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物件
大讲究

这款文创设计灵感来源于黑漆
描金柄牙片堆贴人物彩绘花鸟团
扇。

花鸟团扇是一种特殊的传统工
艺品，它通常由画家先绘制图案，然
后用细金属或木头等材料将画幅制

成扇骨，扇面通常由丝绸或纸张制
成。图案寓意着吉祥、富贵和幸福。

如今，花鸟团扇已成为一种十
分受欢迎的工艺品，不仅可以纳凉，
还很适合用于室内装饰和节日礼品
赠送。

彩绘花鸟团扇 （广东省博物馆）

这款冰箱贴文创产品，设计灵
感来源于金漆木雕人物花鸟八宝纹
帖盒。

原帖盒为长方形，带盖，以镂通
雕、浅浮雕、线刻和秦漆贴金等工艺
制作而成。正面有海棠形图案，中
间雕“唐明皇游月宫”，通雕万字纹
为地，上饰镂通雕花鸟纹，内有浅浮
雕花卉纹，底足饰通雕卷草纹。盒

面八个方格均以朱漆为地，雕荷花、
仙桃、番瓜、牡丹、菊花、佛手、石
榴、梅花八种象征吉祥如意的花卉
鲜果。帖盒雕工娴熟精湛，富贵而
庄重，是富裕人家婚庆时用来派发
请柬的盒子，俗称帖盒。

以此盒为原型制作的这款冰箱
贴保留了精美的潮州木雕图案，质
地精细，值得形藏。

潮州木雕贴金DIY冰箱贴 （广东省博物馆）

大丰唐生活馆推出的两款玉兔
灯文创，分别是由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佛山青年陶艺家范安琪设计的
《明月》与全品类设计师周麟设计的
《观月》。

《明月》玉兔灯以满月为形，构
造兔子的圆润身体，以祥云为线条，
勾勒出玉兔的耳朵和脸部，造型极

简又不减东方意蕴之美。
《观月》则塑造了一只抬首望

天、相思问月的长耳白兔，以赏月之
姿，遥寄相思。

这两件小兔子物件，其实也是
一盏柔光氛围的小夜灯，满载灵气
与福气，造型憨态可掬，活灵活现。
月兔灯非常适合用于家居摆件。

《明月》与《观月》玉兔灯 （大丰唐生活馆）

我的故乡在广东省粤西一个依山傍海的小
镇，镇子有两样特产——西瓜和鱼祃。西瓜不
稀奇，但鱼祃这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陌
生。鱼祃其实就是将新鲜鱼块用水淀粉浆裹
后，经煎、炸后做成的一种地方特色食物。

鱼祃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切好的长条
形鱼块放进提前和好的淀粉浆里浆裹一下，然
后用两支长筷子夹起来，贴到正在烧一锅热油
的铁锅边缘，按压固定住，迅速在鱼块两侧再补
上一些粉浆，一个鱼祃的雏形就呈现出来了。
经验丰富的煎鱼祃师傅这时会用一只薄薄的小
铲子，在鱼祃上浇几下热油，瞅准时机，把贴在
锅边的鱼祃轻轻铲一下，鱼祃就“哧溜”一下滑
到锅中沸腾的滚油中，迅速蜕变成黄色，里面的
鱼块也开始散发出诱人的鲜香。最后，将炸好
的鱼祃夹起来搁在油锅上方固定的半片铁丝网
上稍稍晾凉就可以吃了。

小时候，每逢“圩日”，我就跟着大人到镇上
“等圩”。我最爱去的就是街边空地上，由一顶
帐篷、一口铁锅、几张小桌摆开的鱼祃档。

经营鱼祃档的一对夫妻，丈夫负责切鱼、和
粉、制作鱼祃，妻子则负责添柴火、捞鱼祃、卖鱼
祃给顾客并收钱。丈夫的工作要讲求快、准，根
据顾客的数量和需求及时控制出品的数量，并
指挥妻子配合行动——“添柴！”“捞祃！”“计
数！”妻子便在烟熏火燎和人声嘈杂中有条不紊
地配合着，她还得精于心算，清楚地记得每个顾
客食用的鱼祃品种和数量，分毫不差地计算好
每张账单。

鱼祃要趁热吃。刚炸好的鱼祃盛在碟子
里，洒上一点精盐，表面是诱人的金黄色，掰开，
里面是雪白的鱼肉，热气和香气一起迸发出
来。我总是顾不得烫嘴，迅速把鱼祃送进嘴里，
油炸过的粉浆口感酥脆，焦香的味道和鱼肉的
鲜香在口腔里重新组合，一种特有的味觉体验
瞬间使人得到满足。这种体验及至以后，便成
了一种幸福，又慢慢演变成了乡愁。

与鱼祃相伴而生的，还有葱祃。制作葱祃
需要特制的小工具——一只有柄的圆形薄铁
片。小香葱切成颗粒，铁片事先在热油中稍加
热，然后在上面涂上一层薄薄的粉浆，抓起一把
葱粒，放粉浆层上面压实，再放几粒蚝仔，然后
放葱粒盖好，用手压成圆锥形，最后在整个葱祃
外表涂抹上粉浆，直接放油锅中炸，待外表焦黄
后，捞上沥油就可以食用了。

咬开焦香的表皮，里面热气氤氲，葱粒碧
绿、水灵，好像与新鲜的葱粒没什么两样，但实
际上，在热油的作用下，已经完全没有了生葱的
刺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和美的清香。

这些简朴的食物，如今已经成为小镇人挥
之不去的乡愁。每当假期或者临近年关，外出
的人们回到小镇，便会直奔鱼祃档而来，大包小
包的行李随意丢在一旁，在柴火的余烟中，大口
吃着刚上锅的鱼祃，外出漂泊日子中的惦念和
期待，便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仿佛只有坐在鱼
祃档的矮凳子上，啃完这几只鱼祃，才会重新被
这个小镇接纳，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旧时光。

同学聚会，聊到了五仁月饼。大家
的共识是五仁月饼比现在的莲蓉月饼
好吃。可我对五仁月饼的印象却不是
很好。

记得有一年我在学校小卖部买了
个五仁月饼，吃着吃着竟把自己吃哭
了。小卖部是校长开的，关系硬，月饼
贵，质量却不怎么好，上面附有一层厚
厚的灰尘，吃起来干干硬硬的，把牙齿
都啃痛了。当时我是砸烂它吃掉的，因
这物品来之不易，又是自己花钱买的，
舍不得扔。

其实每年中秋，父亲都会变戏法似
的从外面弄回几个月饼，用刀切成数
块，家中老小每人一块，还特别嘱咐我要
留到晚上再吃——边看月亮边吃月饼，
那才叫赏月。那一小块月饼，我可舍不
得用牙齿咬的，因为吃完就没了。于是
我用手掰，掰下一粒芝麻或者半边花生，
放进口里慢慢嚼。其余的再用纸包起
来，放口袋里，藏被窝里，有时梦里还拿
出来嗅一嗅、瞧一瞧。

二十多年前，父亲给我包办了一桩
婚事，女孩与我同乡不同村。去她家要
翻过一座山，趟过一条河，沿着田埂走
一会便到。但那女孩我不想娶，父亲偏
逼着我娶。他竟然说讨堂客，只要是个
女的，会生孩子就要得。我拗不过父

亲，只能耍点小心眼，让对方主动退
婚。那时乡下流行送节，嫁出去的女
儿、未结婚的女婿，在过节前两几天都
会买点月饼、鸡鱼肉鸭与水果，去孝敬
自己的岳父岳母。礼轻礼重随意，但这
礼节断不可少。有商贩拉着月饼到乡
下来卖，月饼是当地小作坊手工生产
的，包装简单，品质也差，价格相当便
宜。这月饼太差，我平时是不吃的，但我
特意买了一袋，再提几斤肉一起送去女
方家。不出所料，我把女方家长给激怒
了，婚事自然也让我给搅黄了。退订婚
礼金时，女方家长把这些月饼留着做证
据，拿给大家看，说发了霉的月饼也送给
他们吃？她说得有点夸张。我晓得那不
是霉，是生的面粉灰。而且中间人说，月
饼收久了自然会发霉，她便哑口无言
了。最后，订婚礼金是退了，但我家其实
也损失蛮大的，花费的人力物力不少，
得不偿失，钱都打了水漂儿，只是要回
了一点面子。

在长沙汽电公司上班时，我去亲戚
家过了一回中秋节。亲戚住在乡下别
墅里，我花了半个月工资去超市买了两
盒月饼，提在手上感觉轻，又加了两袋
红薯干。当时红薯干很便宜，三块钱
一袋。事后，亲戚与我说，那月饼不
好吃，全部扔掉了，倒是那红薯干很

好，黄黄的，脆脆的，又甜又有嚼劲，
问我还有没有？如果有，再给他们捎
几袋。此语让我很受伤，也很震惊，
后来我都不敢随便送礼了，总怕招人
嫌弃，也怕我所不齿的，会不会正是别
人梦寐以求的。

我们娄底人，做客时总得提点礼品
去，觉得没礼品就是不够尊重别人，不
想白吃白喝，便总得想点办法把自己吃
的那份带去补给人家。几年前，我又去
亲戚家过了一回中秋节，是亲戚主动邀
请我去的。我在超市里逛了很久，不
知道买啥好。他打电话过来催，问我
动身了没，我说还在超市买东西，今天
过节，总不能空着手去。他说你来我
这，不需要买任何东西。我没听他的，
最终还是买了一盒天价月饼，因为礼
多人不怪。见我手里提着月饼，他笑
呵呵地说，早上也去楼下超市买了几斤
散装月饼，月饼虽不好吃，但不吃月饼
又感觉不像过中秋节。他又说，中秋节
一过，超市里的月饼会大跌价，几百块
钱一盒的月饼，只需几十块钱就可买
到；几十块钱一斤的月饼，一二块钱一
斤就可买到。于是很多人把月饼买回
来当早餐吃。我又觉得买的这天价月
饼是不是亏了？

有个朋友与人合伙做月饼生意，几

天时间净赚了五十多万元。最后剩了
一点库存货，他用来送亲戚朋友，也送
了我一盒。我把它转送给了一位老同
学，老同学非常感动，用另一种方式给
了我二百块钱的补偿。这回我倒是觉
得赚了。

后来在电脑城打工时，有个厂商硬
要送几盒月饼给我，说是从香港采购
的。一听我便有点反感，认为香港月
饼与内地月饼，材料上没什么太大的
区别，只是生产地区不同而已，搞什么
特殊化。我坚决不要，心里也有“吃人
家的东西嘴软、拿人家的东西手短”的
意思。

倒是有个朋友排了一上午队，为我
买了几斤散装月饼，我爽快地接了。听
说那月饼是一个老太婆做的，很有名，
需排队购买，且每人只能限购二斤，多
购不卖。这月饼我吃了一个星期，把
舌头都吃出泡来了，于是百度了一下，
说里面用的碱是从草木灰中提炼出来
的，因卫生没有达到安全标准，曾经被
勒令整改，并受到了一定处罚。但这
月饼，因融入了朋友的情谊，其内涵格
外不同，我竟在心里咀嚼了几十年，感
觉越嚼越甜，甚至嚼出了满满的幸福
感。每每想起，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
甜美。

上初中时，14 岁的我已能
够干些稍繁重的家务活。秋季
必干的活计之一便是割猪草。

即将进入长冬，春天买来的
猪仔长到这时正该“拱膘”，乡亲
们都希望把猪养得肥硕，春节前
能卖个好价钱，过个像样的年，
所以，这时田野里的猪草通常也
早被割得再难寻到。我并未为
此而犯难，因为我想到了黄河
滩。

那天，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到
黄河北岸渡口拉砖，我经过无边
无际的黄河滩，曾看到长在庄稼
地里的滩草绿盈盈地铺了厚厚
一层，当时心里就有了到这儿来
割草的打算。

黄河滩在村南五六里外，我
拉着只装了一把镰刀、一根麻绳
的空架子车，一路小跑往黄河滩
上去，一顿饭工夫就到了。河滩
地上还种着玉米、棉花、黄豆、高
粱、花生，大都由青绿渐褪成淡
黄，正秋色轻挂，但长在田垄间
的猪草却还绿着。我钻进玉米
地，本就摇摇欲坠的露珠扑簌簌
掉落在衣衫上，甚至还打湿了我
的鞋祙，正应了李白的诗句“玉
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这里鲜有人来割猪草，少了
你争我抢，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割
得小半车。稍歇口气时，我爬上
不远处的蟒河堤顶，四下眺望。
南边更远处便是靠近黄河岸边
的地方，成片的芦苇花白得煞
眼，在轻风吹拂之下微微起伏，
虽未至深秋，竟有一片片红叶探
出苇丛，亦随风摇曳。这白光红
影撩拨着我的思绪，令黄河滩上
多了几分诗意。

时近午时，地热升腾。我从

玉米地里钻出时，已是大汗淋
漓。架子车已被装成了草垛般，
我将它推至路边停放，盘腿坐下
来抹了把汗，整整衣衫，打算喘
口气再打道回府。这时有火车
的汽笛声从黄河之南的邙山脚
下传来，我站起身就能看到它冒
出的白烟，像被人牵扯着的一片
云，很快随着笛声远去。我后来
才知道，那是飞驰在陇海铁路线
上的火车。那笛声已把我这少
年的向往由此牵向了远方——
我渴望着，能有一天去看看山外
更远的世界。

我其实更喜欢吃罢中午饭
再去黄河滩割草。虽然此时的
玉米地或者高粱、棉花、大豆田
垄间，不免热气笼罩，可一探出
身来，却能够看得很远，苍穹寥
廓，天高云纤，气朗风清。南面
东西向的邙山、西边南北向的伏
牛山、北方东西向的太行山，刚
好把这山川间的黄河滩框成一幅
画。我在这景框中看了无数次的
秋起秋落，框中的我，影子是那般
渺小。但躺在这黄河滩上，听飞
鸟的叽喳、秋虫的唧鸣、蝈蝈的欢
叫，连风卷起和雨落下的声音也
能听得格外清晰，我又觉得自己
的心比这天空还要广阔。

当日头西坠，阳光渐弱，白
天的热消散无踪，我的架子车又
装得像草垛子了。暮岚四合，凉
气微侵，还有余温的车把上开始
附着层层湿漉，我便要推着车往
家走了。

秋日与秋夜的交接悄无声
息地开始了。这每一天看似一
样，其实每一天又都有所不同。
至少我这少年的心，早已在这秋
意中开始向往着冬天后的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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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与珠穆朗玛结缘是21年前。
当时我参加茶马古道考察团，与

周大鸣教授、格勒博士等一道，了解
茶马古道的历史与现状。珠峰脚下
的古道，从樟木口岸，可以一直通到
尼泊尔。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古
往今来的贸易，让我们惊叹。珠峰的
挺拔和圣洁，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
象，永远不会忘怀。

珠峰虽然壮美，但当时珠峰脚下
的定日县，生态环境一般，树木孤零，
牧草稀疏，风沙也大。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艰苦，儿童入学率不高。

这次有幸到定日、聂拉木等县进
行调研，虽然没有到珠峰大本营，但一
路上多次远眺珠峰，分外亲切。更重要
的是，21年来，珠峰脚下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视线所及之处，山变青了，

草场变绿了，树木变多了。饱满的青稞
成片成片的，丰收在望。交通也大为改
善，原来的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城乡
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镇上原来的土坯
房，变成了四五层的高楼。村落的房
子，大多数已是楼房，看得出老百姓的
生产、生活都有了极大改善。

一路上珠峰保护区的相关标识
标牌，提醒着我们要珍惜高原的一草
一木。生态文明思想的各类宣传标
语和宣传画生动活泼，引起路人的共
鸣。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在这
里得到了生动体现。

天公作美，刚好秋高气爽，我们
一边调研，一边远远地眺望着珠穆朗
玛峰。我去调研的第一个点，是四千
多亩的良种基地，刚好正对着珠峰。
当地的农牧局长和老百姓高兴地告

诉我，因为对旁边的湿地进行了严格
保护，基地本身水源充足，去年的亩
产是 850 多斤，今年不断加强田间管
理，可以达到 890 斤左右。

调研的第二个点，是一个绵羊的
育肥基地。一千多头羊膘肥体壮，配套
的千亩燕麦草基地为它们提供了充足
的饲草料。以前的散养习惯，变成了合
作社集约模式，既保护了生态，又提高
了养殖效益。节约出来的劳动力还可
以解放出来，外出务工或就地参与其他
产业，大家钱包鼓了，当地草场也变好
了，这不正是广大群众千年的期盼吗？

又见珠穆拉玛，见到的是理念的
进步，见到的是科技的应用，见到的
是人民的幸福！

山川大地虽无言，但这一切珠峰
一定是有感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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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花地

□整理 实习生 吴潜之

嫦娥图灯笼是一种传统手工
艺品，制作一个嫦娥图灯笼，需要经
过多道精细的工艺。这款D1Y手作
嫦娥图灯笼，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保留传统的宣纸画图，又加入了
LED灯，DIY手工拼接而成，让赏灯
体验更加智能化，也让更多人了解

灯笼的制作。
此嫦娥图为广东著名画家黄般

若于 1941 年所绘。广东著名书画
家、黄般若的岳父邓尔雅题记两则：

“常仪占月见天女身，广寒宫中如洛
水神”“玉汝兄清玩。般若赠，尔雅
补记”。

粤点大师团队结合岭南佳果特
色口味与现代轻养生主题，精心打
造了这款新广式糕点礼盒，并收入
广州博物馆推出的“穿粤记”城市手
信礼盒中，与大家共享岭南源远流
长的饮食文化。

糕点造型以广州历史时期代表
性建筑及构件为装饰元素，如镇海
楼、广州塔、“万岁”瓦当、鳌鱼脊
饰、中山纪念堂、六榕花塔、镬耳屋、
广式茶楼等，每一块糕点都是“广州
标志”。

“穿粤记”城市手信礼盒尤其值
得收藏，因为它以广州博物馆馆藏

文物——清黑漆描金银人物故事纹
游戏盒为设计原型。在外形上，吸收
了原文物别致的花口边角造型和繁
复的开光纹饰，以“穿越千年，开启宝
藏”为主题，打造出复古的外观，充分
展示清代“广东制作”的辉煌和广式
审美的魅力。此外，游戏盒上的描金
图案和纹饰，也都来源于广州博物馆
藏外销画“舞狮图”“舞龙图”“元宵花
灯巡游”“售茶图”“迎亲仪仗队巡游”
以及清末石湾窑绿釉狮子等文物元
素，取“吉庆、祥瑞”之义，同时运用
版画手法进行再创作，突出了广府
传统文化，又不乏现代感。

嫦娥图灯笼 （广东省博物馆）

新广式糕点礼盒 （广州博物馆）

趁热吃“鱼祃”
□王俭优

□谢新源秋在黄河滩

哪
像
过
节□刘小文

《乡音》栏目欢迎投
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
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
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
至邮箱：hdjs@ycwb.
com，以“乡音”征文为
邮件主题，并请提供详
细个人信息。

听乡音《赴街为乐》
羊城派二维码

音音乡乡

文/图 梅方权

珠穆朗玛

不
吃
月
饼

灯影团扇伴嫦娥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题，内容不限，可人可景可
物。投稿请发至邮箱：ywdmzg@163.com，并请以“大美中国”为邮件标题，同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中国大大美美又见

牛羊满圈的牧场在路边小憩的牧民

文创岭南中秋韵
今年中秋节国庆假期相对较长，各地迎来旅游高峰期，

广州各旅游景点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气氛，欢迎八方来
客。游客每到一处，自然都会留意不同的文创产品，一番鉴
赏后或带回家作纪念。今年广州的中秋文创产品格外吸引
眼球，我们从各文博场馆、机构搜寻到不少兼具文化内涵和
历史底蕴的应节佳品。虽是小物件，却有大讲究。

《明月》与《观月》玉兔灯

新广式糕点礼盒

彩绘花鸟团扇潮州木雕贴金 DIY
冰箱贴

嫦娥图灯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