水，以

大火煮沸后撇去浮沫，再以文火慢

慢煨炖。这道菜制法简单，并无太

多技巧，凭借的是食材的新鲜与应

季，冬笋能为排骨增鲜香、解油

腻，更能让汤体鲜润回甘、滋味圆

融质朴。严冬时节，热腾腾地吃上

一碗冬笋排骨汤，顿感寒气全消，

胃中熨帖，暖由心生。这股幸福满

溢的滋味烙印在我的味觉记忆之

中，成为难以割舍的家的味道。

流行语中的
时代活力
石羚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符号，流行语

则反映着时代的侧面。前不久，经过

公开征集、专家评选、媒体投票等环

节，《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19

年十大流行语”，“文明互鉴”“区块

链”等热词榜上有名，引发网友广泛

关注。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时间在

语言上不断留下“辙痕”。新表达、新

句式、新修辞为开放的语言系统注入

生命力，有的甚至沉淀为常用语。但

另一方面，有的内涵有限，在网络空

间、娱乐文化中热闹一时后，无法逃

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命运。沉

淀与流失，是语言流变的自然过程。

流行语是一个语言现象，更是一

个社会现象，其中既有个人表达，也

有 宏 大 叙 事 。从 更 大 层 面 看 ，正 如

“区块链”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突破

口、“文明互鉴”向世界宣示交流对

话的中国主张，流行语的变化与国家

发展、社会进步的步伐相伴随。

在生活的场景中，有顺境也有挑

战。流行语中，也自然存在一些带有

情绪的真实表达。今年评选出的“我

太难了”，是一些人面对生活压力时

的真实感受。进一步说，“996”对企业

的 人 性 化 管 理 提 出 更 高 要 求 ，“ 融

梗”与抄袭界限不清倒逼法律进一步

细化，正视流行语中折射出的问题与

挑战，个人才能在克服困难中成长，

社会才能在解决问题中进步，进而激

发出更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年度流行语是一个以年为跨度

的社会观察哨。换上历史的广角镜

头，流行语的变迁展现出时代的变与

不变。以科学技术领域为例，从几年

前的“互联网+”“引力波”，到时下的

“5G”“区块链”，日新月异的革新不

断拓展着生产生活的疆域。从“两弹

一星”“陈氏定理”，到“神舟飞船”

“港珠澳大桥”，中国科技的历史性

跨越，成为新中国 70 年辉煌历程的

生动注脚。流行语持续更新，归根结

底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国家在发展。

新与旧，小与大，变与不变，道出

了流行语背后的辩证法。一个有趣的

现象是：临近年末，很多机构相继发

布了不同版本的年度热词，其选择各

有不同。但无论如何，流行语只能投

射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并不能代表

时代的全部。流行语选择愈多样、变

化愈快速，越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充满

了进步的多样性，越说明中国具有发

展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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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舞台美术展
探索艺术与科技融合

新华社北京 12月 18日电（记者

白瀛）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18 日在北

京宣布，第四届中国舞台美术展于

2020年 7月 23日至26日在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静安庄馆）举办。展览将有

数万件舞台美术作品和逾 300 家展

商参展，以“未来已来”为主题，以国

际化视野探索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中国舞美学会会长曹林介绍，新

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舞台美术展

举办过三次，分别在 1982 年、2003

年、2015年。

据介绍，本届舞台美术展将设置

邀请展展区、独立艺术家展区、院校

教学成果馆、各省份舞美学会展区、

剧场演艺馆、人物造型展区、影视美

术展区、舞台科技馆、新媒体艺术馆、

文化旅游馆、灯光艺术馆、音响艺术

馆、学术论坛区、专业媒体区、人才交

流区15个展区，从行业理论建设、艺

术实践成果、新技术、新设备等多角

度对近五年舞美行业发展现状和艺

术成果进行总结，同时也将多维度地

深入探讨舞美的未来所在。

中国舞美学会品牌部部长郎悦

介绍，本届舞美展将以舞美结合戏

剧、科技、文旅、娱乐、教育等领域，展

现跨界融合的行业趋势，为传统戏剧

行业提供信息分享平台，展现 VR、

5G、全息、3D、动态捕捉等科技的艺

术运用，推出兼容游戏性、娱乐性的

互动体验项目，分享艺术和旅游融合

发展的成功案例，呈现近年舞美教育

成果。

沙坡尾，作为福建厦门开洋通商的重要港口，400 年前就蜚声世界。然而，随着社会
发展，曾是厦门经济中心的沙坡尾日渐衰落，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导入创意产业、融入文化内涵、挖掘本土特色，如今的沙坡尾，成为一座传统与现代
融合、兼具渔港文化韵味和多元建筑风格的“活态博物馆”。

往日繁忙的渔港日渐衰落
改造迫在眉睫

漫步沙坡尾，昔日停满船舶的

避风坞绿水平静，不远处，厦门最高

建筑——世茂海峡大厦的双子塔，

俯瞰着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社区。

对于王耀南来说，沙坡尾是一

段曲折起伏的故事。他是地道的沙

坡尾人，一直生活在这里，见证了沙

坡尾逆袭新生的过程。

这里，依海而生。“沙坡尾是厦

门港的起源地，从清代起就作为避

风港。”王耀南说，因地处厦门岛南

部沙滩的最末端，各处沙子汇流于

此聚集成一段沙坡，因此得名沙

坡尾。

这里，因海而兴。沙坡尾是厦门

起源和渔港文化的见证。沿岸的渔

船早出晚归，每到傍晚，便是南北采

捕、鱼贯而回的热闹场面，街巷中飘

荡着满满的海味。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城

市发展与渔业转型，沙坡尾的本地

渔船大都不再捕捞，这里也随之日

渐衰落。“那时的沙坡尾，狭窄小路

纵横，渔船杂乱地挤在码头，到处都

是淤泥，还有四处乱飞的苍蝇，空气

中弥漫着难闻的鱼腥味。”王耀南

回忆。

改造迫在眉睫，但如何改，成为

一道难题。“在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

的城市建设中，沙坡尾一度被人们遗

忘，避风功能日趋衰减，但难得的是，

这里保留了船坞、锚地、岸线、骑楼等

厦门代表性的渔港特征，它们都是最

直接、最真实的城市记忆。”曾负责提

升改造工作的张世标表示。

2015 年 6 月 10 日，沙坡尾正式

开始封闭整治。“改造工作充分挖掘

沙坡尾作为一座复合型都市渔港文

化遗产的独特资源，尽可能保留原

生态的渔港和闽南特色骑楼文化，

走上一条保护性开发的道路。”张世

标说。一方面，通过整治坞内水域、

保护旧建筑风貌和开发工业产房，

全面复原沙坡尾旧貌，传承古风古

味的昔年渔港；一方面，引进全新业

态，将传统闽南特色与现代艺术感

相结合，打造厦门多样文化的地标。

传统与创意相融、保护与开发

并举，沙坡尾迎来新生。坐在装修别

致的咖啡馆里，细细品味一杯；逛逛

“发呆杂货铺”，跟随风车、斗笠、瓷

杯等老物件来一场时光穿越；走在

避风坞的石板路上，看黄蓝相间的

渔船缓缓摇晃……如今，古味与新

潮兼具的沙坡尾，成为游客心中必

“打卡”的“网红地”。

为历史遗存注入文化创意
提升艺术魅力

2017 年 6 月 18 日，厦门大学建

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师张若曦多了

一个新身份——沙坡尾的首位“一

日馆长”。站在沙坡尾大学路112号

的一栋特别建筑前，她向大家娓娓

道来：“每一层楼有着不同的建筑风

格，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一楼的

花岗岩条石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建筑特色，二楼的水刷石则是上世

纪 80年代的风格，三楼的红砖就更

加现代了，“这种拼贴型的建筑，看

似凌乱，但却代表着沙坡尾发展的

脉络。”

“以前到沙坡尾，都是走马观

花，但今天收获很大，我对沙坡尾的

历史、文化更加感兴趣了。”厦门女

孩赵雅婧说，她看到了一个不曾留

意的沙坡尾。

“建筑是‘死’的，但背后蕴藏的

文化是‘活’的。”张若曦这样解释自

己的初衷。让一栋栋建筑“开口说

话”，张若曦的想法，恰与活动主办

方——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不谋

而合。

“这项活动是我们挖掘沙坡尾

艺术内涵、提升沙坡尾文化魅力的

一次尝试。”厦港街道有关负责人

介绍，所谓“一日馆长”，就是每期

设置一个主题，邀请熟悉沙坡尾的

社会学者、业内专家等，带领参观

者零距离感受沙坡尾这座多种文

化融合的“活态博物馆”。自2017年

至今，涉及民俗、书香、音乐、画意

等多个主题，已成为沙坡尾的品牌

活动。

点亮文化之灯的不仅仅是“一

日馆长”们。曾经的厦门水产品加工

厂，如今有了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

——艺术西区。作为“沙坡尾海洋文

化创意港”项目的第一个改造示范

单元，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的设备

房与仓库，化身厦门首个年轻文化

艺术区。每周都有免费的艺术工作

室活动，每月都会举办大型主题活

动。以艺术西区为代表，古老沙坡尾

成为年轻人的文艺地标。

近年来，沙坡尾正式确定了“文

化+旅游+影视”的产业定位，致力

打造沙坡尾影视基地，仅 2018 年就

吸引近20部影视剧在此拍摄。

复苏记忆和文献中的
本土味，连接当下生活

“曾记得，囝仔时，妈妈定定，带

我去菜市，买着我爱吃的鱼……”在

悠扬的闽南语歌曲《鱼歌》中，沙坡

尾活态展示馆开馆。在这里，不但可

以领略沙坡尾的“前世今生”，今后

还将连接厦港片区内的文化资源，

成为厦港片区文化集散地。

作为沙坡尾文化的会客厅，展

示馆一层为沙坡纪事，将整个沙

坡 尾 的 发 展 历 程 以 时 间 顺 序 梳

理，让游客领略沙坡尾从唐宋至

今跨越千年的文化历史；二层为

渔人故事，主要讲述渔人们在岁

月的磨炼中形成的特有的渔业技

艺、生活习俗。“沙坡尾作为开放

式的街区，一直都缺乏一个综合

展示文化的窗口。我们希望运用

活态展示的方式，让留存在记忆

和文献中的厦门港场景复苏，并

通过跟当下生活的衔接，产生新

的生活美感。”厦港街道党工委书

记王一青介绍。

从硬件设施升级到文化精神塑

造，沙坡尾的改造绝非简单的以新

代旧。“沙坡尾独特的避风坞、渔船

等渔港印记，渔业文化、造船文化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沙坡尾最宝

贵的财富与最大魅力。”厦门渔业史

专家陈复授说。展现在地文化，突出

海洋特色，沙坡尾的改造提升中，对

本土味的重视始终如一。

由 78 岁技艺传承人钟庆丰、

55 岁的彩绘师陈水浪、88 岁的缝

纫师傅阮含笑等联手打造，仅木工

和雕刻就耗时两个月，这艘长达

10.58 米 的 闽 南 地 区 最 大 观 赏 王

船，成为沙坡尾避风坞的重要一

景，以实物展现闽南沿海渔民独特

的习俗。

曾因改造工程而禁止渔船停靠

的沙坡尾避风坞，今年迎来了 8 艘

木质渔船的回归。船身底部装上了

玻璃钢，船上悬挂了彩旗，如今的

渔船变为景观船，成为游客镜头中

的焦点。“这些船是沙坡尾的点睛

之笔。”老船长余龙发说，“将来我

们或许还能提供传统的钓艚船模

型、延绳钓技法展示，让传统捕鱼

场景再现。”

渔歌唱响，渔港新生。再次走在

沙坡尾街头，老厦门人王耀南感觉陌

生又熟悉——精致、文艺、时尚的主

基调让曾经没落的旧码头生机勃勃、

焕然一新，而细细品味，本土文化又

蕴藏于城市肌理中，沙坡尾依旧散发

着让王耀南倍感亲切的海味。

（据《人民日报》）

纪念三星堆
发现90周年大会
在广汉召开

本报讯（记者 赵青）2019 年是三

星堆发现 90 周年。12 月 20 日，由中

国考古学会、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四川省文物局等部门主办，广汉市人

民政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

的纪念三星堆发现 90周年大会在四

川广汉召开。相关高等院校、各省文

物考古研究机构以及四川省内各级

文化和旅游部门、文物部门、文博单

位共计400余人参会。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南兴镇

鸭子河南岸，最早发现于 1929 年燕

家院子，并自 20世纪 30 年代开始进

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1986年发现了

两个祭祀坑，出土青铜人头像、青铜

大立人、青铜神树、金杖、玉璋等数百

件国家一级文物。会议高度评价了三

星堆遗址以及古蜀文明在中国文明

史、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充

分肯定了四川省在文物机构队伍建

设、政策举措创新、重大项目推进、博

物馆建设、科技应用等方面取得的突

出成绩。

会上，新成立的“三星堆研究院”

正式揭牌。

四川“大遗址”
文旅发展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赵青）为贯彻落实

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四次全会

和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加

快推进“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建设，12

月 20 日，四川“大遗址”文旅发展联

盟在广汉市成立。

四川“大遗址”文旅发展联盟第

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广汉市人民政府

市长杜尚武在成立大会上宣读了

《“大遗址”文旅发展联盟宣言》，提出

推进“大遗址”资源共享、品牌共建、

客源共推、市场共治、合作共赢的工

作机制。四川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发

布了“大遗址”文旅品牌建设构想。

据悉，“大遗址”是文化遗产中规

模较大并且文化价值突出的文化遗

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国家的

文化名片，具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

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构成

复杂的特征。四川“大遗址”主要包括

古蜀文明遗址、巴文化遗址，以辛亥

革命、川军抗战、红军长征、将帅故

里、三线建设、抗震救灾为主题的近

现代重要史迹等。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立四川“大遗址”文旅发展联盟，旨

在建立“大遗址”文旅品牌服务标准

体系、区域间旅游市场互惠机制、资

源共享平台与共享机制等，对外充分

展示出四川深厚的“大遗址”文化历

史，推动四川沿线区域的文旅产业实

现联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