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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糊以雜糧混製而成，剛出爐的日照煎餅香味撲
鼻，吸引不少食客在家鄉市集的山東煎餅熟食檔前
排隊購買。在熟食檔前，一位老婆婆眼手不停地烙
着一個又一個的煎餅，她就是山東煎餅非遺的傳承
人豐中美，「在我們老家，家家戶戶都吃這個，健
康！」雖然煎餅要長時間站着，攤檔前的人流又絡
繹不絕，但豐婆婆卻一點也不覺得累，開心說道：
「大家喜歡就好！」
記者在等待與豐婆婆訪問時，她一直忙個不停，雙

手十分熟練地烙着一個又一個煎餅，再由旁邊的老師
傅將煎好的大圓餅摺疊成方形，刷上醬料，加入黃瓜
絲、大葱等食材，快速捲起包好，將一個個熱乎又不
燙口的日照嵐山煎餅送到等候的食客手中。
今年已經68歲的豐婆婆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自己做

了50多年的煎餅，「在我們老家，家家戶戶都愛吃
這個。」她說，每天煎餅要消耗近30斤麵粉和其他
配料，「之前沒想到煎餅會如此受香港市民的歡
迎，帶過來的麵粉僅半天就用完了。」看到煎餅深
受香港市民的喜愛，豐婆婆也感到由衷高興，「大
家喜歡就好，我也喜歡香港。」
香港日照同鄉聯誼會會長楊洪文說，市民的熱情

令豐婆婆決定推遲回家，「她特意改了離港時間，
想等家鄉市集閉幕後再走。」楊洪文透露，前一天
上午有位91歲的老婆婆，老家是在大連，當她看到
新聞報道便一早趕過來，一直等到下午，「老人很
多年沒回去了，就想再吃一口來自北方家鄉味道的
煎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婆婆煎餅快靚正 一口滿載家鄉味

川流不息的人群、豐富多元的家鄉

美食、底蘊深厚的中華文化、喜慶熱

鬧的歌舞表演共同組成了家鄉市集嘉

年華別具一格的模樣。「看到家鄉、

看到祖國」，「買到各式好物、吃到特色美食」，

是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這幾日走訪嘉年華現場中，聽

到市民最多談及的感受，大家亦期待着明年的活動

好物更多、規模更大、逛得更盡興。

整個家鄉市集嘉年華除了有內地各省市特產展

銷區，更有非遺展示展演區，還特地從當地邀請

到多位非遺傳承人與香港市民面對面交流。記者

前幾日來到家鄉市集，自然想找一找最受歡迎的

攤位做訪問，沒想到見到每一個攤位前都圍滿了

市民，家鄉市集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記者在走訪中了解到，不少市民來逛家鄉市集

都不止一次，走一轉看看家鄉好物，再走一次看

看其他省市區的特產，太多元素一次看不夠。問

到各攤位的負責人，大家都表示，補貨也是

一次接一次，想帶更多好物給香港市民。

家鄉市集嘉年華目前舉辦了兩屆，都是在維園舉

行，整個場地雖然不小，但要容納這麼多個內地省

市的特色美食、非遺文化，以及從全港各區趕來的

市民，就略顯擁擠。如碰上不穩定的天氣，市民雖

願意冒雨前往，但是人人都要帶遮、拎幾袋，或者

推小車，更有些市民行動不便要坐輪椅逛市集，現

場確有「走着走着走不動」的感覺。

如今，香港市民熱衷於北上消費，但始終還是

有一段距離。有不少前來觀賞購物的市民及參展

商都認為，雲集全國各地特產及非遺的家鄉市集

已形成了香港的一個特色，值得長期辦下去，不

過，日後舉辦的家鄉市集方式可以再優化，包括

可以考慮設一個主場，再在港九新界某些地區設

分場等，既能方便市民前往，也可能給市民多些

選擇。除了讓市民能更深入體驗各地好物外，也

可以讓家鄉文化、非遺文化得到更多更廣更好的

傳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家鄉好物受歡迎 可期市集再優化
記者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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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市集5天吸逾20萬人次入場
售貨共逾120萬件 熟食檔推限購截人龍

在維園舉行的第二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昨晚圓滿閉幕，一連5天的活動共吸引了超

過20萬人次入場參加，初步統計總共售出超過120萬件貨品。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現場所

見，從下午時分至夜幕降臨，來自四面八方的市民繼續湧入維園，包括一來再來的熱情捧場

客。有乾貨攤位早已賣完貨品，更多攤位趁最後一天紛紛減價促銷，推出組合促銷、半賣半

送等大優惠。攤位前人山人海，不少市民盡情購買，滿載「戰利品」開心而歸。在中華美食

一條街，最熱賣的山東淄博燒烤、內蒙古烤羊試食大排長龍，有熟食檔主甚至要推出限購，

才能滿足持續不絕的人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康敬、凌瀚

西醫、中醫，大家都耳熟能詳，就算藏醫、
蒙醫等，不少人也略有所聞，但許多人可能從
來沒有聽過道醫這個醫種。在家鄉市集上，作
為湖北武當山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之一的胡
道醫就出現在大眾面前，並為市民把脈斷症。
貫徹道家的養生哲學，道醫主要的醫療方式就
是提供改變不良生活習慣及練氣調理的方案，
而不必開藥。現場所見，胡道醫的義診攤位備
受歡迎，一直大排長龍。有體驗過的市民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深深感受到道醫斷症
準確及全面，期望道醫能多來港交流，讓市民
求醫時多個選擇。
在義診的休息片刻，胡道醫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據她介紹，道醫的傳承十分久遠，
有別於現代醫學主要透過儀器等檢測求診者
的身體內部情況。道醫與傳統中醫一樣，主
要透過望聞問切來診斷求診者的身體情況，
「傳統中醫主要以對症下藥來治療，道醫的
醫療方式是針對如何『減輕身體負擔』，着
重改善身體機能的本源，在找到病症根源

後，為求診者提供改變不良生活習慣或飲食
作息的方案，所以不一定需要開藥。」
胡道醫形容，道醫功效顯著，只是被人誤
以為只服務出家人，才未有更廣泛流傳，她
期望日後有更多機會來港交流、推廣，讓道
醫得到更多市民熟知，邁向國際化。
首次體驗道醫的張小姐說，感覺道醫很神
奇，因為自己什麼都沒有跟道醫說，但對方僅
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再把脈手腕及頸部，就
能準確地說出她最近睡眠不好、比較缺水、家
族有心血管病史，以及懷孕等情況。

教授按摩穴位 細心診症解說
「胡道醫除了提醒我要多喝水及進食纖維
食物外，還教我按摩一些穴位，並轉給我一
段氣功八段錦的視頻連結。我希望能學習一
兩段，以改善體質。」張小姐說，道醫可以
用不開刀不吃藥的方式治療疾病，真希望能
多來香港交流，讓道醫廣泛傳承，香港市民
求醫時便有更多選擇。
今年68歲的胡太說，她在年初起出現咳嗽
症狀，時好時壞，看過包括中醫在內的很多
醫生，這次是抱着試一試的心態來看道醫。
「胡道醫為我細心把脈問症，認為我因長期
欠缺運動而造成氣血不足。給我的醫療方案
是，除了可以繼續服用中藥外，也要盡可能
多做運動，以增強血液循環來改善脾胃虛
弱，並叮囑我千萬別喝寒涼的凍飲。」
胡太說，道醫的細心及全面的診症解說令
她感到非常窩心，「至少我明白了我身體病
症的問題所在，以及適合我的治療方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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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武當山太極武術聞名中外，很多
人可能都會透過武俠小說及劇集
來幻想武當高手的挺拔英姿。武
當山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之一
的李道長昨日在維園舉行的家鄉
市集嘉年華演示武當「太極逍遙
掌」，馬步如樁柱般穩固，掌法
快柔並勁，有快有慢，綿延不
斷，讓圍觀的市民拍爛手掌，更
主動上前邀請李道長合照留念。
李道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看到香港同

胞的熱烈歡迎，深深感受到香港市民對太極拳文

化的熱愛，正如自己今次已是第
五次來港交流武當武術，期望未
來有更多機會來港讓更多香港市
民體驗武當武術。「湖北與香港
已開通高鐵，交通十分方便，武
當山非常歡迎香港市民到訪，實
地體驗武當武術。」
在演示完畢後邀請李道長合照
的市民嚴先生說，自己一直很崇
拜武當武術，沒想到能在維園親
身見證道長演示真功夫，非常精

彩，希望特區政府將來能邀請更多內地的文化傳
承者來港獻技，讓大家大飽眼福。

道長妙耍逍遙掌 市民拍爛手掌

港姐現身市集 為家鄉美食撐場

「淄博燒烤、煎餅、花饃饃特別火爆，遠遠超過
我們預期！」香港山東社團總會會長朱新勝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笑說，「一連5天我們檔前
的人流未斷過，我們已經及時補貨，但補了一次又
一次依然未夠，賣得特別好，到了今（昨）日，我
們甚至要限購每人只能買5串（燒烤）。」
今次山東美食在香港吸引大量捧場客，令他信心
大增：「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我希望以後再辦活
動時，能夠將山東更多美食帶給香港市民。」

烤羊訂購量超預期
「這些天來人流不斷，每個人都是接踵而至，每
時每刻都是爆滿，就算雨下得再大，都沒有阻擋市
民的熱情，讓我們既驚奇又感動。」香港內蒙古經
貿聯合總商會會長王佳音表示，內蒙古一望無際的
大草原盛產羊肉，今年首次參加家鄉市集，為香港
市民帶來了烤全羊、羊肉串等多
種特產，幾乎全部賣完了。今次
我們推出內蒙古烤羊試食，這些
天的品嘗量多達上萬串，連帶線
上訂購超預期，共收到 350份訂
單。
香港中山社團總會總值逾10萬
港元的乾貨提早一天被搶購一空，
負責人簡植航說，我們賣的蘆兜
糉、鯪魚乾、鳳尾魚罐頭、夾肉杏
仁餅等特產，實在是太出名了，價
錢又便宜，所以很快就賣完了。
「我們本來是準備了一千個大糉
和二千個小糉，太好賣了，根本
不用減價促銷。明年再辦市集時
我們一定會準備充足。」

購物車裝到滿 邊嘗邊逛開心
今年86歲的李伯伯拄着柺仗在攤位前邊走邊看，
輪椅上已是放滿一袋袋貨品。「今日（昨日）是第
三次過來了，買咗3車了。」李伯伯說，自己是華
僑，一定要來支持家鄉市集，對全國各地的特產都
有興趣，「見到喜歡的就買，花了多少錢算不清楚
了，肯定不只幾千元。」
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的湖南籍江女士和閨蜜們一

邊推着裝得滿滿當當的購物車，一邊品嘗着陝西肉
夾饃。「我在這裏吃到了很多美食，還找到了不少
熟悉的家鄉特產。我特意帶閨蜜們一起來『買買
買』！」
市民李先生與家人從新界特地趕來現場，盛讚現

場氣氛很好。他說，今次第一次參加家鄉市集，買
了數袋手工藝產品、食品，「品質很好！」

祖籍海南、就讀初中的邢同學
表示自己非常喜歡本次活動，一
次過見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網
紅商品」，還有具民俗特色的表
演。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第一執行主

席、活動執行委員會總指揮鄧清
河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今年家鄉市集非常成功，超
過20萬人次入場參加，共賣出超
過120萬件貨品。大會今年新增的
「中華美食一條街」，火爆程度
更是遠超預期。「很多市民形容
開心程度就好像回到家鄉一樣，
更紛紛建議明年再辦時能夠擴大
規模，我們都會積極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在市集最後一
天，多位本地藝人到場選購家鄉土產美食。
2023年港姐冠軍莊子璇、2022年港姐冠軍林鈺
洧、2022年港姐友誼小姐邢慧敏下午入場逛市
集時，沿途吸引不少在場市民大叫靚女，而她
們亦大方地與不少檔販及粉絲合照打卡，一同

享受親切的鄉情。
祖籍福建晉江的莊子璇說，自己最喜歡家鄉
的豬肉乾，平時吃澳門的是不同味道，會較薄
身，香脆一點，所以定要把握機會逛市集，挑
選自己最喜愛的美食帶回家。
林鈺洧說，感受到嘉年華的氣氛非常親切，
還吃到了自己最喜愛的沙琪瑪，希望這樣的市
集明年能繼續舉辦，讓市民大眾都能買到心水
美食，擺滿家裏慢慢享受。
邢慧敏說，今次市集的家鄉土產美食價錢十
分實惠，一定要「掃貨」，譬如
自己便想買一些雲耳滋陰養顏。

◀香港小姐一行前往維園支持
家鄉市集嘉年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李道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攝

胡道醫（左）為市民診症。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攝

◆李伯伯的輪椅上放滿「戰利
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攝

◆豐婆婆雙
手十分熟練
地烙煎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北山彥 攝

◆家鄉市集嘉年華昨晚圓滿閉幕，至晚上仍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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