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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東花餑餑是饅頭的一種，也叫麵塑或者
捏麵花，是膠東地區特有的一種民間傳

統美食。與饅頭有所不同，花餑餑做成各種
形狀，就像工藝品一樣。花餑餑最早可以追
溯至漢代，至今仍然流行於山東煙台、威海
等膠東地區。威海文登膠東花餑餑民俗和膠
東花餑餑民俗（萊州麵塑）均被列入山東省
非物質文化遺產。

兔年限定花餑餑供不應求
在威海長林生態農業有限公司10萬級無菌

生產車間裏，工人們正忙着蒸製裝運花餑
餑，發往全國各地。公司今年特別設計了三
款兔元素的花餑餑，為兔年增添一份喜慶。
位於山東省萊州市的昭泰食品廠，工人師
傅正在緊張地忙碌着。生意如此興隆，老闆
孟昭泰喜悅中卻帶着一絲焦急。「我們現在
是訂單式生產，廠裏沒有庫存。」孟昭泰
說，受疫情影響一些工人陸續請假，40萬斤
花餑餑的訂單只能加班加點努力完成。今年
昭泰食品準備了仙桃、喜餑餑、蓮子、棗餑
餑、玉兔成祥等多種產品，尤其是那些潔白
的小兔子，一經推出供不應求。
最引人注目的是醒獅兔，雖然各家公司的

樣式有所不同，創作理念卻頗為一致，把威
武的醒獅和萌萌的兔子元素結合在一起，象
徵着吉祥如意、興旺發達、遍地生財。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圓圓的身體，威風凜凜的虎
頭帽，有的背後還帶着一個福字，看起來憨
態可掬充滿喜感，與其說是麵食，更像是兔
年吉祥物。

直播首日破萬單 銷量一路走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淘寶等電商平台看到，

今年各廠家的花餑餑禮盒分為多種組合，價

格從幾十元（人民幣，下同）到幾百元不
等，由於銷售火爆，一些產品已註明要正月
初八以後才能發貨。「開箱後就覺得很驚
艷，太好看了，真是捨不得吃！」在淘寶一
家花餑餑店舖，一名買家留言評價道。通過
發達的冷鏈運輸，精緻的花餑餑運送到客人
手中時，依然能夠保持原樣，口味亦沒有變
化。
新年前，文登花餑餑亮相東方甄選直播
間，直播首日即突破1萬單，產品一上架便被
粉絲們搶購一空。進入兔年春節銷售旺季以
來，威海文登花餑餑銷量一路走高。作為
「山東省花餑餑之鄉」，文登已將發展花餑
餑產業列入「十四五」發展規劃，並出台了
《文登區關於推進花餑餑產業發展的扶持意
見》，規劃建設花餑餑產業園區和花餑餑特
色小鎮。

非遺進萬家 蒸出致富「香餑餑」
侯家鎮是文登「最會蒸餑餑」的地方之
一。 這是一個擁有千年歷史的文化小鎮，每
逢節日慶典、祝壽抓周、祭海等重要日子，
家家戶戶就會蒸製石榴、棗餑餑、壽桃等形
態各異、顏色鮮艷的花餑餑。
該鎮整合17個村集體和花餑餑文創產業基

地800萬元資金，建設6,000平方米花餑餑生
產基地，引進了威海秋陽綠色食品、益康花
餑餑等企業「拎包入住」，年銷量近20萬
箱。
據統計，膠東地區大大小小的花餑餑生產

企業至少數百家。其中文登有花餑餑生產企
業27家、小作坊118家以及大量的民間家庭
製作間，花餑餑產業總產值從2015年的300
萬元增至如今的3億元，預計2023年產值將
達5億元。

網友線上辦年貨尋味山東年：
「太好看了，捨不得吃！」

膠東花餑餑是饅頭的一種，也叫麵塑或者 格從幾十元（人民幣，下同）到幾百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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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孟昭泰創建國內第一家麵塑藝術博
物館——萊州市昭泰麵塑藝術博物館。「自己

從心裏愛好這個東西，就想把這點老祖宗傳的東西
傳下去。」談起建設博物館的初衷，孟昭泰說。

每個節日都有獨特的花餑餑
博物館分為麵塑特色展覽館、鄉村生產生活記憶
區、生態休閒區、麵塑文化體驗館、麵塑文化長廊
等區域，共展出2,000餘件不同類型的麵塑作品，介
紹膠東地區逢年過節的各式花餑餑風俗。
館內的鎮館之寶是一件重達80多斤
的「大聖蟲」，用二龍戲珠、八
仙過海等148個小件組成。
在「大聖蟲」的背後，
流傳着一個美麗的故
事。相傳在很久以
前，萊州有個大戶人
家娶親，新娘心地十
分善良，她在花轎
上看到路邊有一個
凍僵的小蛇（當地
叫長蟲），就讓轎
夫停轎。按照當地

風俗，花轎是不能在中途停下的，但因新娘堅持，
轎夫只好停了下來。新娘子拿出手絹讓轎夫幫忙把
小蛇包起來，然後把牠揣在懷裏帶到夫家，偷偷地
把小蛇藏在糧倉裏。
一年以後，當地發生饑荒，許多老百姓無糧吃不
上飯。新娘子勸婆婆開倉放糧接濟鄉鄰。等他們放
糧三天回到糧倉時，驚訝地發現糧食不但沒少反而
增加了。原來是小蛇化為聖蟲報答恩情。從那以
後，萊州家家戶戶過年都會蒸個「大聖蟲」放在糧

缸裏或錢袋裏，祈禱來年有糧吃有錢花，
到農曆二月初二才拿出來吃。

在膠東，過年、過壽、結
婚、小孩滿月，每個不同的
日子蒸的花餑餑都有所不
同。清明節捏燕子；六
月初八祭龍王；七月
初七牛郎會織女；從
正月到臘月，從孩
子出生到老人做
壽，膠東人民都愛
用花餑餑來表達對
美好生活的祝福和
嚮往。

以往只在膠東地
區流行的花餑餑，
如今早已走出鄉村
銷往全國。山東省
非物質文化遺產膠
東花餑餑習俗（萊

州麵塑）代表性傳承人孟昭泰曾連續
三年受邀參加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兩次參加跨國公司領導人峰會，把膠
東花餑餑帶到了國際舞台。

今年69歲的孟昭泰，從12歲開始
跟隨祖母學習製作花餑餑，迄今已有
50餘年。他創作的小聖蟲、小玉兔、
小鯉魚、小刺蝟、小富貴、小壽桃、
大壽桃、年年有餘等麵點，獲得國家

外觀設計專利。

吃起來仍是「小時候的味道」
「花餑餑看着很簡單，其實是非常

難做的一種食品。它有個醒發過程，
不是想做成什麼樣就什麼樣。在家裏
吃的話醒發大小都可以，但作為商
品，每次做都要同一個標準，這就加
大了難度。」孟昭泰的工廠裏一直保
持着傳統的老麵發酵，而不是用酵母
粉，吃起來仍是「小時候的味道」。
在保留傳統的同時，孟昭泰還在原材
料和造型上做了許多創新，研發了果
蔬產品和卡通造型的各式各樣的花餑
餑。

孟 昭 泰 回
憶，過去老百姓從臘八就開始忙年，
要趕集購買過年需要的東西。臘月廿
三家家戶戶開始蒸餑餑，年前要把它
全部做好，按習俗在正月十五之前都
不會再蒸了。「小時候孩子們都盼望
着吃大餑餑穿新衣服，用大米白麵做
的大餑餑都是敬天敬地的，一般人都
吃不到。現在百姓自己做的少了，煤
氣灶上的小鍋蒸不了大饅頭，一般都
是買點現成的。」

據了解，花餑餑的製作流程包括和
麵、發麵、揉麵、捏型、雕刻、鍋
蒸、上色等步驟，以刀、剪、筆等工
具進行創作。在製作技法上，不同地
域各有特色，風格不同。按人生禮
儀、歲時節物和各地習俗，通常分為
「結婚」「送三」「百歲」「過年」
等幾個大類別。

老麵醒發
酵母難及 「就想把這點老祖宗傳的東西傳下去」

過大年，蒸餑餑，期盼來年的日子蒸蒸向上、紅紅火火，是山東膠東地區的風俗。新年期間，

膠東各大花餑餑生產廠家迎來產銷兩旺的好勢頭。醒獅兔、抱仔兔、小萌兔，卡通兔、長耳

兔……各種以兔子為主題的花餑餑成為兔年春節暢銷款。師傅們使出渾身解數，把兔子形象融入

到花餑餑的創作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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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挑選最好
的麥子磨成頭
等麵粉，輔以
最上乘的配料

做成大餑餑供奉先祖和神靈，藉
此祈求來年風調雨順，吉祥幸
福。那時麵粉非常珍貴，人們將

能夠填飽肚子、保全性命的麵食
作為一種祝福，就等於贈送給對
方最為珍貴的禮物。近年來，隨
着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走親訪
友的禮品漸漸地被各種便攜的禮
盒所替代，但膠東人招待賓朋的
餐桌上，大餑餑是主角的地位依
舊不可撼動。

◆ 山東省非物
質文化遺產膠東花
餑餑習俗（萊州麵
塑）代表性傳承

人孟昭泰。

◆ 鎮館之
寶「大聖
蟲」。

◆ 威海文登
區金長林食
品公司花餑
餑 生 產 車
間。

◆醒獅兔餑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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