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眾：久違的年味回來了
北京傳統廟會時隔四年紅火回歸 煙火氣滿滿 文化趣味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舞龍舞獅、花車巡遊、

特色小吃、精美手工……將傳統文化與市井煙火融為一體的廟會

歷來是北京市民春節的傳統節目。今年，北京市集中推出廟會、

遊園、燈會活動58項，遍布13區。地壇、龍潭、廠甸、大觀

園、石景山遊樂園、八大處等傳統廟會全面回歸。頤和園、中山

公園、玉淵潭、紅螺寺也舉辦豐富多彩的傳統花會、遊園活動。

「每一個北京人過年都有深厚的廟會情結吧，聽說今年龍潭廟會

再開放了，我們一家一大早就趕過來了，畢竟四年沒開了，想到

人多，但沒想到這麼多，大家都來感受年味了。」北京市民田先

生一家一大早趕到龍潭廟會時，園區內已經是接踵摩肩的熱鬧景

象了。

谷女士帶着兩個女兒排了一個小時隊方可進入廟會現場，「找車位都花了
一個小時，車都放在很遠的地方，又打車過來的。等再久也願意進來，

其實這些表演、小吃、工藝品都是特別常見的，廟會上價格還更高些，可是
就是到了廟會現場感覺這些東西就更『有味』，對，就是那種久違的年味。」

大排長龍趕會熱情高
「各位好友，想要逛廟會的還是改日再來吧，現在附近車位已經沒有
了，等待入園的隊伍排出好幾里地了。」大年初一中午，市民郭先生通過
朋友圈發布「勸退」視頻，他和家人因為廟會門前的長隊不得不選擇改日
再逛，「明天一定早點來。」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今年是甲辰龍年，各個廟會雖然獨具特色，卻都「龍」含量超高，

「龍」元素隨處可見，各個廟會也都適時推出「尋龍」活動，市民們在品
嘗美食、觀看演出的同時還能展開遊戲互動，傳統廟會趣味十足。

非遺項目展民俗魅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京西駝鈴古道模式口歷史文化街也感受了北京廟會的
熱鬧景象，整條街道從東至西空中彩燈高懸，街區人山人海，糖人、茶
湯、爆肚、肉串、泥人、毛猴、風車……每一個攤位都吸引了市民駐足圍
觀，吆喝聲、笑鬧聲此起彼伏，身着中式服裝的孩童們舉着龍燈在人群中
穿梭，整條街道洋溢着喜慶的節日氛圍。
老字號及非遺項目入駐是今年地壇廟會的亮點之一，現場能看到吳裕
泰、北冰洋、東來順、稻香村、故宮文創等多家老字號與知名品牌。泥人
張、鴿哨、景泰藍、毛猴、兔兒爺、皮影等精品手工藝品琳琅滿目，北京
蒙鑲、糖畫、漆雕、山桃木雕、剪紙、內畫、木版年畫等非遺製作技藝傳
承人也各顯其能，市民不僅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非遺，也能體驗到老北京民
俗文化與生活的趣味。

雪上滑道添歡樂體驗
龍潭春節文化廟會作為京城著名廟會之一，以獨特的體育、公益、民俗
等特色獨樹一幟。農曆大年初一上午8點多，龍潭公園西北門外，火紅的燈
籠牆在新春朝陽的照映下格外喜慶，不少市民一早就趕來排隊等着廟會開
場。據報道，龍潭冰雪節有北京唯一的S型雪上滑道，更加豐富了市民群眾
逛廟會的歡樂體驗。
龍潭冰雪節負責人王偉介紹，龍潭冰雪節今年是第十四年，今年在雪的
質量上、項目的布局上，引進了很多新的內容，包括雪上滑道，自己創辦
的S道，山洞道，帶軌的大火車龍潭號等。目前我們準備開到2月17號（大
年初八），在保證雪的質量上下了很大功夫。
民俗專家高巍表示，廟會是市井生活，也是平民文化。儘管現在娛樂方
式豐富多元，但人們依然嚮往廟會、期待廟會，正是因為它影響着一代又
一代的人，這就是文化的魅力。

龍騰辭舊歲，獅舞

賀新春。當地時間 10

日，甲辰龍年大年初

一，肯尼亞首都內羅

畢的雙河廣場紅燈高掛，鑼鼓喧

天，一派熱鬧景象。首屆內羅畢中

國春節廟會活動當天上午拉開帷

幕，吸引上千人參與。

廟會上，中國特色美食和傳統服

飾帶來了濃濃「年」味兒。手捧一

碗河南胡辣湯，肯尼亞青年奧利弗

．奧尤告訴新華社記者，這是他第

一次品嘗中國美食。奧尤說，這次

廟會讓肯尼亞民眾有機會更多了解

中國文化，也讓肯尼亞和中國兩國

民眾更加親密。

肯尼亞姑娘傑妮．萬娜特意穿了

一件漂亮的紅色旗袍來逛廟會，這

是她在貴州大學留學時朋友送的禮

物。目前，萬娜在內羅畢一家中國

企業擔任翻譯。她表示，肯中交流

日漸緊密，這次廟會活動搭建了平台，讓更多肯尼亞人有機

會了解更生動、更具體的中國。

在中國駐肯尼亞大使周平劍的陪同下，聯合國內羅畢辦事

處總幹事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來到廟會，體驗中國傳統

文化。202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春節（農曆新年）確

定為聯合國假日。

班古拉觀看了內羅畢大學孔子學院學員們的舞龍舞獅表

演，還用毛筆在紅色宣紙上寫下了一個「福」字。她表示，

今天體驗的中國傳統文化項目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衷心

祝願中國人民新春快樂。

肯尼亞總統魯托10日也通過社交媒體表達了新春祝福。魯

托說，龍象徵着健康、好運、力量和智慧，期待肯中全面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在龍年不斷發展。

活動主辦方之一、肯尼亞華僑華人聯合會會長高瑋表示，

希望通過此次活動共建中肯兩國人民友好交流的平台，讓中

華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走進肯尼亞民眾的生活，讓中肯人

民心更近、情更濃。

◆新華社

千人雲集內羅畢春節廟會
感受中國文化魅力

特稿特稿

◆當地時間2月10日，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人們在內羅畢中國春節廟會上體驗中國書
法和木版年畫。 新華社

沐浴着新春暖陽，位於湖北武漢黃
陂木蘭山腳下的大余灣古村處處張燈
結綵、炊煙繚繞。
伴着陣陣鑼鼓聲，村灣廣場上，採蓮

船、蚌蚌精等本地民俗節目接連上演，來往遊客看
得津津有味。經過精心改造，這座600多年的古村
一改往日風格，年俗活動增添了幾分「時髦」味
道。

祖宅門前新業忙
「好吃的黃陂豆絲，純手工製作。」村口一棟
民居前，村民余祖紅叫賣着剛出鍋的小吃，這種
本地特產如今已能在加工廠批量生產，但大余灣
仍保留着過年「炕豆絲」的習俗。「春節期間遊
客多，我的手工豆絲也成了搶手貨，供不應

求。」余祖紅在熱氣騰騰的大鍋前忙碌，言語間
滿是欣喜。
除了現炕現賣的豆絲，製作手工粑是備受遊

客歡迎的體驗活動之一。村民把熟糯米放入乾淨
石臼，遊客們輪流用木杵舂打，不一會兒，細膩
的粑便製作完成了。
遊人紛至沓來，農家宴生意比往常更紅火。村民

余紹禮夫婦的「木蘭鴻泰土菜館」就開在村灣廣場
旁的祖宅裏，這幾天兩口子忙得腳不沾地，菜館四
張三人一桌的「小席面」，一天至少要翻四五次
枱。
趁着備菜的空當，記者同余紹禮夫婦攀談起

來。
「蔬菜是自家菜園裏種的，肉菜是年前就腌曬

好的各色臘貨，主打一個農家風味。」余紹禮

說，如今村裏設施日漸齊全，管理也更規範，每
逢年節還有精彩的民俗活動，遠近遊客紛紛慕名
而來。他們一家背靠祖宅辦農家樂，每年足不出
戶也能賺上10多萬元。
余家祖宅是一棟建於明初的徽派建築，飛檐翹

角、古色古香。在大余灣村灣，和余家祖宅一樣
的明清古建共有75棟。2005年，大余灣因為這些
文物古建和悠久的農耕民俗，被住建部和國家文
物局評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

對岸新居訴古韻
「如何活化利用古村600多年的歷史文化積澱，
是我們一直在探索的。」大余灣景區經理盧千介
紹，近年來，大余灣投入巨資在河對岸為村民修建
新居，很多村民通過置換和搬遷獲得新村住房，新

村的建成為當地更好地開展古村落保護奠定了基
礎。
記者在村中走訪看到，遠道而來的遊客攜家帶
口，有的穿上漢服，扮上精緻妝容，坐在茶館裏
圍爐煮茶；有的走進古村博物館，了解大余灣的
前世今生，感悟蘊藏在屋檐斗拱裏的先人智慧；
還有的走街串巷，用相機定格古村歲月。
「我們將古村規劃成兩個活化單元，一個是以
傳統民俗為呈現內容的微博物館，另一個是以時
興元素為主打的國潮體驗館。兩個單元相得益
彰，兼顧不同客群的遊玩需求。」盧千表示。
保護與發展並重，傳承與創新共舞。陽光照耀
下，大余灣的一磚一瓦彷彿都在訴說關於過去與
未來的故事。往來的人們見證着新與舊的和鳴，
古村正愈發變得年輕。 ◆新華社

百年古村「新」年味 活化民俗更「時髦」

◆今年，北京市集中推出廟會、遊園、燈會活動58項，遍布13區。地壇、龍潭、廠甸、大觀園、石景山遊樂園、八大處等傳統廟會全
面回歸。圖為2月11日，演員在廠甸廟會上進行京味文化巡遊表演。 新華社

特寫特寫

◆2月11日，正月初二，市民和遊客摩肩接踵進入北京地壇廟會。
中新社

20242024年年22月月1212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4年2月12日（星期一）

2024年2月12日（星期一）

A10 ◆責任編輯：李海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