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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风情

农历二月初二，民间俗称“龙抬头”，又称春耕节、农事节、踏青节，还是“头牙”的日子。这一天，厦

门有不少民间习俗，如同安人喜欢煮油饭、吃薄饼。近几天来，许多同安居民前往市场买薄饼皮、菜

料、肉及各种佐料，并备好薄饼的“灵魂”———炒油饭，然后回家自制吃起来香喷喷的油饭薄饼。

居民排队购买薄饼皮
2 月 20 日，同安区祥平街道

银湖西里的“老张芸溪薄饼菜”摊

位前，75 岁的居民庄化育正在摊

薄饼皮———他把手上的面团一

甩，往煎饼锅上一抹一转，一张

“色白薄韧”的薄饼皮就完成了。

“老板，给我半斤。”“这些我都要，

一共多少斤？”两三位顾客站在摊

位旁等待。

“迎接二月二，我们的习俗就

是吃薄饼。今天买回去的饼皮，等

到明天拿出来蒸一下，就可以包

薄饼了。”住在小区的居民陈女士

笑着说道。

庄化育已有 50 多年的制作

薄饼皮经验，是当地出名的“老师

傅”。庄化育说，以往居民和饭店

订薄饼皮比较多的时候，他会在

前一天晚上开始和面，一直忙到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才能做薄饼

皮；单单是做面糊的流程，就要花

两三个小时———首先是在大盆里

用手将面糊搅拌均匀，之后再用

“T”形木具将面糊全面搅拌“出

筋”，做好后静置一会再进行搅拌

即可。

二月二吃薄饼有讲究
说起薄饼的由来，许多同安

人都会提到蔡复一，其中较为流

行的一种说法是：明嘉靖年间，同

安人李春芳的孙女嫁给金门人蔡

复一。蔡复一公务繁忙，夫人就将

鱼、虾、猪肉切丁，与香菇、冬笋、

胡萝卜、豆干丝等拌炒煮熟，用面

粉制皮，卷起这些馅料，让蔡公边

办公边当饭吃，方便又可口。因为

饼是老婆做的，人们叫“婆饼”。几

经改制，婆饼之皮由厚而薄，谐音

雅化为“薄饼”。

相传，早年间同安家家户户

只在农历二月初二、三月初三、冬

至、过年等重要民俗日子才能吃

到薄饼。在市民何东方的记忆里，

薄饼是属于童年的味道，每到包

薄饼的时候，他都十分期待。“十

几岁时，我奶奶包的薄饼馅料只

有大蒜苗、芹菜、豆干及海蛎。如

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

种馅料都有了，加油饭的薄饼则

是同安特有风味。”何东方说，以

前，每到农历二月初二的前几天，

街头巷尾各家卖饼皮的摊位才会

出来摆摊，还有不少沿街摊贩卖

蒜苗和芹菜，而老百姓都是“成捆

买的”。

庄化育说，过去，重要民俗日

子需要祭祖时，家家户户都会用

油饭和炒菜来祭拜，最后都会习

惯地拿这些油饭和炒菜来包薄

饼。如今，大家都会加上胡萝卜、

冬笋丁等时令蔬菜来包薄饼，吃

的时候再加上一点芫荽、海苔、花

生碎，“味道真是好极了”。

早些年，当地人把在农历二

月初二吃的这顿油饭称为“苦命

饭”，将农历二月初二称为“苦命

节”，因为吃过这顿油饭后，春耕

就正式开始了。不过，如今农民的

生活水平提高了，这种说法便渐

渐被淡忘了。

（林燕萍 来源：海西晨报）

长江千万年奔流不息，灌溉中

华大地，华夏五千年灿烂文化，承

载着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历史与

传奇，而我有幸走进了厦门市博物

馆，触摸这千年文化的脉搏。

在课堂上，老师循循善诱，将

青铜器的前世今生向我们娓娓道

来。当伯各卣的图片出现在我面前

时，伯各卣上的动物纹神情肃穆，

青铜千年之后特有的铁青色使伯

各卣的威严熠熠生辉，这令我瞬间

就被它的精美牢牢吸引，移不开视

线地久久凝望。“卣”在几千年前只

是当时盛酒的器具，却已如此精

美，不得不令我惊叹弓鱼国的冶铸

技艺之高超，让我更按捺不住想要

去亲眼目睹它的美。

迫不及待地走进展厅，我被

暗黄色的灯光笼罩，亮光照落在

文物上，文物成了全场目光的焦

点。青铜特有的青绿色与暗黄色

的灯光交相辉映，使展厅弥漫神

秘的气息。一件件独特的出土文

物，是一段段母亲河的传奇故事。

奇异的铜人像嘴缝长而上扬，仿

佛想向我述说一个个神秘的古老

传说……

当我驻足在西周伯各卣面前，

透过玻璃罩，伯各卣仍威严地伫

立，身上的铭文依旧清晰可见。它

的手炳上饰有牛、羊、鸟，前后三层

雕刻，五官细致，神情肃穆，栩栩如

生！我不禁沉浸其中，感叹古时匠

人技艺的精湛。

这精美绝伦的伯各卣仅仅代

表古时的精湛技艺吗？不！绝不止

于此。

隔着玻璃罩，我忍不住想要去

触摸它，去寻找它流传千年的秘

密，去触摸千年的文脉。走进它的

心灵，打开历史之门，我仿佛感受

到那时匠人塑造它时对一雕一刻

最朴实的向往———吉祥。这是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这样朴实而美好的

向往，是人类跨越古今的共同期

望，让文化交流永不停止，永远心

灵相通。

这不仅仅是长江青铜的巅峰

时代，更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史。在数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

去挖掘古代文明余留的瑰宝，拼凑

起无数历史传奇。上下五千年，滔

滔江水洗不尽他们的铮铮风骨；一

朝又一夕，泥土掩不没它纯洁的灵

魂。数千年时间沉淀，他们仍风华

依旧，遥相呼应着华夏文明的过去

和未来。（赖佳宸来源：海峡导报）

母亲来电话让我回去吃饭，她

特别强调家里的新鲜蔬菜多，让我

带些到新家去。我到家的时候，母

亲正在做菜。她说:“黄瓜是 24 楼黄

阿姨送的，她对我最好了；桃子是

对门张阿姨在老家摘的，她对我最

好了，上次送的还没吃完，昨天又

送来了。”

“她对我最好了”，这是母亲的

口头禅，只要提到她的那些朋友，

她都会补上这一句。一会儿是 25

楼的王阿姨，一会儿是 29 楼的田

阿姨。我在那栋楼住了五年多，搬

走之前连隔壁邻居的模样都记不

清，母亲才搬来两三年，却跟楼上

楼下的左邻右舍都处得非常融洽

热络。

母亲说的其他人我不了解，但

她有次居然说楼下的某女子也对

她好，我感觉像是听天方夜谭。那

女子见了谁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

子。我曾在电梯里听别人议论过

她，说她性情古怪，在单位跟同事

的关系也很紧张。

记得有一次家里客厅漏水，我

正准备通知物管，那女子就气势汹

汹地来敲门，见到我就劈头盖脸一

顿乱吼，说她家的厨房遭殃了，还

骂了些难听的话。气得我跟她大吵

了一架。从那以后，我跟她结了梁

子，每次一遇见她，我都故意将头

扭到一旁。

有一次我回去看母亲，那女子

在电梯里见到我，竟然热情地和我

打招呼:“回来了？好久不见！”我下

意识地看了看四周，确定她是在对

我说话，只得讪讪地点点头。她又

笑眯眯地说:“你妈在家没？好几天

没见到她了，她老人家真好！”

那天我很好奇地问母亲怎么

跟她扯上了关系。母亲淡淡地说，

听说女子一个人带着小孩，挺不容

易的。有次做了些糕点送去，没想

到小孩特别喜欢，母亲就经常给她

做。母亲说那女子对她最好了，得

知她牙齿不好，还给她介绍好的医

生。平时只要见到她，都会很热情

地嘘寒问暖。

“我刚才又遇见她了，她说您

昨晚送的水饺，她小孩很喜欢。”我

将女子的话如实向母亲转达。

“喜欢就好，她家小孩很可爱

的。对了，你先吃，我把这碗肉丸汤

端给三楼的赵阿姨，她对我最好

了。这几天她身体不适，吃这个最

适合了。”母亲说完就急匆匆地出

了门。

母亲说的这位赵阿姨我见过，

好像是去年才搬来。前不久，赵阿

姨突发疾病，儿女不在身边，母亲

连夜将她送到人民医院。赵阿姨住

院期间，母亲每天在家炖鸡汤，再

坐公交车给她送去。我好几次给母

亲打电话，她都说在医院陪护。在

我看来，这明明是母亲对别人有

恩，她却老是念着人家对她的好。

我终于明白，母亲的那些朋友

为啥会对她最好了。

（周成芳来源：厦门晚报）

春耕时节，在福建省福州市乡村山岭间，一块块形

状各异、五彩斑斓的田地犹如大地上的拼图，呈现别样

的春耕画卷。 （姜克红 来源：东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