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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糕，寓意“年年登高”，是很多地方民间百姓
年夜饭中的主食。而宁波人爱年糕，超出了外地人的
想象。

据说，老宁波人家家户户都会常备一整缸的水，
里面就浸泡着年糕。在“中国年糕之乡”宁波慈城，
年糕凝聚了这里老百姓千百年来的智慧和勤劳。“年
糕年糕年年高，来年更比去年好。”吃年糕，不仅是
吃一口记忆中的传统年味，更是吃的一种文化、一种
习俗和一种传承。

现年86岁的谢大本师傅，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慈城水磨年糕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依他总结，
慈城年糕的独特之处有三点。首先是原材料的考究，
慈城年糕选择当年新产的晚粳米制作，不能使用糯
米、江米等其他米类。“这样做出来的年糕吃起来是
滑糯的，久煮不糊，且不沾牙。”谢大本说。

第二个独特之处是水磨的制作工艺，这是慈城年
糕好吃的关键，据说是清末同治年间，一位名叫陈培
基的农民从水磨豆腐中得到了启发，延伸改良出来
的。“干磨年糕做出来口感是粗糙的，慈城水磨年糕
嚼起来则是糯软滑爽、筋道实足。”谢大本细致介绍
了水磨年糕的步骤：制作年糕时，先把米细选洗淘，
之后用水浸泡3至4天，或更长时间。接着和水磨成
米浆，榨去水分至不干不湿恰到好处，搓成细小颗
粒，随后置蒸笼中猛火蒸透，再将蒸熟的糕花盛于石
捣臼内反复捣舂，至糕团弹性光鲜，闻之香气扑鼻，
然后即可以个人所好做成大小均匀的条状年糕，也称

“银条年糕”。
谢大本口中慈城年糕的第三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它

的文化内涵。相传在春秋末年，伍子胥曾于慈城作
战，临死前对部下说：“如果国家有苦难，百姓断
粮，你们到城墙下挖地三尺可得到粮食。”伍子胥死
后，他的部下被越军包围，城中断粮已饿死不少人，
这时有人想起伍子胥的话，挖了三尺多深的城墙，果
然挖到了许多可吃的“城砖”即年糕，结果打了胜
仗。原来是当年伍子胥在慈城督造城墙时，已做好了
屯粮防饥的准备。此后，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会做好
年糕，以备在除夕当夜以吃年糕来纪念伍子胥，更为
迎接新的一年讨个好彩头。

谢大本介绍说，在慈城人的年俗活动中，也都少
不了年糕。比如，腊月二十四至年底，慈城人掸尘之
后就是择吉日“谢年”，意思是谢天谢地保佑一家人
平安团圆、来年风调雨顺，“谢年”仪式就会摆上年
糕。还有“饭富”，大年三十这天，慈城每家每户都
要蒸好几斗米（一斗为15斤）的米饭，铺在一个大
竹篮中，上面放些红枣、年糕，摆在堂前，寓意着丰
衣足食。大年初五这天迎财神，北方人多是吃饺子，
慈城人的习俗则是吃财神酒、喝年糕汤。

慈城年糕的吃法有很多，煮、炒、炸、片炒、汤
煮等，且咸甜皆宜。当地民谚“糖炒炒，油爆爆，吃
得嘴角生大泡”，说的是糖炒年糕。“荠菜肉丝炒年
糕，灶君菩萨伸手捞”，则说的是荠菜年糕。“慈城人
早餐会喝上一碗年糕汤，炒年糕也是逢年过节一道必
不可少的下酒菜。”谢大本说。

现在，来到慈城古镇，可以体验年糕主题餐厅，
也能参观年糕历史陈列馆。为大力保护并弘扬慈城水
磨年糕手工制作技艺，慈城每两年举办一次大型“年
糕文化节”，有舂年糕比赛、年糕切片比赛、垒年糕
比赛、中外人士做年糕迎新年等活动。在糯米特有的
浓郁香气中，游客们可以上手亲身体验用石臼舂年
糕，也能通过摘、搓、揉，做出状如猪、羊、鱼、元
宝、如意的年糕，还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特色民俗
小吃。

在2005年第二届年糕节上，谢大本他们曾做出
长5米、宽1.15米、高0.35米，重2300公斤的“最
大水磨年糕”，并创下吉尼斯纪录。据说，这个
大年糕能供3000余人吃上一天，由18位师傅加
班加点整整做了5天才完成。“后来因为实在
太大，人们吃不完，剩下的年糕就酿成了酒，
就这样喝了两年都还没喝完呢！”说到这里，
谢大本开心地笑了。

慈城年糕传承人谢大本：

吃年糕 年年登高
本报记者 李冰洁

拨通非遗项目武强年画国家级
传承人马习钦的电话，那头的他还
在忙碌着。“有1万张年画的订单需
要完成，怕是忙到除夕也不一定能
完工了！”朗朗的笑声中，不是负担，
反是快乐。

制作年画，最忙的时节自然是
年前。这样的情形，对于马习钦来
说，曾经很是习以为常。上世纪70
年代，他就在年画厂跟着师傅做年
画，临近春节，忙碌是常态。武强县
隶属衡水市，位居河北南部，但武强
年画，当时最大的市场却在山西、内
蒙古等地。

“那时的年画，既是传承下来的
古老习俗，也有实用功能。比如窗户
纸以旧换新后，贴上年画中的窗画，
增加保暖，更增添喜气。”我国北方
的农村，一般在腊月二十三打扫屋
子后，家家户户便开始张贴年画，内
容、形式非常多样。年画在喜迎春节
的喜庆氛围中穿越历史，一路走来。
马习钦说，“年画是春节期间的重要
消费品，消费终端在农村，因此乡土
味也非常浓厚。除了上面说到的窗
画，还有灯笼画、炕围画、堂屋画、对
联画、门神画、灶王爷画，以及许多
民间信仰的内容，比如迎接灶王爷
的、接过世的三代宗亲‘回家’过年
的等等，固定时间张贴，固定时间也
会烧掉，寓意‘送走’。”

据史书记载，产生于宋元时期
的武强年画，到明清已经颇具规
模。武强县城南关形成全国最大的
年画集散中心，周边数十个村庄的
农民多以年画为副业，农忙务农，

农闲印画。但渐渐地，随着社会发
展，传统的年画没有了市场。一段时
间内，哪怕是过年时节，连他生活的
河北省衡水市下辖的武强县，村民们
也鲜有购买年画的了。被称为“活化
石”的武强年画，该怎么传承下去？
马习钦曾经很是担心。

“幸运的是，经历了一些年的低
谷，传统文化迎来了复兴的春天。”马
习钦说，近几年，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
化，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创新形式和内
容，武强年画的匠人们也积极开展创
作和传承工作。“年画增加了装饰、教
育、艺术欣赏、收藏等功能。比如今年
春节的订单，有一部分是传统的吉祥

喜庆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体现仁义
礼智信的新形式。还有，原本传统工艺
中并没有的生肖年画也越来越火。”

说话间，他通过微信传来一张老
虎的年画，画面上，一只大老虎和一只
小老虎侧身相对、正面而立，老虎妈妈
威风凛凛，小老虎酣萌可爱。马习钦
说，正逢农历虎年，传统意义上，老虎
又有镇宅辟邪的好寓意，因此，老虎为
图案的年画，今年分外“火”。

身为国家级传承人，如何传承好
这项老祖宗留下的技艺，马习钦思考
着，也在践行着。平时，他在多所中
小学担任校外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
年画工艺。但毕竟武强年画工艺复
杂，需要较强的美术天赋和功底，绘
画、雕刻、印刷技能缺一不可。孩子
们在现场的刻板上印刷勉强能学会，
绘画和雕刻都需要较长时间的练习。
好在，他还亲自带了几个徒弟，都已
经是学习了十几年的“老手”，也都
是从爱好出发，勤勤恳恳，基本能做
到以此养家。武强的年画博物馆中，
经常可以看到马习钦和他的徒弟们，
或默默创作，或为游客以及来研学的
中小学生们现场讲解。

忙碌中，新的一年就到了。马习钦
说，以往这时候，都会去各地参加各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现场，红红火
火的年画总是卖得不错。疫情之下，虽
然少了活动，但传统文化的回归还是
可见的。他期待着，手中赶制的这1万
张年画，张张都能贴出武强年画的精
彩魅力，贴出武强年画的艺术价值，也
贴出这项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给
中华民族传统春节的恒久祝福。

武强年画传承人马习钦武强年画传承人马习钦：：

贴出春节好祝福
本报记者 李寅峰

侯雪昭的手
似乎是不停的 ：
每 天 只 要 吃 过
饭 、 干 完 家 务
活，她就会拿起
自 己 的 “ 老 伙
计 ” —— 剪 刀 ，
没有草稿，直接
开剪。平平无奇
的一张红纸，被
她几个对折，左
剪个半圆，右剪
个三角，动作随
性又自然，外人
显 然 看 不 出 门
道，她却是成竹
在胸。十来分钟
后 ， 展 开 那 张

“ 千疮百孔”的
纸，竟是一只手
捧葫芦、前来送
福的小老虎。

春 节 还 未
到，侯雪昭的家
里已添了 100 多
只“小老虎”，它
们或跳或跑或卧
在窗花里，各个
都不重样。若问
侯雪昭脑海里咋
有这么多花样，
她只是朴实地憨憨
一笑，“就是自己
瞎琢磨，随手剪
的。”

“瞎琢磨”看
似是一句“凡尔
赛”，实则离不开
她 60 余 年 的 累
积。七八岁时，在
外婆和妈妈的熏陶

下，侯雪昭有模有样地拿起剪刀。“我外婆
手非常巧，不仅能剪窗花，还能做荷包、做
虎头枕。每年过春节，村里的乡亲们都会来
找她。她剪大窗花，我剪小窗花，就这样一
年又一年。”在侯雪昭的记忆里，每年过
年，村里都是一片红火。家家户户都会贴窗
花，一来避邪，二来喜庆。

“过去，人们认为年是一种怪兽，很
害怕红色。于是，红色的窗花安排上了。
不知不觉间，剪纸也成了年味的一种象
征。”侯雪昭说。安塞剪纸是流行于陕西
省延安市安塞区的一种民间艺术，2006
年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单。
大凡喜庆的日子，安塞妇女都要铰剪纸、
贴窗花。在过去，临近年关，家家户户新
糊的洁白窗户纸上贴满了红色的剪纸作
品，线条粗犷明快，寓意单纯质朴，充满
对平安吉祥的祈望之情。

“我当年嫁到马家沟村时，听说村里的
李秀芳老师剪纸特别厉害。干完农活以后，
我扛着锄头就去她家拜访。”走进李老师家
的窑洞，侯雪昭真是开了眼界，那些技艺高
超又花样漂亮的剪纸作品令她称羡不已，她
下定决心、拜师学艺。

安塞剪纸不仅造型美观，剪工精致，而
且具有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侯雪昭越学越
喜欢，技艺也逐年精湛。“没想到，我还因
为剪纸走出村子、走出国门。”1994年，她
随团到奥地利进行文化交流，现场一番窗花
盲剪，惊呆了不少外国友人。“我的手速很
快，一个歌舞节目结束，一幅剪纸作品就好
了，一个节目一幅剪纸，有鸳鸯有蝴蝶，外
国观众都很喜欢。”

从当年外婆的启蒙教育，到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李秀芳的悉心教导，如今，已成为延
安市安塞剪纸非遗传承人的侯雪昭，也在努
力将剪纸技艺传承下去。

“我办培训班、开讲座，现在安塞的不
少小学生都在学剪纸。剪纸这项技艺的传
承，我真的一点不发愁。”侯雪昭说。她的
儿女、孙辈们更是得到了很好的言传身教。

侯雪昭家是名副其实的非遗家庭。她会
剪纸，她的爱人会另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

——安塞腰鼓，家中的5个儿女都是
腰鼓教练，能跳也能剪。“一到过
年，他们舞腰鼓，我的儿媳们、孙辈
们剪窗花，要多热闹有多热闹！”侯
雪昭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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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张忠贤家中热闹非
凡。腊月22日，上口子高跷国家级
传承人张忠贤照例自掏腰包，杀了
三头年猪，请忠贤文化艺术团的全
体演员提前吃了一顿团圆饭。忙碌
中，他还不忘叮嘱学艺的孩子们：

“这段时间师傅教你们的，自己要多
琢磨、多练习。一会吃完饭，一人拎
十来斤肉回家好好过个年。”孩子们
围在张忠贤身旁，异口同声地说：

“知道了，谢谢师爷！”
过年了，大家一展身手的时候

到了。这顿团圆饭，也相当是一次
总动员。这不——艺术团接到了山
西长治的演出邀请，在疫情防控工
作允许的情况下，正月初六，张忠
贤会带团赴长治表演传统的上口
子高跷，把辽南人民的热情与春节
民俗文化带过去。

高跷（又称“高跷秧歌”），在辽
宁省盘锦市上口子村已传承300余
年，上口子高跷秧歌在当地人尽皆
知。自康熙十二年，兰小二在上口子
拉起“兰家班”，上口子高跷秧歌应
运而生。每逢春节、元宵节等中国传
统节日，辽南一带就锣鼓喧天，盛况
非凡。如今上口子高跷秧歌已成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庆丰收、
祭祀外，春节期间为乡民表演更是
高跷秧歌队的一项固定活动。

张忠贤是上口子高跷秧歌的第
六代传承人。从第五代传承人
仉振手中接过担子后，他殚
精竭虑将快要散掉的
摊子重新聚了起
来，后来，又成立上

口子忠贤文化艺术团，让这项古老的
民间艺术再次有了核心团队。

这份责任，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我小时候过年没别的娱乐项目，就等
着看村子里的高跷秧歌表演，他们一
表演，我就围过去看，每年得热闹这么
一回，才算是有年味。”张忠贤回忆着。
年年看，年年听，16岁起，他就跟着村
里的老艺人杜显文学习高跷秧歌技
艺。此后，每逢过年，便坐着马车、皮卡
外出表演，逐渐成了童年记忆里给大
家带去热闹的那个人。

张忠贤说，高跷秧歌是“雅如俗
出，俗中见雅”的艺术，结合评剧、杂
技、舞蹈中的元素，以演员“扭”“浪”

“逗”“相”的方式呈现出来，粗犷中不
乏柔细腻，泼辣中尽显柔情，表演风格
喜庆，富有辽南特色，具有极高的观赏
性。也因此，历年春节走南闯北地表
演，总是备受欢迎。这也给他带来很多
幸福。有一年，伴着送行的鞭炮声，他
们从盘锦一路向南到东莞，出发时大
雪纷飞，他却一点也不觉得冷，心里满
是期待。

但这种幸福是沉甸甸的。笑着哭，
是艺术团演员们大年三十的常态——
为高跷秧歌的传承笑，为不能与家人
团圆的遗憾哭。

张忠贤记忆里，在外过年最难的是

让大家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水饺。南方过
年没有吃饺子的习俗。那次在东莞，上
午表演完，他就琢磨给大伙过个有家味
的年，结果走到天黑才找到一家年三十
营业的饺子店，才算是赶上了。

“我都二十多年没在家过年了，总
是年前出发，正月过完元宵才回。除夕
晚上大家难免都想家，想亲人，但吃一
碗家乡的饺子，舞一段高跷秧歌，心就
离家近了。”张忠贤说。

近几年，因为疫情演出少了，以更
多的方式推动上口子高跷秧歌的传
承，是张忠贤最上心的事情。他不仅在
戏曲、服饰、表演技巧上进行创新，推
出了《飞人》《向阳花》《大飞轮》等新节
目，还未雨绸缪，作出“从娃娃抓起”的
决定。张忠贤说：“我现在已经踩不动
跷了，老艺人年纪也越来越大，只有从
孩子抓起，高跷秧歌才不会断，才能长
久地传承下去。”

现在忠贤文化艺术团一共有150
余人，为了鼓励孩子们来学习高跷秧
歌，张忠贤采用以老带新的师徒制方
式，一对一免费辅导。寒暑假孩子们来
学习高跷秧歌一天往往要训练10多
个小时，高跷是实木的，长1.2至 1.3
米，磕着碰着很难避免。张忠贤看着心
疼，自己上市场买了厚地毯，托儿子从
市里寄厚护膝。孩子们调皮，张忠贤就
每天跟着看，坐在前面镇场子，临近中
午才回家帮老伴给大家张罗午饭。

采访结束时，只听到锣鼓响，唢呐
起，头跷马鞭一挥，定调清

场。年的味道已经扑面
而来，春节就在眼前了。

上口子高跷传承人张忠贤：

踩上高跷舞起来，过年才有味儿
本报实习生 李婷

张良军张良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