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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长安街复兴路段北
侧，五棵松体育中心，是2008年
北京奥运会篮球、棒球项目的比
赛场馆。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
里又举办了冰球比赛。

我居住的地方，离五棵松体育
中心很近，站在楼顶，可俯瞰全景，
步行只需一刻来钟。冬寒日丽，我
从五棵松奥林匹克文化公园进入。

公园树木葱茏，空气清新，
犹如植物园。这里是市民健身活
动的场所，有舞剑的，打太极
的，抖空竹的，滑旱冰的。忽
然，林中传来画眉的鸣叫声，抬
眼望去，树枝上挂着一个个精致
的鸟笼，有老人在遛鸟。我迈着
悠闲的脚步，边走边看。西边是
华熙特色商业街，是五棵松体育
场馆群的配套设施。最火爆的是
冰乐园，大多是家长带着小孩来
的，初学的孩子，由大人陪着，
推着鲸鱼造型的红色冰车滑行。

稍大一点的孩子，独立滑行，如
雏燕展翅，轻盈飞驰盘旋。更刺
激的是时空滑道，我登上高空站
台眺望，两条彩色滑道，由高向
低，波澜起伏。孩子或大人，在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坐在轮胎似
的气垫上，用绳带系紧后，助力
一推，如脱缰的野马，奔涌而
下，而后传来一阵尖叫和欢笑声。

纵横交错的街道和路旁，到
处是印有北京冬奥会会徽、“冰墩
墩”“雪容融”吉祥物和“冰丝
带”图案的杆旗，树枝上挂着一
个个红石榴似的小灯笼，长条的
玻璃灯如冰挂，还镶嵌着一朵朵
晶莹剔透的“冰雕雪花”。

我穿过篮球公园，最后来到
广场东边的主场馆。一座雄伟庄
严、外层通体金黄色的金属结构
建筑，方方正正地矗立着，在阳
光的照耀下金光闪亮。广场上，
高高的旗杆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东南角的长方体银灰色建筑
为冰上训练中心。墙体装饰别具
一格，每块方框内的“米”字形
结构，由红、黄、绿不同颜色组
成，随着脚步移动位置的变化，
呈现五颜六色的冰凌花。

我仿佛走进一座金碧辉煌、
迷宫般的城堡，穿越了时空。40
多年前，我初到北京，所在单位
距离五棵松地铁仅一站路程。当

时这里最著名的地标建筑是路南
的解放军总医院，路北是一片广
袤的土地，种着水稻、麦子和大
白菜。我还参加过当地助民义务劳
动。令我好奇的是五棵松地铁站名
的来历。有一天，我独自步行来到
地铁站，在西边北出口，似乎真的
看到了五棵松树，记得其中一两棵
树干高而粗壮，是枝干盘曲的苍
松。其余像是白皮松，相对矮小，树
龄短，枝叶苍翠，像是补栽的。后来
有“老北京”告诉我，这块地原是清
代提督邵英的墓地，周边有五棵高
大的古松，傲然挺拔，枝叶繁茂，相
互依偎拥簇。民国时，这一带虽然
人烟稀少，却是通往京西的必经之
路。门头沟有些无业穷苦人家，靠
进城送煤炭、送山货、拉骆驼为生，
同时为城里做买卖的人出城引路
当向导，还有城内的香客若是去潭
柘寺、戒台寺进香，也要从此地经
过。行人怕途中遭不测，不敢独往，

相约在五棵松下歇脚聚集，三五成
群，搭帮结伴而行。五棵松就这样
叫开了。如今，周边的沙窝、北沙
沟、定慧寺、公主坟，以及永定路附
近的铁家坟，仍保留着这些地名，
并作为公交站或地铁站命名。

到了20世纪60年代，北京修
建地铁一号线，线路从五棵松经
过，并设“五棵松站”。

2001 年，北京成功申办第 29
届奥运会，五棵松建起了五棵松体
育馆，在奥运会之前落成。西边仍
保留着大片空旷的土地，春日里成
为市民们放风筝的场所。自北京、
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成功，五棵
松体育馆功能拓展，规模扩建，各
种配套设施更加完备。五棵松一带
已成为京西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

一场大雪，喜降京城。雪后初
霁，我正好路过五棵松体育中心，
地面被积雪覆盖，道路旁、公园里，
玉树琼枝，绽放美丽的冰凌花。眼
前是一片纯洁的冰雪世界。夜幕
下，满城流光溢彩，缤纷璀璨。金色
的主场馆，在灯光映照下，光芒四
射，更加绚丽灿烂。

五棵松作为地名诞生之初，是
集合约定、结伴前行的标志。如今，
应冰雪之约，携手向前，一场全球
注目的冰雪盛宴如期而至。

上图：五棵松体育中心一景。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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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
芋头古侗寨，年味格外浓郁。家家户户
忙着打糍粑、酿米酒、杀年猪、熏腊肉、祭
灶神、写春联、挂灯笼、赶年集……侗寨
村民们以其独有的特色民俗活动辞旧迎
新，欢度佳节。

寨子门楼前，一根红绸横道，十多
位身着五色盛装的侗家姑娘唱着侗歌，
手捧自家酿的一碗碗甜米酒拦路。要想
夹在喝了酒的客人中间蒙混过关的，姑
娘们就会换一个更大的碗盛满酒，笑眯
眯地扯动你的耳朵，让你不由得乖乖地
喝下去。拦门酒是侗族迎接尊贵客人最
隆重的仪式，只有按礼俗喝过了这道拦

门酒，才有资格在拦门姑娘们的欢迎下
进入寨子内。

沿石板路往前走，一栋栋吊脚楼里
有浓香扑鼻的油茶香味飘出，不少侗家
女子忙着打油茶。四方形的火塘上，架
着一口铁锅，待锅里的山茶油煮沸，将
阴米（蒸熟晾干的糯米，有的还染了五
彩色）炸成米花，捞起装盘待用。再炒

熟花生、玉米、黄豆或其它副食品。最
后，往锅里放入一把籼米，冒出一丝青
烟时，再放入茶叶拌和焦米一起炒，闻
到香味，立即放入一两瓢水，加适量食
盐煮开，即是油茶水。吃的时候，可以
按个人口味和喜好，将各原料与油茶水
充分搅拌。品上一口，香甜酥脆，茶味
醇厚，让人回味无穷。

“杀猪了，炕腊肉了，过年了！”每
个侗民的口中，都不约而同地这样念叨
着。只见屠夫已经开始烫毛、破肚、分
割，一切是那样的熟练和井井有条。猪
杀好了，接下来就是“吃庖汤”了。一
般是火锅吃法，先在一口大铁锅里加入

清水，切好猪脖子上的肉，当地话叫
“庖讲肉”，再把猪肺、猪肝切成片，粉
肠切成段与凝结成块状的猪血，一起放
入锅内，开始加热，烧开后烫煮各类新
鲜蔬菜。此法烹制的“庖汤”醇美甘
香，油而不腻，堪称一绝。

“咚咚、咚咚”，打糍粑引得不少游
人驻足观看。洗净的石臼里面倒入刚蒸

熟的糯米饭，两个后生伢子抡起木槌，
一下一下地轮番击打，直至糯米饭渐渐
变成了韧劲十足的烂泥状，然后两人同
时“嗨”声发力，迅速挑起糍粑团，放
到案板上。这时，女人们蜂拥而上，手
脚麻利地把木槌上的糍团全部剥离下
来，然后抓上一小团，一搓一拧一挤一
压，一个个圆圆扁扁的糍粑便做成了。
再用雕花粑模压成福禄寿喜、天作之合
等吉祥文字，代表着对来年美好生活的
祝福和期望。看到起兴处，游客们都撸
起袖子跃跃欲试，虾腰弓背的样子惹得
围观的人阵阵哄笑。

合拢宴是侗族一种特殊的饮食习
俗，最能体现侗家人的热情好客，欢聚
团圆。各家各户从家中搬来桌凳，一起
到鼓楼坪摆开长桌，与游客们围坐在一
起，开始吃起了集体年夜饭。桌子上摆满
了酸肉酸鱼、土鸡土鸭、腊猪脚、腊香肠、
稻香羊肉等，伴以冬笋、豆腐、土豆、莴
苣、萝卜、青菜、折耳根等，外加花米饭、
粘米饭、糯米饭、粳禾米饭、桐叶糍粑、带
馅的豆沙侗粑、枣泥侗粑等，真是琳琅满
目，每一样都让人大快朵颐。

席间，叮叮当当作响的银饰在眼前
闪烁，漂亮的阿妹走过来为我们分别敬
上一杯清甜醇香的美酒，青春阳光的阿
哥为我们吹奏起优美动听的芦笙歌。曲
终了，阿哥、阿妹与我们一道，一只手
举起酒碗，一只手搭在邻桌的肩膀上，
围成一个大圆圈，大家齐唱“耶啰耶”
侗歌，跳侗家多耶舞，边唱边往右围着
长桌慢慢移步。“喝也……”大家喝下
杯中酒，又在另一阿妹的指挥下，唱着
歌往左退回到原座位，全部同时举杯互
敬，好一幅热闹景象！

宴会结束后，篝火晚会在漫天飞舞
的烟火中拉开了帷幕，所有人都情不自
禁地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时而踢腿踏
步、时而摆手转身，动作流畅整齐，个
个脸上都挂满了幸福和喜悦。浓浓夜色
中，熊熊燃烧的篝火把整个山村照亮，
把年烘托得格外浓烈喜庆。我们都恋恋
不舍，久久不愿离开。

上图：芋头侗寨，村民身着节日盛
装在侗寨鼓楼前举行民俗活动。

刘 强摄（人民图片）

欢乐侗寨欢乐年
钟钟 芳芳

在中国人家，除夕的团
圆饭堪称是一年中最隆重，
也最豪华的一顿饭。每当此
时，远在天涯的家庭成员，
不辞奔驰千里，排除万难，
也要赶回来吃这顿饭，为的
是一家团圆，互祝平安，图
个吉利。

每当此时，不管多么贫
穷的人家，也要把这顿饭弄
得体面些。文艺作品里杨白
劳躲债，除夕偷偷回家，怀揣
着“二斤面”，为的是要和喜
儿一起包饺子过年。在杨白
劳那里，这就是他的除夕的
豪华宴了。过去穷人家过年
很是凄惶，现在当然不同了。

在 家 乡 福 州 ， 儿 时 记
忆，除夕的团圆饭也是母亲

一年中用力最多、最为辛苦
的一顿饭。进入腊月，母亲
就着手准备。旧历年的脚步
愈来愈近，母亲的操劳也日
甚一日。屋里屋外彻底除尘
之后，她就逐步进入“临
战”状态。福州人宴席上看
重红糟腌制的食物，鸡鸭鱼
均可用糟腌制。洗净，晾
干，用油或其他初加工，而
后和着调味品和红糟将腌制
品置于瓮中，密封、浸润、
发酵，经月始成。开瓮，酒
香扑鼻，空气中盈满醉意。
这道食品，费事费时最多，
这是母亲的过年攻坚战。再
后来，就是蒸炊年糕和各种
糍团一类的食品了。这些比
较复杂的节目做过后，年关
也近了。

团圆饭的丰俭随家境而
定，但一般总是力求丰盛以
图个好兆头。除夕宴是郑重
的和喜乐的：各家各户，华
灯红烛，香烟缭绕，觥筹交
错，达于夜阑。守岁算是余
兴，鞭炮此起彼落，花灯影
影绰绰，孩子们四处游荡，

女眷们围坐打纸牌。忙碌的
依然是母亲，残羹剩盏，处
理停当，她紧接着要连夜准
备明天 （即正月初一） 的午
宴了。新正的午宴是开春第
一宴，其重要性仅次于除夕
宴。不同的是，除夕是大鱼
大肉的盛宴，而这一顿饭却
是全素的和清雅的。

春节的第一天，第一件
事是敬祖和敬天地，按照家
庭的习惯，侍佛或祭祖要素
食。浓郁而张扬的奢华过
后，这番呈现的却是青菜鲜
果的灿烂。母亲依然胸有成
竹，临阵不乱。她要为这个
全然不同的素食宴一口气准
备十样大菜。每到此时，我
不仅惊叹母亲惊人的毅力和
定力，而且惊叹她的审美眼
光。母亲没进过学堂，不识
字，但是绝对有文化的底
蕴。当家人宿酒未醒，还是
她一人独掌一方，魔术般地
一下子把一席素菜展示在肃
穆庄严的供桌上。

记得那些菜肴用的食材
品种繁多，蔬菜类的有胶东

大白菜、菠菜、盖菜、绿豆
芽、胡萝卜、白萝卜、冬笋
和茭白；豆制品类有白豆
腐、油炸豆腐、面筋、豆腐
丝、粉丝；干货类有木耳、
香菇、黄花菜、海带、紫菜
等。这些原料经过母亲的巧
手，幻化成一盘盘色彩鲜
艳、搭配和谐、极富审美效
果的精美菜肴。比如木耳茭

白、胡萝卜面筋、冬笋香菇、
胶东白菜粉丝，或煎、或炒、
或烩，真是琳琅满目。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炒菠
菜时，特意留下红色的根部
和菜叶一起炒。（由此我才
知道，菠菜的根部是可以食
用的。这习惯我一直沿袭至
今。） 这连着菜根一起炒立
即出现奇效：绿叶红根，红
绿相间，闪着素油的光泽，
这是何等境界！但在母亲那
里，她的素炒菠菜不仅是一
道清雅的美食，是富含审美
意义的美食，更是一道体现
精神和信仰层面的文化的美
食。我清楚地记得她对这道
菜的解释：红根，是祈求家道
绵延、洪福庇佑的吉祥语。

正月初一清晨，昨夜守
岁的贪睡的家人都起床了。
漱洗，敬香，鞭炮，跪拜。
供桌上摆放的就是母亲彻夜
不眠的杰作：十大盘艳丽、
明亮、素雅的迎春菜。祭
祖，敬神，行礼如仪。香烟
尽处，时近中午，正是合家围
坐共庆新春的欢乐时刻。其
实，说起饮食之道，也是讲究
张弛的，人们被连续的酒肉
大宴弄得疲惫的肠胃，一旦
面对这桌全素席，当然感到
舒服。这是来自春天田野的

味道，夹杂着炊烟
和露珠的味道。

（谢冕，1932
年生于福州，文艺
评论家、诗人、作
家。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现任北京
大学中国诗歌研究
院名誉院长、北京
大学中国新诗研究
所所长。中国作家
协会全国委员会名
誉委员，并兼任诗
歌理论刊物《诗探
索》 及 《新诗评
论》 主编。著有
《中国新诗史略》
等著作。）

新春第一宴
谢 冕

日前，文旅部和国家发改
委公布了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
街区名单，浙江宁波老外滩榜
上有名。

位于三江口的宁波老外滩
是进入宁波古城的门户，唐宋
以来，这里就是中国最繁华的
港口之一，也是近代著名宁波
商帮的发祥地。包玉刚、邵逸
夫等众多宁波帮商人从这里启
航，国内“第一家华商银行”

“第一家华商保险”等机构在这
里诞生。作为浙江省唯一现存
的能反映中国近代港口文化的
外滩，这里保留了1844年开埠
以来的大量欧陆建筑：中西合
璧的宗教建筑、洋行商号、名
人宅院、石库门建筑群……而
今，老外滩植入了更多新都市

文化因素，成为集购物、美
食、娱乐、旅游、居住于一体
的城市时尚地标。

酒吧、餐饮、文创、零售……
老外滩有着丰富的旅游休闲业
态。街区内，拥有近200家商户。
走在老外滩核心区，威士忌吧、
民谣音乐酒吧、鸡尾酒吧、流行
音乐吧……或喧嚣，或文艺，满
足不同消费人群的爱好和需求。
夜幕降临，这条国内首屈一指的
特色酒吧街，吸引着全国各地的
游客和外籍友人前来光顾。

2021 年初，随着老外滩核
心区与延伸段贯通，市民与游
客能在老外滩体验到的业态也
愈发丰富。诺邸书店、外滩邮
局、八王子中古店、欢喜城城
市文旅书吧等生活体验、文创

零售类业态已逐渐成为“网
红”打卡点。与此同时，一批
米其林星级餐厅也相继落户老
外滩，让大家有了更为优质的
就餐体验。街区内还囊括了宁波
市美学艺术地标——宁波美术
馆、全国首个以保险为主题的博
物馆——中国保险博物馆和中
东欧国际人文交流新窗口——
中东欧之家。

据了解，2021 年，宁波老
外滩核心区接待游客近 400 万
人，这与街区内举办的一系列
高人气活动密不可分。新春佳
节，老外滩打造出巨大的打卡
美陈吸引游客拍照留念；元宵
节，老外滩的灯谜活动老少皆
乐；“五一”小长假，老外滩的
主题歌会吹响了劳动号角；国
庆节，老外滩国旗飘扬，红歌
嘹亮；中秋节，老外滩的手作
月饼、团扇与圆月相映成趣……
创意集市、时尚秀展、露天音
乐会等各类特色活动更是持续
开展。值得一提的是，老外滩
已连续4年成功举办中东欧国际
人文交流活动。

2021 年以来，街区打造了
全国首个以宁波本土文化为主
题的沉浸式戏剧 《入戏·老外
滩》，观众参与其中，与主人公
一起推动剧情发展。观众看到
的每一样道具、每一处空间都
精工细作地描摹了宁波风情：
宁波帮文化、十里红妆文化、
饮食文化、非遗文化、宁波戏
曲等元素都在这部剧里活跃了
起来。截至目前，该剧目已上
演百余场，成为老外滩业态的
点睛之笔。与此同时，宁波市
首个“甬剧创新实践展示基
地”在老外滩挂牌成立，这也
是继《入戏·老外滩》之后，落
户老外滩的第二个演艺空间多
元化发展项目。

上图：老外滩夜景。
宁波江北区委宣传部供图

宁波老外滩：

注入都市文化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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