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
糯米团，五月初五是龙舟节，阿
妈叫我去睇龙船……”未到端
午节，广州大街小巷响起老广
们熟悉的童谣，粽味飘香。而
这段时节也是陈玉彩最忙碌的
时候。

沿着广州黄埔庙头村文成
街一路直走，粽的清香味扑鼻而
来，陈玉彩的彩姐波罗粽店一楼
约 50 多平方米的店面堆满了一
筐筐新鲜出炉的粽子。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黄埔
人，来自云浮新兴，24 岁嫁到黄
埔后才跟婆婆学做波罗粽，因技
艺高超，在 2007 年获得黄埔区
庙头社区波罗粽比赛一等奖。”
提起与波罗粽结缘的经历，陈玉
彩认为是“无心插柳”之事。

2018 年 7 月，陈玉彩被评为
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波罗粽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对于这个头衔，陈玉彩深感
任重：“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做，年
轻一辈更不会做了。”为了让波
罗粽走得更远，陈玉彩将每月农
历二月十一至十三波罗诞的节
庆食物波罗粽挪到端午节售卖，
通过创新多元口味，打开年轻消
费群体的味蕾。

4-5 月期间，陈玉彩从每天
早上 7 时开始一天的包粽子工
作。

洗 粽 叶 、浸 糯 米 、腌 猪 肉
……包粽前，陈玉彩和店里的阿
姨们一道准备好当天所需的材
料。在陈玉彩看来，包制前的准
备工作决定了粽子味道：“包制
前，需要将芭蕉叶清洗、晾晒、再
清洗，提前浸泡糯米，用秘制调
料腌制肥肉……准备工序繁多，
但这些功夫不能省，粽子是否好
吃就看这些步骤了。”

包制波罗粽考究手艺。只
见陈玉彩娴熟地在粽叶上放一
勺糯米，一勺绿豆，加入肥肉，然
后再铺一层糯米，小心翼翼将粽
叶折叠包制成五角，剪掉其余叶
片，用线绕六圈捆紧。陈玉彩
说：“波罗粽外形看似一座金字
塔，希望大家步步高升。”

看似简单的包制过程，却曾
难倒不少后生们，陈玉彩从日常
进校园教授学生包制波罗粽时
总结了一套技巧：“包制时必须
用粽叶裹实糯米，并用绳子从中
间牢牢地捆绑，横向缠绕六圈后
打结，避免蒸煮过程中，糯米和
馅料完全分离。”陈玉彩坦言：

“这些都是纯手工活，制作难度
并非难以攻克，但需要花费时间
重复工序，反复练习。”

传统的波罗粽选用糯米、绿
豆、肥肉作为馅料，随着市场和
消费群体变更，陈玉彩对波罗粽
口味进行了创新。

金玉满堂粽、传统红豆沙枧
水粽、五谷丰登粽、水晶西米豆
沙 粽 …… 这 些 都 是 陈 玉 彩 自
2008 年 开 店 后 逐 渐 创 新 的 口
味。然而，不变的是，粽子的外
形依旧保留传统波罗粽的五角
形状。陈玉彩说：“五角外形是
波罗粽最大的特色之一，需要保
留和传承，而口味则根据市场需
求做出改变。”在陈玉彩的印象
里，包制有糯米、绿豆、花生、眉
豆、虾米、蛋黄、鲜肉等多种馅料
的金玉满堂粽，已成为仅次于传
统波罗粽最受欢迎产品。

一整天下来，陈玉彩手机响
铃不断，不少顾客 致 电 下 单 。

“除了波罗诞，端午时节是我最
忙的时候，和店里阿姨们每天
需要包制大约 1000 只粽子，而
最远的订单将发往黑龙江。”来
自广州黄埔的非遗文化也以美
味的波罗粽为载体，传播到了大
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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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椅子带你重回20年代

近年，中古家具开始频繁成为生活类社交平台的热
门词汇。昌迪加尔椅、蛋椅、伊姆斯椅……将历史感、功
能主义与美学愉悦有机结合的中古家具，仿佛能让空间
瞬间充满艺术气息。

如今，若你热衷于逛社交媒体的生活分享区，却不
知道什么是“MCM”，那你可能就落伍了。“MCM”，即
Mid Century Modern，指二十世纪中叶的现代主义家
具；最初源于日本的“中古”一词，原是“二手”的意思，
不过中古家具并不泛指一切二手旧家具，而主要特指
“MCM”家具，其中以 1947 到 1957年期间设计的现
代主义家具为代表。

在近年“复古生活潮”的影响下，以“ MCM”风格
为代表的中古家具，因既富有历史沉淀的美感，又具备
极简风格家具的实用性，越来越受到时尚潮人、设计界
人士的关注与追捧。在国内，中古家具藏家、爱好者群
体已悄悄形成并不断扩大。

在广州，中古家具以其独特的美感也吸引了一批爱
好者。好设计士多、橄榄山 The hills、桌椅板凳Vin-
tage等中古家具店的相继出现，让更多年轻人深入了
解了这一小众文化。对于中古家具的入门级爱好者来
说，仪式感和分享欲也是他们迷恋中古家具的原因。

恋上中古家具

热衷分享与“种草”，他们都在圈子里

故事从一张埃姆斯椅子开始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二战后
经济复苏，人们开始追求更好的
生活，科技的发展与太空热潮的
影响，也让大众审美逐渐从古典
转向了现代与未来。

当时不少欧洲设计师脱离了
传统古典的设计理念，追求“设
计 为 了 生 活 ” 的 新 口 号 。

“MCM”家具通过新材料混搭与
简 约 设 计 ，彰 显 了 实 用 主 义 精
神，低成本且耐用，有效兼顾了
功能性和经济性的战后特色。

受囿于材料和成本，木板、金
属管以及在战争时期研发出的廉
价材料如胶合板等，被广泛运用
于家具制造中。新兴材料如玻璃
纤维、树脂等在家具中的运用也
逐渐增多。

作 为设计史上的黄金年代，
“MCM”时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设
计师，如埃姆斯夫妇、乔治·尼尔森
等。他们设计的家具以简约为主，
不仅符合人体工学，注重舒适度，而
且讲究实用性与美感并存。

在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的当
下，小众的中古家具在年轻人中
变得流行，离不开社交媒体上博
主的“种草”分享。如今在广州，
昌迪加尔椅、钻石椅等“MCM”家
具的当代复刻版，已成为不少时
尚空间的“标配”。

小红书相关数据显示，带有
中古家具标签的帖子总浏览量高
达 889 万，近 30天内笔记增量为
1685篇。粉丝数逾十万的小红书
博主孙小姐谈及热衷于中古家具
探店和“种草”的原因，在于分享
能带给她满足感，也让她发现中
古家具的爱好者原来大有人在。

“中古家具最让人着迷的地
方，是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孙小姐说，“中古家具很多都是孤
品，既有岁月留下的痕迹，也有它
独特的韵味。”在她的分享里，有复
古的桌椅板凳，也有20世纪60年
代的书柜、70年代的婴儿车，吸引
了一大波年轻用户的点赞与收藏。

在东山口新河浦，颇有名气
的橄榄山位于一座静谧优雅的三
层红砖别墅里，这里是中古家具迷
们的热门打卡点。在这号称“广州

最美”的中古家居空间里，以“家”
为概念，设计了起居室、会客室、书
写室、茶室等功能区域，融入中古
家具、精品器皿，让消费者能深度
体验中古家具的使用场景。

年轻设计师王晓彤是橄榄山
等中古家具店的常客，她分享了
淘中古家具的乐趣所在：“不论是
在大厂房、老洋房，还是艺术区、
仓库里，每家中古家具店都各具
特色，承载着主理人和家具独一
无二的故事。”

贴有潮流前卫标签的年轻人
却对中古家具情有独钟，王晓彤
认为这两者并不冲突。“当学生时
代敬仰的设计大师的作品融入自
己的生活中，这是一个美妙的过
程。”王晓彤说，“中古家具本身的
美感与魅力，让年轻人在购入和
使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审美上的
共情。”

与“小众”“时尚”等热词关
联，还具备历史感，中古家具已在
不知不觉间积累了一批忠实粉
丝，“MCM”家具的当代复刻版，
也在设计师和时尚人群的推动
下，成为了家具消费的新趋势。

穿过熙熙攘攘的广州海
珠区南泰路批发市场，在联星
创意园的七楼，这家隐藏在闹
市之中的“好设计士多”与周
遭的环境形成了一个绝妙的
反差。在这里，时光的流逝仿
佛变得格外缓慢，店铺内藏着
逾百件 20 世纪的回忆，每件
中古家具都有属于它们的前
世今生的故事。

在如此拥挤喧闹、接地气
的批发市场旁，开出一家特
立独行、充满设计美感的店
铺，并且命名为“士多”，这似
乎正是店铺主理人陈伟嘉才
会干的事情——毕竟对于广
州人来说，有烟火气才有生活
味。毕业于广州美院设计系
的陈伟嘉人称Gary，在广州中
古家具收藏界几乎无人不识，
他收藏了数百件中古家具，称
得上是“骨灰级”的藏家。

学生时代，Gary的启蒙设
计师便是 20世纪美国著名的
设 计 大 师 埃 姆 斯（Ray &
Charles Eames）夫妇。埃姆
斯妇设计的LCW椅，曾被《时
代》杂志评为 20 世纪最佳设
计之一。一颗热爱中古家具
的种子就此种下，待种子发芽
是 在 毕 业 后 —— 工 作 后 的
Gary 终于攒钱入手了人生第
一张埃姆斯设计的椅子。

如今在“好设计士多”的
玄关位置，便醒目地陈放着一
列联排座椅，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纽约机场 VIP 候机室的
座位，出自设计大师埃姆斯夫
妇之手。4张座椅均为皮质且
由手工缝制，兼顾美感与质
感 ，是 Gary 最 爱 的 收 藏 之
一。果然，即便店内收藏的椅
子数不胜数，最美好的仍莫过
于“初恋”。

相较于 Gary 那个依靠翻
阅时尚杂志获得中古家具设
计师信息的年代，Gary 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拥有更多渠道
去了解、购买和分享中古家
具。他也见过很多刚毕业工
作的年轻人，即使租房子也要
入手中古家具。设计简约而
富于美感，大师出品赋予其传
奇色彩，再加上稀缺性和故事
性，这些都成为年轻人为中古
家具埋单的理由。

进入中古家具收藏与销
售行业已有八年时间，Gary
见证了国内中古家具从八年
前的初露苗头，到如今风靡潮
人生活圈的过程。“近年的新
冠疫情，令年轻人们对家居的
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Gary 说，一桌一椅，都成为年
轻人追求生活中的趣味性、仪
式感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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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黄士
实习生 陈秋蓉

年轻人在此沉浸式体验中古
家具文化 受访者供图

中古家具店
橄 榄 山 吸 引 年
轻人前往打卡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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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家具：设计为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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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焙烤食品糖制
品产业协会执行会长 陈子
嘉:

带 有 文 创 设 计 元 素 的
产品更吸睛、更独特，也更
具有历史的厚度和深度，人
们自然也就更愿意为文创
IP 的高附加值埋单。与传
统粽子不同的是，文创粽子
在包装方面极尽用心，成为
送得出手的节日赠礼，为端
午节增添了社交属性。

国潮文创食品的创新
体现着行业发展的进步，然
而，文创 IP 食品也需要注意
同质化、消费者审美疲劳等
问题。文创粽子在产品开
发之时，更要挖掘文化的广
度和深度。俗话说“各处乡
村各处例”，中国地大物博，
民间端午习俗各地自成特
色，每个地方的粽子有每个
地方的味道，例如广州有传
统咸肉粽、中山有芦兜粽、

江门有台山粽等等。各地
的传统文化和端午民俗既
有共性，又有特性，一旦深
入进行了解和研究，或许能
赋予文创粽子更多新元素
和新活力。

此外，营销叙事也是吸
引消费者的一个因素。要
想将文创粽子留在消费者
心里，最重要的是说好自己
的故事。好的文创产品，表
面和内涵是相辅相成的。

波罗粽非遗传承人陈玉彩：

以创新口味
打开年轻人味蕾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敏 马思泳 实习生 郑舒雨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署名除外）

走在广州老城区街头，
不少卖粽子的老店蒸柜热
气腾腾，粽味飘香。一串串
绿油油的肉粽让味蕾蠢蠢
欲动，提醒着人们又到了一
年一度的“粽子时间”。

端午粽、麻石街……这
些广州人的童年记忆，也随
着 今 年 的 文 创 粽 子 复 活
了。“悠悠街坊”IP人物——

“鸡公榄爷爷”“狮头妹妹”
“阿花”“阿笼”出现在广州
地铁与陶陶居联手推出的
粽子礼盒上，鸡公榄、舞狮、
木棉花、茶楼蒸笼等广府元
素，伴随着文创粽子勾起了
人们的儿时记忆。回归本
味方是根本，唯有传统方能
传承。相关负责人认为，在
文创粽子设计上，将“悠悠

街坊”与美好的节日祝福语
相结合，能让中国传统端午
节内涵更丰富。

带有岭南文化味的端
午文创产品，在年轻人中也
颇具吸引力。在广州酒家
的线上商城，融入岭南文化
元素设计的国潮粽子礼盒
有八九款之多，力求以新颖
形式实现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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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研究专家周
松芳博士：

这两年，广州饮食界
出现的国潮风在博物馆参
与和推动下较为明显。曾
有餐企和博物馆在馆藏老
菜谱的基础上，联手成功
复刻出失传粤菜。

一方面，人们有 怀
旧 传 统 ；另 一 方 面 中 国
有 以 复 古 为 革 新 的 传
统 ，现 在 的 国 潮 既 是 怀

旧，也是创新。
至于粽子的国潮趋

势 能 否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 如 果 国 潮 粽 子 因
为 时 尚 和 包 装 等 原 因
提 高 了 价 格 ，但 又 能 让
消 费 者 觉 得 物 有 所 值 ，
对饮食经济发展与饮食
文化复兴都是好事。但
如何在出品与价格之间
取得平衡？靠商家进一
步把握和挖掘。

■国潮文创粽子增添节日社交属性 ■国潮食品既是怀旧，也是创新

广府风情 情有独“粽”

粽味飘香 街坊情浓小时候吃粽子，外婆用箬叶细细地裹成匀称三角，填入
肥美的五花肉和金香的咸蛋黄，还有细长软糯的糯米，在煤
炉上煮上四五个小时，肥肉的油渗透糯米，入口甘香无匹，
成就端午中最深刻的滋味。年岁渐长，才发现粽子不仅仅
是粽子，是记忆，是传统，是传承。

“粽”有滋味在心头。国潮文创的融入，则让这滋味越
发浓厚。这几年的粽子，从口味到包装设计，都从传统文化
中寻找灵感。今年，广府风情更融入了浓浓的粽香里。小
小一只粽子，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如今，我们不能
只用味蕾去领悟。

当国潮之风席卷而来，
藉着端午节这一经典传统
节日的热度，具有传统文化
属性的粽子，受到各方的青
睐，化身国潮“生力军”，形
形色色的文创产品更是层
出不穷。南粤广州的文创
粽则带有独特的岭南风韵。

清代的南粤商都广州，
有不少极具历史价值的外销
商品曾见证着时代发展。一
款曾外销至欧洲的漆器成为
今年文创粽子的创意来源，
这便是广州博物馆馆藏的国
家二级文物——清代黑漆描
金开窗庭院人物图缝纫盒。

由广州博物馆与中国
大酒店联手推出的文创粽
子礼盒，在工艺上采用了广
东著名的黑漆描金技法，盒
面在单色漆地上加描金色花
纹。礼盒包装蜡纸上则借鉴
了广州博物馆馆藏“龙舟竞
渡”通草画的元素。“龙舟与
端午节相互呼应，描绘出独
具岭南特色的龙舟竞发、锣
鼓铿锵的热闹场面。”广州博
物馆副馆长朱晓秋道出了礼
盒设计的寓意。

龙纹、祥云、宝珠等特色
元素也呈现在花园酒店的端
午粽子礼盒上。盒身的纹样

元素采自广东省博物馆经典
珍品——19 世纪广绣绒线
双面绣龙纹骨扇。这一广绣
绒线双面绣龙纹骨扇为清道
光晚期的藏品，长 22厘米，
展幅41厘米，在绢上绣上了
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精巧
秀丽，不失淡雅。设计师根
据文物扇面，精心设计了文
创礼盒：细看盒身，一条飞龙
身后云雾缭绕、龙腾祥云的
景致生动形象，波浪图腾则
如端午时节的龙舟水……当
广绣扇面与“粤味”浓厚的端
午元素融为一体，传统节日
更富有文化气息了。

文创粽子礼盒勾起
童年记忆（受访者供图）

中古家具藏家 Gary 与他的“士多”店 图/平深 摄

埃姆斯夫妇的经典之作放置在入门处
图/羊城晚报记者 黄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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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彩在包制粽子

文创礼盒纹样元素来自19世纪广绣扇面 受访者提供 岭南文化元素成功吸引年轻人

以广州博物馆馆藏文物为灵感设
计的文创粽子礼盒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