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赶集汇 热闹又实惠
———高邮市2016年非遗项目及传统老行当展侧记

□ 金 婧

10日至 11日，盂城驿景区馆驿巷牌楼下
人潮涌动、热闹非凡，由市政府主办，市文广新
局、盂城驿景区管委会承办的“浓情端午 非遗
赶集汇”高邮市 2016年非遗项目及传统老行当
展在这此隆重举行。一场场精彩表演、一件件传
统工艺、一道道特色美味，给人以视觉、听觉、味

觉等多重感官享受。
现场，由各乡镇、部门遴选的文艺节目轮番

上演，吸引了许多城乡市民前来观看。《黄黄子》
《高邮西北乡》《放鸭歌》等高邮民歌，一首接一
首，欢快动听；舞蹈、太极、瑜伽表演，配上古筝、
二胡、古琴演奏，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文化和现代

文明气息。除了文艺节目表演外，最吸引人眼球
的要数各地传统民俗巡游活动，临泽高跷、临泽
狮盘吼、卸甲送亲奶奶、卸甲河蚌舞、甘垛舞龙
等民俗展演，吸引了许多“手机族”纷纷拍照留
影。表演者的服饰艳丽，妆容醒目，动作夸张，再
配以喧闹的锣鼓声，极富舞台感染力。上了岁数
的人都觉得十分亲切，而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
们也看得津津有味，仿佛这些表演者是从老照
片中或者是从影像资料中走出来一般。

就在大家看得如醉如痴之际，舞台的另一
侧突然传来一声轰响。原来是有人展示老行
当———炸炒米。只见炸炒米人将头小肚大、尾巴
上带着气压表的高压铁罐放置在煤炉上不停地
转动；随着炉火升温，罐内气压也在逐渐升高，
达到一定数值后，炸炒米人便扳动机关；随着

“砰———”的一声巨响，铁罐内的大米便变成了
爆米花，喷向铁罐另一头的一条长口袋内；随即
现场烟雾缭绕，一片欢腾。

现场记者还看到有人在制作豆腐脑、棉花
糖，捏糖人、面人，摊前围满了许多大人小孩。有
的孩子经过这些摊位就不肯走了，好奇地睁着
一双大眼睛，硬缠着家长买一个，家长们大多会
有求必应。有的家长还会买一些三垛方酥、界首
茶干、菱塘鹅、菱塘馓子、草炉烧饼、糜饭饼、钱
记蒲包肉等土特产带回去。“草炉烧饼是我爸爸
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做的，烧的是草料，纯天然绿
色食品。”草炉烧饼摊位的一位大姐告诉记者，
他们早晨七点多就从湖西新区天山社区赶来

了，一个上午的功夫，两百多个烧饼很快就销售
一空了。为了向大家示范草炉烧饼的吃法，这位
大姐还特地带了事先油炸的烧饼和一锅老母鸡
汤。“在碗里放几个烧饼块，再浇上鸡汤，美味营
养又健康。在我们那，许多人买鸡和烧饼给做月
子的人吃。”

家住开发区的顾永安今年 88岁，是补锅、
补碗、补缸第三代传承人。他说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提高，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再找他补锅了，他的

“老伙计”也快生锈了。顾永安身边的藤匠俞福林
一刻也不停地编织着藤椅。一位围观的市民向他
打听家中坏了的藤椅能否修时，俞福林说：“会织
当然就会修，你只需到北门大街找我就是了！”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省“非遗”项目———高邮
咸鸭蛋制作工艺：将洗好的鸭蛋先放入黄泥盐
水中“洗个澡”，再放在草木灰中滚一圈。这样处
理后的鸭蛋放置 25天左右的时间就算腌制好
了，煮熟了即可食用。据现场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参加展演的国家、省市等各级非遗项目
有 40多项。

家住新华园在镇江工作的小年轻陈醒一大
早就被震天的锣鼓声吸引过来。他边看边用手
机将这些非遗项目、老行当拍下来发到朋友圈
中，得到许多好友的点赞。有朋友问他这是哪
里，陈醒自豪地说：“这是我的家乡———高邮！”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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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鹅肉飘香 菱塘美名扬
———第二届江苏高邮菱塘老鹅节暨第八届江苏省创新菜烹饪比赛（清真美食专场）开幕式侧记

□ 朱根榴 夏慧

8日上午，菱塘回族乡民族广场美食飘香、
人潮如涌、笑声连连，以“百年传承菱塘鹅，梦里
回乡最美食”为主题的第二届江苏高邮菱塘老
鹅节暨第八届江苏省创新菜烹饪技术比赛（清
真美食专场）在此开幕。盐水老鹅、黑米老鹅粽、
牛肉丸、绿豆糕、羊肉串、菱角、京果等诸多美食
一一亮相，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让食客们垂涎欲
滴。

商家：现场制作，炒热气氛
当天上午8点30分许，记者在菱塘回族乡民

族广场上看到，虽然老鹅节还没有正式开始，但
各商家已在各自展摊前卖力地宣传起自家美
食。有的甚至还带来了烹调工具，现场制作，供
食客们品尝。各种美食冒着腾腾热气，泛着诱人
色泽，飘着馋人清香……

在10多个展摊当中，最具人气的要数菱塘
大酒店展摊。身穿黄色“龙褂”、头戴白色厨师帽
的菱塘大酒店总经理丁浩昌在人群中尤为显
眼。他站在一口木制大锅前烹制着盐水老鹅，数
十名食客围在其周围好奇地观看着，还不时提
出一两个小问题。“我这个汤底秘方是祖传下来
的，有近百年的历史，烹制老鹅的锅也是选取百
年老木制成的，所以烹制出来的盐水老鹅口感
特别好，大家都来尝一尝、品一品……”丁浩昌
热情地吆喝着。记者注意到，在看过老鹅制作过
程后，不少食客纷纷掏腰包，买只老鹅尝尝鲜。

“生意特别好，一个多小时就卖了百来只，特别
开心。”丁浩昌笑着告诉记者，他们酒店还参加
了全鹅宴制作比赛，许多成品菜被放进鹅宴展
示区进行展示。

除了现场烹制盐水老鹅，菱塘回族乡本地
乡民毛正兰和她的小姐妹们还在自己的摊位前
包起了粽子。三片粽叶轻轻松松捏成了一个“漏
斗”，放米、放肉、再放米，然后定型、系绳，不到
两分钟一只精致小巧的粽子就完成了。除了家
常的蜜枣赤豆粽子，毛正兰和她的小姐妹们还
自创了一款独特的粽子。“粽子谁都吃过，但今
天是老鹅节，就得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们品
尝到不一样的粽子。”毛正兰指着手中的粽子为

记者揭秘：她们的这款粽子除了用的是黑米，最
特别的地方就在于粽子馅是用盐水老鹅。“包好
的粽子已经上锅煮了，一会儿可以尝一尝。”

尝过黑米老鹅粽，一股浓浓的牛肉香扑鼻
而来。循着香味，记者来到了马氏排酸牛羊肉摊
位前，工作人员正在现场烹制牛肉丸子。“我们
今天带来的主要是牛肉制品。”马氏排酸牛羊肉
摊负责人马艳霞告诉记者，在去年菱塘回族乡
举办的清真美食节上，她们公司生产加工的牛
羊肉制品卖得特别好，所以这次老鹅节她们公
司也积极来参展。

除了菱塘老鹅，来自扬州、南京等地的食品
加工制作企业还给食客们带来了盐水鸭、绿豆
糕、京果、千层油糕等清真美食，让大家大饱口
福。

食客：边玩边吃边拍，不亦乐乎
在人群中，记者注意到，许多前来游玩的本

地乡民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经受不住美食
的诱惑，已经开吃了，左手一个鹅翅，右手一个
粽子，吃得不亦乐乎。

刘忠爱是一名来自扬州的游客，一个偶然
的机会，她从报纸上得知菱塘回族乡在6月8日
至10日举办老鹅节，就邀了几个朋友一起到菱
塘寻觅美食。“我就是冲着老鹅来的，刚一下车
就买了鹅心、鹅肝、鹅翅等用盐水卤制的小吃。”
刘忠爱吃着手中的鹅翅，眼睛还不停地寻觅着
其它美食。“菱塘老鹅果然名不虚传。”

“我是菱塘人，今天和同学一起来品尝一下
家乡美食，也感受一下清真饮食文化。”手上拎
着粽子、羊肉串、鹅杂等美食的高一学生郑龙告
诉记者，由于高三学生高考，学校放假，他才有
机会来参加老鹅节。“今天的老鹅节可以用三个
词来形容，人多、食美、气氛佳。”

“咔嚓、咔嚓……”来自扬州的78岁的戴邦
诚拿着手中的单反相机不停地拍摄着。“来菱塘
已经有好多次了，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来了
还想来。”戴邦诚说，他爱好美食和摄影，美食节
不仅可以让他品尝到各式美食，拍到各种有意
思的照片，还可以结交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我刚刚还和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小伙拍了照
片。”

“明天就是端午了，今天就是趁着老鹅节来
买只正宗的盐水老鹅回家尝尝鲜的。”来自高邮
城区的王丽告诉记者，除了自己买，她还得给她
的同事带几只回去。“我已经在菱塘大酒店摊位
订好了，现在就等老鹅出锅了。”
外国友人：剁老鹅、拉拉面，感受回乡风情

在众多游客中，最吸引眼球的还要数一群来
自多个国家的外国友人，他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还和制作美食的师傅们学起了剁老鹅、拉拉面，浓
浓的回乡风情让他们惊叹连连，拍手叫绝。

“这个羊肉串真是太好吃了。”一位来自德
国的帅气小伙举着手中的羊肉串，用不太熟练
的汉语开心地告诉记者，虽然他是第一次来到
菱塘，但他感觉这里的人很热情，许多人还邀请
他一起合影留念。“接下来，我还想品尝一下今
天的主角盐水老鹅。”

在全鹅宴展示区，一位来自乌克兰的美丽
女孩拿着DV仔细地拍摄着一道道美食。“Itis
amazingandbeautiful.”乌克兰女孩惊奇地表示，
很难想象用鹅能制作出这么多道不同的美食。
除了品尝美食、欣赏美食外，外国友人们还和中
国厨师们学起了剁老鹅、拉拉面。在一位有着多
年烹饪经验的师傅的指导下，一位来自巴基斯
坦的小伙拿起刀，小心翼翼地剁起了一只烹制
好的老鹅，先剁头，然后将鹅身一分为二，再剁
成均匀的小长块……“Veryinteresting.”巴基斯
坦小伙激动地说。

学过了剁老鹅，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男孩还
自告奋勇地跟一位拉面师傅学起了拉拉面。只
见他两手拿着面团两端往两边抻拉，面条拉长
后，回折一次，再往两边抻拉，如此反复，拉好的
面条柔韧绵长，粗细均匀。“itistoodifficultfor
me!”虽然没有成功，但加拿大男孩依然很开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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