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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礼物季

闲时代休

“咖啡行业正在经历着新变革。”近日，
深耕行业近20年的北京泰谷万隆咖啡公司
总经理杨顺关注到了一种新现象：咖啡连锁
店正在国内遍地开花，发展态势如火如荼，
一方面，国外咖啡高端品牌相继进驻中国市
场，主要在一线城市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国
内“网红”咖啡连锁品牌拓店态势迅猛，有的
品牌1年开了上百家店，有的品牌直接下沉
到三四线城市，甚至开进了县城。

“连锁店的风格也打破了人们对咖啡
馆的刻板印象。我们日常理解的咖啡馆，是
一个交际场所，人们在店内堂食消费，享受
慢下来的时光。现在新兴的咖啡连锁店，则
以外卖、外带为主，类似当前国内的奶茶
店，店铺只有几平方米，设置一个接待窗
口。便携化、轻盈化，已然成为就全球咖啡
市场而言颇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趋势。”
杨顺说。

形式的转变，带来的是产品的革新，甚
至诞生了一个新名词——特调咖啡，即把
中国人喜欢的各种食材“花式”融进咖啡。
例如燕窝拿铁，是燕窝＋咖啡的创新搭配，

强调“轻滋补”“轻养生”；夏至姜至，咖啡＋节
气＋姜，很有中国风；麻辣烫风格的美式，加
入了麻且犀利的青花椒，在颜值上也是可圈
可点……现在每个城市开店都会推出对应特
调款，联名款也是不少。

“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90 后’
‘00后’年轻受众的消费需求，在疫情防控形
势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他们喝的是便捷，
是健康，也是创意。”在杨顺看来，特调咖啡将
成为中国咖啡市场的主旋律，相关标准、制
作、器皿等都应随之改变。

“过去在咖啡馆，为了保证呈现最佳口
感，从业者讲究要在 78℃时将咖啡送到消
费者手上。当前，以外卖为主的特调咖啡，
是否还会遵循这种规律？再比如，咖啡馆的
咖啡机价格高昂，贵的能达到十几万元，现
在是否要针对新型口感来研究生产新式咖啡
机？咖啡的制作、容器选材等，也成为值得
从业者考虑的新的课题。”杨顺同样对这一
市场和趋势十分看好。“目前，已有多家连
锁品牌在和我们洽谈合作，有的品牌已吸
引了多轮融资，打造‘万店互联’新概念。”

杨顺：咖啡连锁渐成趋势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趣品

节假日里一票难求

前几天，记者在某论坛上看到
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爱逛博物
馆？”下面的跟帖很多：有人爱历
史，认为博物馆是最直接、最快速
了解一类历史文化的地方；有人爱
收藏，会更偏爱看里面的展品、展
览；也有的人很浪漫，说年轻的时
候和爱人去，年长了带孩子去，可
以一边增长知识、一边拉近感情。

确实，人们越来越爱逛博物
馆，这一点从预约的火爆程度可见
一斑。今年清明节假期，各个博物
馆预约日历下，大都显示着红色的

“约满”二字。
最近，北京新落成开放的几家

博物馆，引起了爱好者小乐的注
意，因为之前总是预约不上，她早
早给自己安排好清明节假期的游览
行程。

历时近3年修建完成的中国工
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是小乐的“打卡”首选，2月初它
带着开馆大展“中华瑰宝——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美术展”，
正式揭开面纱。“工作人员说，展
览共展出1298件（套）工艺美术
和非遗珍品佳作，其中80%的展
品还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呢！”小
乐兴奋地说。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
员、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接受记
者采访，说到国博已收获大批的

“铁粉”“钢粉”时，自豪之情溢于
言表。随后，报社同事也因这篇报
道回忆起外地朋友来京游玩，他们
惊讶于首都最热门的景点是国家博
物馆，等待进馆的队伍直接排到了
大门口。

过去，说到去博物馆，就是
听讲解员介绍各个展品，它们才
是博物馆的“主角”；而现在，博
物馆除了自身藏品、主题展览
外，更通过主题热度展览、讲座
研学活动、开设休闲区域、利用
数字化手段等多元化形式，提升
观众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丰富休
闲活动内容。

比如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小乐驻足
最久的是四层“万方乐奏”展
厅，展示有各种乐器，在“旷古
遗音”板块，除了可以欣赏到晚
唐“枯木龙吟”琴、宋代“鸣
凤”琴等珍品，领略穿越3000多
年的古琴艺术之外，还有两个互
动点：在单个古琴前听该琴演奏
的乐曲，或体验弹奏环形展示区
中间的古琴。“四层走廊阳光房有
拓印、篆刻、书法等内容的现场
教学，我临近中午的时候过去，
正赶上拓印体验，身临其境感受
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魅力，真
的是不虚此行。”小乐欣喜地说。

博物馆“遛娃”常态化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朱先生，
每逢节假日就会领孩子们去各个博
物馆逛逛，“这大概是‘80后’、

‘90后’父母‘遛娃’的普遍方式
吧？”他说。

朱先生的儿子今年6岁，大概
从两岁开始，就爱上了逛博物馆。
小小年纪的他就能对自己去过的博
物馆如数家珍，最喜欢的是北京自
然博物馆，“因为里面可以看恐
龙。”700 余平方米的“恐龙公
园”展厅历来是孩子们的最爱，其
中23只活灵活现的恐龙、两只翼
龙以及一只和最早恐龙生活在一起
的坚喙蜥构成了不同的组合，分别
代表了从三叠纪晚期到白垩纪晚期
不同时期的恐龙世界的面貌。朱先
生说，在对于恐龙的了解程度上，
儿子是他的老师。

除了了解恐龙、爬行动物和多
样生物外，在大厅处购买9张一套
的盖章卡片，前往各个区域盖章，
应该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了，
集齐盖章会让他们很有成就感。朱
先生说，这种博物馆在孩子每个年
龄段来参观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从
最开始的形态吸引，到逐渐了解、
学习的过程，能够丰富孩子的思考
方式、锻炼他们从不同视角看世
界。“自然博物馆值得无限‘打
卡’，这里是集感知学习、娱乐休
闲于一体的好去处。”朱先生说。

曹女士则更爱带孩子去故宫
玩，“大人们游览故宫一般是按常
规的路线走，看看各种展览，孩子

们有他们独特的游览方式。”曹女
士说，孩子爱看 《故宫里的大怪
兽》《我要去故宫》 等书籍，因
此，每次出游前，她都让女儿按照
自己的爱好，规划故宫游览线路。

除了了解故宫历史外，盖章、
主题摄影也是故宫很热门的游览内
容。在故宫，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
年轻女孩，或打扮成“阿哥”“公
主”的孩子们。走累了，再享受一
顿悠闲的下午茶。

趁着春光正好，坐在坤宁宫东
院中，品尝宫廷茶点，是个不容错过
的休闲体验。冰窖餐厅和角楼咖啡
是曹女士常去的故宫休闲区，这次，
女儿提出要喝下午茶，她便带女儿
来到了坤宁宫。“我点了‘万春金福’
拿铁，第一次看到用盖碗盛放的咖
啡，给女儿点了荔枝杨梅饮，又要了
三枚茶点，好吃不贵。”曹女士说，来
故宫不一定每次都看展览，春日赏
花、冬日赏雪，天气好的时候来喝杯
茶，都是不错的休闲体验。

云展览带来新体验

这两年，疫情影响下异地出行
受到限制，而深度的本地休闲游、
博物馆游成为人们旅游休闲的首
选。同时，数字化建设也成为各博
物馆工作的重点，云展览带来“足
不出户观展”的新体验。

说起博物馆线下预约火爆，对
于成功预约的游客自然是乐事，没
预约成功倒也不要紧，线上看展不
失为一种选择。

日前，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
心正式对外开放，据了解，在

《友好往来 命运与共——党和国家
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展》 中，展示
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受
赠、赠送的 670多件 （套） 代表性
礼品。记者本想趁着清明节假期，
一睹那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活
动礼品的风采，但由于“下手太
晚”，没有预约成功。但当记者打开
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的公众号，
惊喜地发现，整个展览的各个部
分、每件展品，都有很详细的图片
配以语音讲解，以及视频介绍，几
乎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就能详细了解
每件展品背后的故事，算是暂时弥
补了不能线下实地观展的遗憾。

当然，线上看展并不是新鲜形
式。目前，VR技术日益成熟，通过
3D扫描拍摄，1:1比例真实还原展
厅，让数字技术为实景展陈赋予更
真实的临场感、更丰富的内容，已
不是难事。比如搜索“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点击“逛·
展览”，选择“线上展览”，观看

“大明督水监之运河迷踪”展，就可
以进入“展厅”并根据路线标识进
行“游览”了。

在高精度三维复原的博物馆虚
拟参观环境中云游览，你可以选择
想去的楼层，也能够快速导览到任
何想参观的点位，并从任意角度进
行观看，具有2D照片和视频无法比
拟的空间感。

许多博物馆已经开展PC端和移
动端的云展览，打破时间壁垒、跨越
空间屏障，不担心没有成功预约，也
不用遗憾平日忙碌错过展览。说不定
有一天，还真能实现在元宇宙里逛博
物馆呢。

找点空闲，逛逛博物馆！
本报记者 李冰洁

清明时节，水乡兴化的居民们，又
撑着船去祭祖了。

兴化位于里运河地区，河湖纵横，
水荡浩淼。当地祭祖有个传统，年长者
要带着纸钱分别到附近人家的坟上去
烧，称为“陸邻”。

祭祀完自己和邻居的祖先，当地
的渔民们又要开始准备祭祀耿七公
了。从淮河流域到黄海之滨，渔民、船
民曾信奉过几个水神，其中影响较大
的要数耿七公了。

耿七公，原来是一位水上抢险救
灾的勇士。耿公，名裕德，在兄弟中排
行第七，宋代东平人，生于大中祥符年
间，官至通判。他在任期间，不断发生
洪涝灾害。耿裕德经常泅水救人。每逢
发大水，他总是带领兵丁抢险救灾，夜
晚在险情多发的航道上悬灯导航。由
于经常在水中打捞，他风寒入骨，积劳
成疾，便辞官疗养。

几乎瘫痪的耿七公，先后在洪泽
湖、高宝兴（沙沟镇属兴化）湖等湖滩
上休养。其间，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划
着小船在各航道上探测深浅曲直，设
立航标灯，让过往船只绕过急流暗礁，
深受广大船家、渔民的敬仰。

到宋代淳熙年间，淮海地区关于
耿七公的神话传到宫廷。皇帝封七公
为康泽侯，以后又加封为康泽敷佑显
侯。从此，洪泽湖到黄海之滨，许多渔
港、码头及沿岸城镇都建有康泽庙，有
的叫耿公祠。至今，淮河沿岸及洪泽、
高宝兴诸湖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耿七公
的故事。

选择在清明节前后祭祀渔业的祖
先，是因为这时鱼已经产完籽。祭祀
完，开捕，可以让渔业资源永续发展。

兴化最北端的沙沟镇是一个渔业
古镇，这里还是江苏省的地理中心所
在地。沙沟镇有渔民世代居住船屋以
捕鱼为生，有网、钩、罩、罱、笼、卡、叉、
簖等十多个捕鱼技艺，并形成生产合
作帮派，从而形成独特的渔业文化。

“古法捕钓十八帮”也由此产生。
比如，簖帮。簖由木桩、毛竹搭配

制成。春季至秋季打河簖，一般设在河
流干道，根据河道大小确定簖的宽度，
两侧设有“八卦阵”，鱼进了“八卦阵”
就游不出来了，“八卦阵”上设有由毛

竹制成的跳鱼箔，防止一些鱼跳出“八
卦阵”。簖拦捕大小多种鱼和青虾，秋
季捕鳗鱼、螃蟹为多。

再看罱帮。罱篙为捕鱼工具，一般
分为大罱和小罱，罱口直径一尺八到
四尺五，罱衣子用棉线织成，两根6尺
左右的竹篙子作罱篙，距罱篙底端约
一尺五处弯成弧形，用一个“∞”字型
铁环套住两篙。一年四季除冻河外都
是在大小河湖荡罱大罱，捕捞大小多
种鱼。夏季捣“星”罩黑鱼，用乒篙捣水
喷响，鱼受到惊吓穿钻水草或翻浑水

“冒星”，花罩或小笼罩罩下，再用小罱
下水去罱，鱼就被罱住，这一过程称之
为“捣星”，捕捞的以鲫鱼为多。

还有老鸦帮。老鸦又称鸬鹚、鱼
鹰，羽毛黑色，有绿色光泽，颔下有小
喉囊，嘴长，上嘴尖端有钩，善潜水捕
食鱼类，被驯化后常立在船舷两侧。通
常，渔民在放出老鸦之前，在其脖子上
套上一个皮圈，以防止它将捕获到的
鱼吞下肚子。渔民捕鱼时将老鸦放出
后，只见它一会儿钻进水里，一会儿又
浮出水面。经过驯化的老鸦捕到鱼后
即跳到渔船上，渔民将其嘴里的鱼取
出。

鼎盛时期，沙沟渔民遍布大纵湖、
高宝湖、洪泽湖等湖荡地区，渔民们将
捕获的各类鱼、虾、蟹汇聚到古镇“鱼
市口”进行交易，带动了地方商贸业的
发展和繁荣。

随着历史变迁，人们对湖泊、滩涂
开发利用力度加大，捕捞区域不断缩
小。如今，沙沟乃至兴化人民逐步走出
一条“走水路、念水经、发水财”的发展
思路，探索出特种、立体、生态等高效
养殖模式，许多专业渔民告别了世世
代代水上漂流的生活，开始了陆上定
居，一些传统的渔具渔法也逐步退出
了历史舞台。

为了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记住乡愁，留住记忆，沙沟镇
政府对古法捕钓“十八帮”进行保护和
传承，总规划近三千亩的古法捕钓十
八帮渔文化体验园正在建设中。将按
原八卦地形地貌规划设置湖心岛、红
色文化区、观赏鱼、食宿游船、渔事渔
具等多个观赏游览体验项目，让遥远
的渔事永远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十八帮共祭耿七公
本报记者 江迪 通讯员 姜正明

又是一年清明时。
对于土生土长的闽南人来说，清

明节和古早味的“润饼菜”几乎可以
画等号。

润饼菜，又被老一辈称为“思乡
菜”，也就是春饼。一层层薄饼里卷
的不仅是美食美味，还有闽南人的故
乡情怀。

清晨，天蒙蒙亮，在泉州郊区小
渔村浔埔，袅袅炊烟已从绿柳围裹的
李春英家的老屋升腾而起。

李春英的祖辈都曾以卖润饼菜为
生，流传下来的是正统的古早味。而在
20多年来的时光里，做润饼菜也早已
成了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随着炭炉一点点升温，李春英开
始捏着手中弹性十足的面团，迅速向
着烧热的平底铁锅上走一圈，一贴一
划，手起手落间就是一个完整的圆。

说话间，不过是几十秒，面糊就
被热力烘干成一张薄薄的面皮，最后
只见她用铲子挑起，一张润饼皮就算
完成了。

“润饼菜好不好吃，其实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润饼皮’的手艺。润饼
皮，要薄，又要有韧性，才是最好
的。”李春英说。

的确，她做出的润饼皮轻薄如同
纸片，轻轻拿起一张，甚至可以透
光，韧度适中，完全不用当心会折
破。

日头一点点升起，李春英的润饼
皮也一层层叠高。不多时，一起完成
的还有她儿媳妇在老屋厨房里忙了一
早上的“成果”——蒸炒炸炖，鱼肉

鸡鸭，厅堂祖先供桌上摆满了丰盛的
肴馔，其中还包括了很多润饼菜需要
的配料，像红萝卜丝、绿豆芽、荷兰
豆丝、豆腐条炒蒜、糖炒浒苔、花生
末等等。

“祭祀礼结束之后，一家人就会
围坐在一起吃饭。”李春英说，为了
方便，家家户户都爱把祭祀礼上的各
种菜肴一齐倒入锅中拌匀加热，然后
拿出碟子铺上一层薄薄的润饼皮，加
入各自喜爱的浒苔、花生末及不同菜
肴，再抹上甜辣酱，双手卷起来就可
以吃了。

“如今除了清明节，许多老泉州
人在除夕也会做着吃。”李春英还告
诉记者，一个个鼓鼓扎实的润饼，还
寓意着包金包银、招财进宝，对家庭
未来寄以美好的祝福。

在闽南，除了润饼菜之外，清明
粿亦是清明节必吃的一道小食。它又
名青团，也是我国南方汉族特色食品
之一。

“绿油油”的清明粿，是用艾草
或鼠曲草做成的，若以糯米粉揉成薄
粿皮，炒小麦磨粉调糖水做馅，还叫

“麦馅粿”；另一种甘薯干磨粉加糯米
浆揉成粿皮，豌豆沙或绿豆沙加糖为
馅，则叫“豆馅粿”。两种粿坯都搓
成小皮球状，抹上食用油，外用高粱
叶包裹，蒸透即成。甜的、咸的、黄
的、绿的，满足着大人小孩的味蕾。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
出城。”午饭过后，身着汉服，穿梭
在老街的年轻人们，亦成为传统节日
里的一道风景。

闽南人过清明 古早味里思故人
本报记者 王惠兵

图为正在制作的润饼皮图为正在制作的润饼皮

在日前发布的《旅游绿皮书:2021~2022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绿皮书》） 中提到，博物馆以其丰富
的藏品、基本陈列及临时展览活动为载体，正在成为市民对话和交流的公共文化空间。尤其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和
各类文博综艺、文创产品的兴起，博物馆从文物陈列机构开始转变为人们游览休闲的场所，参观博物馆也逐渐成为市民休
闲生活的一种新方式。

日前，北京欢乐谷 2022 年春风游园季·国潮文化节
拉开帷幕。本届国潮文化节以“中国，正当潮”为主题，
通过演艺产品升级和主题活动 IP 化、国潮化的双轮驱
动，展现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的独特魅力，引领
东方意象与现代美学的时尚风潮。为期 78 天的活动期
间，将由《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葫芦兄弟》三大经典
国产 IP 坐阵，并举办多元化的国潮国风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国潮文化节京城开炫

片新闻图

在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参观者在拍摄回归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