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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田區景田北街的木棉花路，火紅的木棉花開得
如火如荼。一朵朵碩大的花朵掛滿枝頭，綻放熱情

與活力，微風吹過，花瓣輕輕搖曳，吸引了途人目光，紛紛
駐足觀賞，拍照留念。港人李女士興奮地表示：「這裏的木棉
花真的太美了，每年這個時候我都會特意來欣賞。看到這些鮮
艷的花朵，感覺整個人的心情都變好了。」

油菜花向日葵花海受捧
深圳市民中心南廣場的向日葵也成為了眾多市民和港人的最
愛。近萬株向日葵組成的金色海洋在春日暖陽的照耀下顯得格
外耀眼。港人張先生帶着家人來到向日葵花海，他開心地說：
「孩子們都很喜歡向日葵，它們不僅美麗，還象徵着陽光和希
望。在這裏拍照留念，真是太有意義了。」
人氣火爆的還有深圳仙湖植物園。春節假期，該園接待市民
遊客34.7萬人次，較2023年增長81.4%。在仙湖植物園天上人
間景區，鬱金香、朱頂紅、百合、洋水仙、風信子等約4萬株
國內外新、優、特、珍球根品種，通過搭配大花飛燕草、毛地
黃、鼠尾草等草本花卉，形成層次豐富的花境迷宮，百花爭
艷、香氣襲人，與周邊的南洋杉、桫欏湖交相輝映。不少港人
和三五好友坐在草坪上賞花聊天，享受春日時光。
光明歡樂田園千畝油菜花春節恰逢盛花期，金黃色的油菜花如
海浪般翻滾，連綿不絕，蔚為壯觀。港人陳太和家人專程到此遊
玩，她興奮地到花海中拍照留影，「深圳的油菜花海真的太美
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壯觀的油菜花。感覺自己彷彿走進了一
幅美麗的油畫中，太讓人陶醉了。」在油菜花海的中央，偶爾會
有高鐵飛馳而過，宛如「開往春天的列車」，為這片花海增添了

一份別樣的浪漫與生機。

傳統花燈現代光影並賞
隨着夜幕的降臨，錦繡中華民俗村52萬平方米的燈海在夜幕

下熠熠生輝。港人胡先生也帶着家人來到這裏，穿梭在五彩斑
斕的花燈之間，一起沉浸體驗少數民族年俗，感受最熱情的儀
式感。胡先生表示，深圳的元宵花燈規模宏大，設計精美，傳
統的燈籠造型獨特，上面繪製着各種吉祥圖案，而現代科技打
造的光影藝術更是讓人眼前一亮，讓他們感受到了濃厚的節日
氛圍和傳統文化的魅力。他和家人、朋友一起漫步在燈海中，
時而駐足觀賞，時而拍照留念。
除了賞花燈，深圳的各大商圈和夜市也熱鬧非凡。各種特色

小吃、手工藝品和表演節目吸引了眾多市民和港人的目光。港
人王先生帶着家人來到深圳的東門老街夜市，他們一邊品嘗着
各種美食，一邊欣賞着街頭藝人的表演。王先生表示：「深圳
的夜市非常熱鬧，有各種美食和表演節目，讓我們感受到了濃
厚的節日氛圍。」

元宵佳節，節令食品元宵、湯圓迎來銷售

高峰。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北京幾家小吃

店，看到買元宵的市民都排起了長長的隊

伍。商家們表示，黑芝麻餡、桂花餡等傳統

口味今年仍然是銷量冠軍，而主打創新、求

變的「網紅元宵」也日益收穫年輕人的喜愛。藉着象徵

團圓美滿的元宵，許多市民表達了對新的一年美好生活

的追求與嚮往。

老字號日銷逾5萬斤
位於磁器口地鐵站外的錦芳小吃是北京一家知名老字

號小吃店，走出地鐵口就能看到店前排起長隊，順着路

邊已經拐了彎，門店專門開設了方便長者的現金窗口。

店員表示，正月初八後買元宵的人數就逐日增加，近日

每日銷量都達到5萬斤以上。為保證質量和口感，現滾元

宵均即日生產並售賣，師傅凌晨三四點鐘就開工。除了

傳統口味依然熱銷外，酸甜清新的山楂餡、藍莓餡、沙

棘餡元宵今年也俘獲了大批年輕粉絲。

「今天一共買了10斤，各種餡兒的都有。每年元宵節

我都來這家買，全家老少都愛吃，吃不了可拿來送

人。」排了半小時隊才買到元宵的唐大哥說，「在超市

也能很方便地買到急凍元宵，但家裏老人還是惦記這一

口 ， 說 這 家

店 有 以 前 那

個 地 道 的 口

味兒。」

「 一 共 買

了 30 顆 元

宵，家裏 5 人每人吃 6

個 ， 寓 意 『 六 六 大

順』。」北京市民衛阿

姨說，女兒下周就要回

廣東上學，前幾年因為

疫情沒能在家過節，今

年不能再錯過。

來自河北滄州的范先生

在北京經營餐飲店，今年

替回鄉探親的員工着想，推遲到

正月十六才啟市。「今日大部分員工都已經回京了，我

專門出來買幾斤元宵，準備和大家一起吃。希望龍年生

意興隆，大家都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創意造型口味爆紅
每逢佳節，總少不了新奇的節令食品爆紅。在北京一

家超市，香港文匯報記者遇到一對父女購買了「柿柿如

意」湯圓，父親陳先生表示，這款造型像個小柿子的湯

圓寓意「事事如意」。另外一款「錢龍進寶」湯圓也十

分受歡迎，該湯圓以龍頭為造型。超市員工表示，最近

創意元宵和湯圓非常受消費者青睞，還有幾家公司來店

裏大批採購，準備作為節日禮品發給員工。

一些商家還對餡料不斷創新。北京東城區「龍大嬸餑

餑鋪」推出的提拉米蘇、榴蓮等新潮口味元宵受年輕人

追捧，差不多中午就售罄。另一家網紅元宵店「福元

子」今年推出了椰子、玫瑰、芒果等十幾種新口味，店

員表示，水果口味的元宵沒有額外加糖，正合現代年輕

人追求健康、低糖的消費心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 北京報道

湯圓人龍現京城
新老口味大碰撞
特稿特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愍鈺 浙江臨海報道）「別府十五我十四，台州
元宵真別致。」正月十四這天，浙江臨海已然拉開了鬧元宵活動的帷幕。
千年文化古城臨海台州府城內，黃沙獅子、大田板龍、大石車燈戲、細吹
亭（臨海詞調）等臨海非遺特色文化活動輪番上演，吸引了大量國內外遊
客，不但炒熱了歡鬧的節日氛圍，更助推了非遺文化的傳播。
臨海比其他地方早一天過節，據傳這與戚家軍抗倭、尉遲恭築城有關。

台州府城作為浙江省保存最為完好、最能體現宋代州城城市肌理的文化古
城，成了臨海慶祝傳統佳節的一大舞台。今年春節，台州府城文化旅遊區
日均到訪人數22.8萬人次，大年初一及初二單日客流量排名全國古城古鎮
類5A級景區第一。
昨日春寒料峭，但沒有消減遊客的熱情，台州府城興善門外，一早就聚

集觀眾，靜待黃沙獅子非遺表演的開始。鑼鼓鏗鏘響起，戚家軍鴛鴦陣率
先入場，隨後，色彩艷麗的黃沙獅子抖動着身體跨步上場，舞獅表演逐步
從地面轉移至桌面，在堆疊五層的八仙桌上，舞獅隊做着一系列高難度、
高技巧的動作，掀起全場歡呼。
臨海黃沙獅子非遺傳承人許俊凱表示，黃沙獅子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
需要表演者在地面上做翻滾、搶球、挺立等動作，還需要在疊在一起的八
仙桌上凌空跳躍、左右翻滾。「從杭州亞運會再到近期的電視節目錄製，
作為表演者來說，我感到十分激動，希望能有更多年輕人加入，為文化傳
承獻力。」許俊凱說。

大田板龍盤繞江南長城
除了黃沙獅子，盤繞在江南長城（台州府城牆）上的大田板龍也得到了
遊客的關注。「臨海大田板龍相傳始於清代，板龍以木板為底板，以竹篾
為龍骨，白紙為皮，還有五色的剪紙彩繪為飾。」大田板龍非遺傳承人劉
曉晨介紹，「我們大田板龍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如同一支舞蹈。在我們穿
街繞村時，板龍不停舞動，很是漂亮。我會盡我所能將這項非遺文化傳承
下去，發揚光大。」

浙江古城秀非遺
黃沙舞獅吸粉絲

早春二月，春意正濃。正值元宵佳節，深圳的各大公園和街道

繁花似錦，沿街點綴着五彩斑斕的花燈，為節日增添了濃厚

的氛圍。位於深圳市光明區歡樂田園的千畝油菜花海，

更成了港人爭相打卡的新晉網紅地，不少港人攜家帶

眷北上遊玩，白天在戶外花田體驗野趣，晚上逛

最大古風燈展，體驗多彩民族風情，感受元宵

節的熱鬧又溫馨的氣氛。「深圳能賞花遊玩

的地方太多了，已經通過網絡平台的攻略

安排好了行程，一早就到光明，吃完乳

鴿，晚上再去南山逛古城賞燈，吃完湯

圓再返港。」港人陳太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日賞花夜觀燈日賞花夜觀燈 深圳元宵吸港人深圳元宵吸港人
多區花街花田成打卡點多區花街花田成打卡點古風燈展感受中式浪漫古風燈展感受中式浪漫

▲深圳福田僑香路元宵花
燈沿街懸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梧桐山風景區的野生吊鐘
花在枝頭綻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北京老字號「錦芳小吃」前排長隊購買元宵的市
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瀚林 攝

◆黃沙舞獅表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連愍鈺攝

▲ 小 朋 友 品 嘗
「錢龍進寶」湯
圓。 中新社

▲「柿柿如意」湯圓。中新社

◀ 錦繡中華燈會嘉年華。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港人陳氏夫婦同遊港人陳氏夫婦同遊
光明油菜花海光明油菜花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郭若溪 攝攝 深圳賞花熱門線路

◆大田板龍盤繞在江南長城之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愍鈺攝

▶最適合休閒打卡賞花購物路線

南山文心廣場街心花園 → 海岸城花漾街區→ 登良路東
段花卉景觀大道→人才公園

特色：這條路線以步行為主，可以在商業文化中心區休閒購物的同
時，欣賞到色彩斑斕、品種多樣的時令花卉。

▶最美麗花卉景觀大道路線

前海路→深南大道→南海大道→濱海大道→沙河西路後海段

特色：深圳經典的景觀大道，黃花風鈴
木、宮粉紫荊、勒杜鵑等喬木開滿在道路
兩側，形成強烈的視覺衝擊。

▶最浪漫山水花城路線

羅湖梧桐綠道→梧桐山毛棉杜鵑

特色：梧桐綠道是一條融山水、休閒、生
態和文化於一體的精品綠道，是繁華都市
鬧中取靜的好去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