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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乐清人的特色年夜饭，
有鲳鱼、黄鱼、乌贼、炒年糕……”日
前，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民陈女士参
观当地非遗文化馆新馆时，看到这些

“菜品”误以为真，仔细观察后才发
现都是米塑作品，拿出手机拍照，与
朋友分享。

米塑，又称“粉塑”，是侨乡温
州独有的民俗工艺。以煮熟的米粉为
原料，捣成糕团，添加多种食用颜料
制作成人物、走兽、花鸟、海鲜、水
果、蔬菜等工艺品。

乐清米塑温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郑小红是上述“年夜
饭”的创作者。她介绍，这桌年夜饭一
共有30道菜，都是具有乐清传统特色
的菜品，以海鲜居多，还搭配寓意美好
的寿桃等，“这桌菜我花了3个多月来
制作，里面的炒年糕寓意年年高、步步
高，黄鱼寓意年年有余，花蚶寓意‘路
路通’，都是正宗的乐清老味道，可以
引起大家的共鸣”。

“时代一直在变化，以前老一辈的
年夜饭很多菜品都看不到了，我做这
一桌‘菜’就是想留住这些菜品，让更

多市民能够记住这段时光，更加了解
这一代人。”郑小红此次还特意捏了一
只米塑龙虾，放在自家的年夜饭餐桌
上，寓意龙运当头，幸福相伴。

在温州泰顺，泰顺县非遗米塑代
表性传承人张甜清花了一个月时间，
用灵巧的双手捏出了泰顺特有的国家
级非遗“碇步龙”。

走进张甜清的米塑工作室，醒目
位置摆放着寓意龙年吉祥的米塑新作

《碇步龙》：在平静如镜的水面上，衣着
喜庆的10名舞龙人，举着盘旋起伏的
彩龙，在狭窄的碇步上腾挪。

“龙年到了，少不了做龙文章。
米塑这种传统手艺要紧跟时代创新，
才能引人关注和喜爱，传承才有可能
性。”张甜清介绍，《碇步龙》米塑是
他近年着力创作的泰顺特色系列米塑
作品中的新品。目前，米塑作品中既
有泰顺廊桥、土楼等人文建筑，也有
库村、徐岙底等古村落。

（来源：中新网）

浙江温州非遗米塑造型多样贺新春

巧手捏出浓浓年味
周 健 侯人玮 李 艺

米浆摊平，加热半分钟，
一 张 晶 莹 剔 透 的 粉 皮 便 成 形
了，徐国芬麻利地将馅料均匀
地 铺 在 粉 皮 上 ， 再 用 竹 片 卷
起，淋上秘制醋汁，撒上生菜
丝，一盘爽滑劲道、鲜香可口
的越南卷粉上桌，门口的食客
早已排成长龙。

徐国芬的小吃店位于中国
最大的越南归侨安置镇——广
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侨港镇。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批越南归
侨被安置于此，也带来了越南和
疍家风味美食。

今年春节期间，被当地人
称为“深夜食堂”的侨港风情
街上，游人摩肩接踵。归侨侨
眷 们 制 作 的 糖 水 、 炒 冰 、 卷
粉、春卷、蟹仔粉、煲仔粉等
特色美食吸引广大食客。

徐国芬的母亲是越南归侨，
她从小学便跟着母亲学做越南
卷粉，在菜市场摆摊售卖。如今
40 岁出头的徐国芬已是制作越
南美食的行家里手，经营多家越
南卷粉店。

“春节期间，卷粉店生意火
爆，一天能卖几千条卷粉。我
们有 20 个工人，其中一半是归
侨侨眷。”徐国芬说。

“卷粉最初只有猪肉木耳馅。后来，我们增加了虾仁萝
卜、豆角猪肉、叉烧马蹄、香菇鸡肉、鲜鸡蛋等5种馅料，
都卖得很好。”徐国芬将传统手艺玩出新花样，制作的海苔
味虾饼同样畅销。

凭借经营卷粉生意，徐国芬一家早已从初到侨港时搭
建的简易房搬进了商品住宅区，过上幸福生活。

70后越南归侨吴玉明在侨港风情街经营一家煲仔粉店
铺，传承疍家风味，是侨港镇热门“打卡点”之一。

“以米粉、鲜汤为主料，按食客口味加入猪肉、牛肉、
牛腩、鱼丸、海鲜、香葱、酸笋等为佐料搭配，用泥煲大
火煮沸，这样的煲仔粉才叫靓、正。”吴玉明说，煲仔粉的
精髓在于食材新鲜，保证汤浓鲜、粉爽滑。

吴玉明出生在越南婆湾岛，生于船、长于船，是典型
的疍家人。而他并没有像祖辈一样“以海为生”，20岁便开
店卖煲仔粉，最初店面只有 5 平方米，顾客几乎都是本地
人。如今店铺有100多平方米，吸引海内外游客闻香而至。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吴玉明还开办了民宿。作为侨港镇
美食协会会长，吴玉明计划带领越来越多归侨侨眷，探索利
用具有侨越特色的疍家“古早”味，抓住游客的“胃”与“心”。

“最关键的是保留老味道。我们筹划出一本书，集纳侨
港的特色美食，让侨港美食文化代代相传，也让食客了解美
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吴玉明介绍，如今，越来越多侨港年轻
人接手父辈的美食店，为传承“老味道”注入新活力。

徐国芬、吴玉明等人的生活变化是众多归侨侨眷的缩
影，也折射出侨港镇的变迁。经过近半个世纪发展，这片
昔日的荒滩已发展成为一座以渔业为主，工业、商业、旅
游业齐头并进的新城镇。

小镇上色彩绚丽的楼房鳞次栉比，沿街商业店铺林立，
新晋网红“打卡点”层出不穷，当地着力打造融汇侨乡历史文
化、疍家民俗风情、海滩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旅游项目。
2022年，侨港小镇获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伴随小镇的发展，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从前
“以海为生”的渔民或加入旅游行业，或从事海产品加工，又
或经商谋生，营生手段越来越多元化。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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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徐国芬在制作卷粉。 翟李强摄图为徐国芬在制作卷粉。 翟李强摄

乐清米塑“年夜饭”。侯人玮 供图乐清米塑“年夜饭”。侯人玮 供图

图为米塑作品《碇步龙》。
郑小萍供图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北
村勒北渡口旁的木棉盛放，成为一道

亮丽风景线。图为勒北渡口旁盛开的
木棉。 王国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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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一份乡情

“本届‘中国文化周·多彩贵州’活动为期5天，每
天的内容都很精彩：法国小熊猫学校的孩子们身着 20
多个少数民族的服饰，来了一场走秀；巴黎贵州商会
副会长柯文和她的法国学生联袂表演了气舞 《道美天
下》，并带法国观众体验了一把健身气功；我们还组织
了一系列讲座，介绍贵州丰富的旅游资源、悠久的茶
文化和独特的地方戏曲……”和记者聊起不久前落幕
的第七届“中国文化周·多彩贵州”活动，罗坚话语间
满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在里昂生活多年，罗坚一直热心于传播中华文
化，和当地华侨华人及里昂六区政府共同组织举办多
届“中国文化周”，向当地民众展示京剧、书法、中国
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瑰宝。

“近两年，中国各地都在积极开展对外旅游推介。
同时，中国已对法国实施 15天免签入境政策。这为吸
引法国游客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提供了良好契机。”罗
坚介绍，本届“中国文化周”首次以中国特定省份的
文化为主题，之所以聚焦贵州，源于她的一份乡情。

“我父亲祖籍贵州福泉，我算‘半个贵州人’。前些
年，我曾带孩子回福泉老家祭祖，贵州多姿多彩的地
方文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法国，不少民众对贵州
知之甚少，我希望能为法国民众打开一扇窗，让他们
一览黔地风光，今后有机会到贵州实地游玩。”罗坚
说。她的想法引起众多贵州籍华侨华人的共鸣。

法国贵州之家会长、法国贵州商会副会长张竹在
法生活工作20多年。6年前，她拥有了一个新身份——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法国营销中心负责人。说起家乡
贵州的好风光，张竹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黄果树瀑
布、荔波喀斯特森林、加榜梯田、西江千户苗寨、侗
族大歌……贵州有太多值得探索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
美，特别是这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文化，
恰好契合了许多法国民众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好奇心。
过去法国民众没有太多了解贵州的渠道，这就需要我
们华侨华人来铺设一条通向贵州的‘路’。”

在本届“中国文化周·多彩贵州”活动中，张竹特意
从巴黎赶到里昂，举办了一场宣介贵州地方文化和旅游
资源的专题沙龙。她不仅向在场里昂民众全景式展现
了贵州的山水风光、民俗文化，还专门设计了一条旅游
线路，鼓励大家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贵州之旅”。

贵州籍侨胞宣介家乡的真诚与热心得到了“娘家
人”的积极回应。活动前夕，贵州省侨联与多方联系
对接，为主办方寄去多套精美的少数民族服饰以及贵
州宣介资料。“文化是激发不同国家民众产生情感共鸣
的重要载体。贵州籍侨胞通过‘中国文化周·多彩贵

州’活动，为家乡发声代言，将使越来越多法国朋友
与多彩贵州结缘。”贵州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
书长季洁说。

许下一个心愿

嫩绿的茶叶在水中沉浮，轻啜一口茶汤，馥郁的
茶香沁人心脾……在本届“中国文化周·多彩贵州”活
动中，贵州籍侨胞邱悦冲泡的贵州绿茶，让在场法国
民众唇齿生香，仿佛置身万里之外的贵州茶园。

“贵州主要出产绿茶、红茶、白茶、黑茶，其中以绿茶
最为知名。贵州绿茶具有翡翠绿、嫩栗香、浓爽味的特
点，这份与众不同的优良口感与贵州优质的生态环境息
息相关。”活动现场，邱悦一边用娴熟的手法冲泡绿茶，
一边娓娓讲述贵州茶的品类特点和“干净黔茶”理念。

作为一名“茶三代”，邱悦从小在“贵州茶叶第一县”
湄潭县的万亩茶海里长大。移居法国后，她将家乡的一
缕茶香带到海外。身为贵州春秋茶巴黎事务中心主任，
她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举办的“联合国
中文日”“国际茶日”等活动中向各国友人推介贵州茶、
展示中国茶艺。如今，这缕茶香又随她飘到里昂。

在邱悦看来，清香的茶汤承载的不仅是中国以茶
会友的待客之道，更是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中国茶
文化。“我和里昂当地的朋友一边品茶，一边畅聊中华
文化，茶让我们走近彼此、结下友谊。”邱悦说。

“我曾去过中国多次，但从未到过贵州。这次活动
让我对那片遥远而迷人的土地充满向往。”里昂市民克
里斯蒂安说，自己是“中国文化周”的铁杆粉丝，每届活
动都不落下。这次，品尝完贵州绿茶，他许下一个新的
心愿——再去一趟中国，“打卡”贵州的绿水青山。

法国里昂卢米埃尔大学博士生冯涛主讲的贵州黔
剧与中国戏曲工作坊同样激发起不少里昂民众走进中
国、探访贵州的兴趣。在中国求学时，冯涛师从晋剧
作曲家刘和仁，于京剧、昆曲也有所涉猎。赴法国留
学后，她专注于研究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音乐元素的
融合。在本届“中国文化周·多彩贵州”活动中，她从
贵州传统地方戏曲剧种黔剧切入，先讲解了黔剧的

“前世今生”以及其中蕴藏的地方文化，进而延展开
去，介绍了百花齐放的中国戏曲文化，并现场清唱经
典选段，在场民众听得如痴如醉。

冯涛是山西人，这次受邀来“中国文化周”主讲
贵州黔剧与中国戏曲前，专门向国内联合指导她的博
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请教了黔
剧相关知识。“黔剧和我熟悉的山西地方剧种很像，都
是用当地方言表演独具特色的地方风俗民情，这份乡
音乡情是共通的。我希望将这份来自中国的艺术之美
传递给里昂的朋友们。”冯涛说。

“许多里昂民众都对艺术很感兴趣，贵州黔剧与中国
戏曲工作坊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从未去过中国，但现在
我的脑海中已有了一幅关于贵州的美丽画面。”里昂六区
副区长阿娜莉亚·卡布雷拉向记者表示，在她看来，中法
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人民也有很多相同点，“比如，
我们都热情开朗、愿意分享交流。里昂华侨华人举办的
文化活动有助于让里昂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也将让我
们成为更好的朋友，希望今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打开更多扇窗

“第七届‘中国文化周·多彩贵州’活动通过丰富
多彩的内容，以当地里昂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形
象、立体地展现了多彩贵州的风采，对当地民众了解
贵州、了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里昂华侨华人分布
在不同行业，活跃在不同领域，始终心系祖 （籍）
国，在深度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积极传播中华文
化，不仅丰富了当地多元文化，也为促进中法人文交
流、民心相通注入动力。”中国驻里昂总领馆代总领事
李振平向记者表示，在中法建交 60周年和中法文化旅
游年之际，华侨华人可以继续施展才华，组织多种多
样的文化活动，增进中法两国民众相知相亲。

“贵州不仅有壮丽的自然风光、旖旎的少数民族风
情，还有众多气势恢弘的桥梁和火爆出圈的‘村超’

‘村BA’。在华侨华人的牵线搭桥下，欢迎法国朋友们来
贵州做客，亲身感受贵州的好山好水好生活。”季洁说。

对于已经开启的2024年，罗坚和许多法国华侨华人
一样，充满期待，更充满干劲。“本届‘中国文化周’活动
几乎场场爆满，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小熊猫学校的孩子
们通过少数民族服饰秀，体验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更
加期盼去贵州看看。今年，我希望能带法国华裔青少年
们到贵州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此外，今后我们
还将考虑延续这次的思路，每年的‘中国文化周’聚焦中
国一个特定地方，以此打开更多扇窗，让法国朋友看到
中国的地大物博、异彩纷呈。”罗坚说。

张竹也已列下满满的计划表，打算在新的一年向法
国民众讲述更多中国故事。“今年，我将赴法国多地参与
贵州宣介活动。此外，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刺绣对许多
法国民众充满吸引力。将中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与法
国的时尚元素相融合，设计出兼具中西特色的艺术作
品，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张竹说。

“每当我为法国朋友清唱中国戏曲选段时，即便他
们不懂中文，也都听得非常专注，眼里闪着亮光，许
多年幼的孩子都安静下来，侧耳聆听，并且非常乐意
跟我学唱。这让我相信，文化和艺术令我们心灵相
通。”冯涛说，她将继续发挥所长，以戏交友，带更多
法国朋友通过中国戏曲走近中华文化、走近中国。

法国华侨华人积极推动中法地方文化交流——

让里昂民众领略多彩贵州
本报记者 严 瑜

学唱黔剧，品尝贵州绿茶，欣赏中国少数民族
服饰秀……日前，在法国里昂，一场充满黔地风情
的文化盛宴让许多当地民众认识了贵州这颗镶嵌在
中国西南地区的璀璨明珠。

“这是我们第七次举办‘中国文化周’，也是第一
次聚焦中国具体一个省份，向里昂民众集中展示贵州
的文化魅力。”中法家庭联合会主席、法国小熊猫学校
校长罗坚介绍，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
文化旅游年，由中国驻里昂总领馆、法国里昂六区政
府支持，中法家庭联合会·法国小熊猫学校、法国贵州
商会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文化周·多彩贵州”活
动，旨在架起一座文化桥梁，带法国朋友领略多彩贵
州、感知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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