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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俗 小 吃 的 商 业 密 码
春节出行的步履常常被巷口蒸腾的热气牵

引，味蕾似乎总在寻找记忆中令人愉悦的味道。

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集体记忆的民俗小吃，记录

着岁月的变迁与传承，蕴藏着最鲜活的经济动能。

北京老字号门店“现摇现售”的传统元宵、杭州

排队 3 个小时的春卷摊、西安小南门早市的肉夹馍

与甑糕⋯⋯这些充满传统文化与现代张力的商业

图景让人们发现，灶台之间藏着珍贵的商业密码。

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小吃“江湖”里

得到鲜活演绎。哈尔滨冰灯节上冻梨变身“冰雪

甜心”，散发“臭与香”的柳州螺蛳粉，淄博烧烤、天

水麻辣烫、客家牛肉汤⋯⋯文化禀赋的独特性成

为地方发展文旅业坚固的护城河，具有持久生命

力的商业模式根植在独特地域文化基因中，既召

唤游子归家，又吸引游客到来。散落在民间的饮

食智慧，用不同的方言讲述着相同的商业哲理，在

标准化与效率至上的现代商业中，差异化或许才

是破局之道。

沙县小吃的进化史堪称模范。这个从闽中山

区走出的美食品牌，既保持着“一汤一拌”的味觉

基准线，又在全国各地根据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口

味偏好，融合出了丰富多样的风味。这种“形散神

不散”的经营策略，好比现代商业中的“本土化生

存法则”，深度融合也是持久之道。

蕴含在传统小吃中的文化基因，可谓经过千

年演化的“市场准入许可”。从非遗技艺保护、地理

标志认证到为创业者提供贷款支持，再到开发美

食旅游线路，一系列创新举措为传统小吃插上了

飞向现代消费市场的翅膀，因此创新是发展之道。

消费市场的自发性带来了创新，臭豆腐被装

进时尚包装，老师傅现场直播传授扯面技艺。老

字号与新业态相遇，产生的不是替代而是升维，碰

撞出的是一场场味觉冲击，更是文化传承方式的

创新变革。这场味觉实验总是充满惊喜：大红袍

粽子、榴莲汤圆挑战传统认知，小龙虾煎饼果子重

构美食次元，看似“离经叛道”，实则是传统基因在

新时代的适应性表达。每代人的饮食创新都在进

行着严谨的市场试错，但当饮食记忆转化为消费

认同，文化软实力便自然转化为经济硬实力。这

种转化没有固定公式，关键在于找到传统基因与

现代市场的最大公约数。那些存活下来的味觉创

新，终将成为新的传统。

春节期间的年俗市场上演着生动的经济实

验。那些曾经被视作“小生意”的民俗饮食智慧，正

通过文化基因的现代性转化，让扫码支付的提示

音与舀汤的叮当声此起彼伏。在这片孕育丰富饮

食文化的热土上，每一道

受 到 消 费 者 青 睐 的

小 吃 都 在 证 明 ：

守 住 文 化 的

魂，才能打

开 经 济

的门。

秧歌飞舞闹元宵

张

巍

金建龙

秧 歌 飞 舞 庆

团圆，花灯如昼闹

元 宵 。 正 月 十 五 元

宵节，河北省张家口市

赤城县迎来一场盛大的

秧歌表演，当地群众和来自

京津冀的游客聚集在这座塞

外山城，共同欣赏一场民俗

文化盛宴。

“咚咚锵，咚咚锵！”锣鼓

声震耳欲聋，唢呐声高亢嘹

亮，欢快的节奏瞬间点燃了

现场气氛。秧歌队伍宛如条

条欢腾的游龙，红绸与绿扇

交相舞动，随着花车缓缓前

进。舞者们脚步轻快、动作

统一，引得周围观众掌声、喝

彩声此起彼伏。

作为我国北方民俗的一

大特色，赤城秧歌有着 300

多年历史，角色有地跑和高

跷两种形式，皆彩扮成戏。

近年来，赤城县秧歌在表演

形式上不断创新，融入了动

漫卡通等现代元素，还邀请

后城高跷、常胜战鼓等传统

文化表演者进行助演，鼓舞

合奏，令人震撼。

伴随着激昂的鼓点，秧

歌 队 员 们 手 持 彩 绸 ，扭 动

着 欢 快 的 步 伐 。“ 嘿 ！ 嘿 ！

呦嘿！”他们喊着整齐的号

子 ，时 而 排 成 整 齐 的 队 列 ，时 而 变 换

出 各 种 花 样 ，彩 绸 在 空 中 飞 舞 ，发 出

“呼 呼 ”的 声 响 ，宛 如 一 道 道 彩 虹 ，令

人眼花缭乱。

“满满秧歌队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从音乐制作到舞蹈编排都采用了红歌

传唱的方式，我们想让更多年轻人牢记

革命先烈，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满满秧歌队负责人席广在赤城经营

着一家酒店，酷爱赤城秧歌的他

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了这支秧歌

队伍，专门在元宵节为群众

表演。

“ 我 在

薇 儿 秧 歌 队

表 演 扇 子 舞 ，

为了这次元宵节

表 演 ，我 们 排 练 了

2 个多月。”薇儿秧歌队队员

阎 亚 红 说 ，这 支 秧 歌 队 有

150 多名队员，分为 3 个表演

梯 队 ，平 均 年 龄 在 35 岁 左

右，平时经常组织群众在赤

城县文化广场开展扭秧歌、

跳广场舞等活动。

“吃俺老猪一耙！”踩着

高跷、憨态可掬的猪八戒一

出场就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夸张的表情和诙谐的台词则

逗得围观群众哈哈大笑。作

为霞城高跷秧歌队的核心成

员，猪八戒扮演者赵强从小

就十分喜欢高跷，“我从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秧

歌队伍上街表演，如今我和

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 50

多人的高跷队”。

“近年来，我们在安保、

医疗、消防、应急救援等方面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指挥保障

体系。今年我们优化演出路

线，组织了满满秧歌队、薇儿

秧歌队、霞城高跷秧歌队等

7 支秧歌队伍在街上表演。”

赤 城 县 文 化 馆 负 责 人 何 伟

说，赤城秧歌表演以个人自发和村委会

组织两种形式为主，每年春节期间精选

10 支 左 右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队 伍 组 成 方

阵，在县城主要街道为群众进行表演。

盛大的场面，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让赤城秧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今

年元宵节秧歌短视频《金蛇狂舞闹新

春》在赤城县融媒体官方账号 2 个小时

内转发 2071 次，浏览量 2.7 万。”参与视

频制作的赤城县融媒体中心负责人明

晓东说，赤城还将邀请更多本地自媒体

达人参与赤城秧歌宣传，让更多人感受

到赤城秧歌的文化魅力。

秦 淮 灯 影 织 星 梦
蒋 波

2 月 12 日，正月十五元宵

节。暮色四合时，南京秦淮河

畔再一次迎来逛灯会、看灯彩

的客流高峰。随着倒计时响起，夫子庙、

白鹭洲、老门东等 5个展区 352组灯彩同

时被点亮，秦淮灯会闪亮登场，如同繁星

点点，将古老的秦淮河装点得如银河坠

落，人们高举手机记录这精彩瞬间。

秦淮灯会历史悠久，自 1986 年至

今，已连续举办 39 届，吸引游客近 1.8 亿

人次，是全国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

最多、规模最大的民俗灯会。

“去年，秦淮灯会作为申报项目之

一，为‘春节’申遗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

今年的灯会活动吸引了更多关注。”南京

秦淮灯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颜

清说，今年灯彩数量较去年增长了 10%，

展示技术更先进、制作材料更多

元，通过全息影像、无人

机、声光电等多种

现 代 科 技 元

素 ，更 好

地展现了南京厚重的人文历史。

明朝古画《上元灯彩图》描绘了元

宵节期间市民逛灯会、点花灯、赏花灯

的热闹场景，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张挂

着造型迥异、栩栩如生的各式灯彩。走

进南京白鹭洲公园《上元灯彩图》艺术

展展区，仿佛跨越时空，置身于 600 多年

前的绚丽世界。

今年秦淮灯会以《上元灯彩图》为

创作主题，复刻了画中所示偷吞龙珠跃

龙门的鳌鱼灯，还原了巨鳌背负海外仙

山的《鳌山国泰》灯组，在科技元素的加

持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从 2015 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到欧

洲、北美等地主题灯会，秦淮灯会每年

都会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秦淮灯彩

的魅力。”颜清有个梦想，要让古老而年

轻的秦淮灯

会跨越山海，在世界各地绽放更加夺目

的华彩，成为中华文明连接世界、传递

友谊的“文化使者”。

南京有句俗语：不到夫子庙等于没

过年，到了不买盏灯等于没过好年。“这

顶状元花灯真漂亮！还很有寓意，俩孩

子每人来一个。”来自安徽的游客王涛

买下了象征考试取得优异成绩的“状元

花灯”，轻轻戴在了孩子头上。

状元花灯设计者许诣是位“80 后”，

她在花灯造型设计和创意上下了很大

功夫。“这次设计了 3 款小蛇创意灯和

1 款状元花灯，加班赶做了 400 件，一到

集市便被抢购一空。”许诣说，每年制作

花灯前，她都会在社交平台上与人交流

找灵感，初稿样品出来后，也会第一时

间放到网络平台上，听取大家的意见，

进一步修改完善。

“爆款不断涌现，得益于交流碰撞

出的创新火花。”许诣翻开记事本，最显

眼的地方用红笔勾勒出两件事：“推动

灯彩技艺进社区、学校，开设灯彩设

计制作课程，让更多年轻人喜欢

上它；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审

美的变化，运用现代元素

表现时代发展变迁。”

许诣摊位旁是“60

后”郑峰的作品展示

区 ，出 生 于 灯 彩 世

家的他，从 8 岁起

就帮母亲剪荷花

头。几十年来，累计制作各类花灯超

过 10 万 盏 ，他 也 成 为 秦 淮 灯 会 的“ 常

青树”。

“家里四代人做灯彩，手艺到我这

一代不能断，打好基本功之后，还要努

力追求创新，适应市场需求。”郑峰觉

得“90 后”“00 后”对传统灯彩的兴趣逐

渐减弱，他们更喜欢快节奏、酷元素。

展台上，郑峰创作的蛇形花灯最受年轻

顾客欢迎，它们一个个身形流畅，蛇头

大而圆润，眼睛富有层次，还融入了“如

意”“有福”元素。

“随着年龄增长，我思考的不再是

每年制作和销售多少花灯，而是怎样

把秦淮灯彩这项非遗技艺更好地交到

年轻人的手上并传承下去。”郑峰说，

不仅要对热爱秦淮灯彩非遗技艺制作

的年轻人倾囊相授，还希望能在南京

市中小学课堂里开设非遗课程，让更

多中小学生了解、学习和练习秦淮灯

彩的制作工艺。

穿 行 十 里 流 彩 ，桨 声 灯 影 交

织，仿佛在诉说着金陵古城的千

年风韵。夜色渐深，回望秦淮

河畔，花灯依旧璀璨，它们不

仅照亮了古城的夜空，也

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希望

与梦想。

莆 田 游 灯 品 民 俗
刘春沐阳

在福建省莆田市，春节的热闹与欢

腾依旧如火如荼，这里的元宵节从正月

初三到农历二月初二，持续整整一个

月，“十里不同风，一村一习俗，村村闹

元宵，天天有节目，家家齐上阵”。

今年，莆田别出心裁，推出了“到莆

田过大年·莆田元宵”30 天、40 项、80 场

民俗盛宴，诚邀四海宾朋过大年、闹元

宵，尝美食、品美酒，感受莆田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共同见证当地元宵节的非

凡风采。

2 月 12 日中午 1 点刚过，莆田市城

厢区木兰陂公园就挤满了游客，屿上社

区的抢福桔闹元宵活动在此上演。随

着鞭炮的噼啪声和锣鼓的咚咚声渐近，

人群开始沸腾。不多时，巡安出游的队

伍齐聚木兰陂，7 架棕轿在 14 名轿夫的

齐心协力下，冲向寓意吉祥的福桔。现

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场面热闹而欢腾。

抢福桔活动组织者、屿上社区居民

陈海滨说，抢福桔是屿上社区元宵活动

的重头戏。“桔”与“吉”谐音，寓意吉祥

如意，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

愿。而抢福桔的冲刺，更象征着一种勇

往直前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在新的一年

里奋发向前。

这场活动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摄

影爱好者。辽宁省旅游摄影瓦房店协

会主席于永乐组织了一群摄影爱好者，

以纪实为主，用镜头捕捉莆田的民俗文

化与非遗。“作为一个北方人，我被福建

的年俗文化深深震撼。”于永乐说，他们

在此拍摄了 10多天，深感莆田的民俗文

化与传统元素被保存得极为完整，这些

精彩是民间代代相传的历史文化的自

然流露，保留了中原文化的古朴遗风。

千灯舞动元宵夜，花灯璀璨迎新

春。元宵之夜，在莆田市仙游县枫亭

镇，枫亭元宵万人大游灯如期举行。现

场观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观看表

演。璀璨的灯光映照下，皂隶舞、莆仙

戏、乐器演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

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与文化盛宴。

枫亭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柯光闪

介绍，枫亭元宵夜游灯踩街习俗由来已

久，不仅沉淀了正宗的中原文化，还融

入了宋、明士大夫文化。它融合了篝

火、社火、放灯等多种古典文化与民俗

文化，以及民间灯艺、曲艺、舞蹈、戏剧

和杂技等艺术形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

艺术风格。“如今，枫亭元宵游灯习俗已

经成为莆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年

正月十三至正月十七，由集镇区的各个

社区与自然村依次进行，参与人数多达

4000 余人。”柯光闪说。

随着文艺晚会接近尾声，游灯队伍

也行进到了主舞台，此时，万人大游灯

活动迎来了真正的高潮：活动装饰精美

的头牌主匾由仗仪队簇拥而行；车鼓

队、十音八乐队、女子腰鼓队穿插在各

式各样的游灯方队中；灯架队阵容壮

观，蜈蚣灯、松树灯、宝伞灯、花篮灯、菜

头灯等各类彩灯千奇百态、异彩纷呈；

“ 百 戏

彩架灯”

展 示 了 历

史 人 物 故 事 ，

以灯架塑形，融入

了戏剧、灯艺和杂

技艺术技巧，让人

叹为观止；舞龙舞

狮 更 为 元 宵 游 灯

锦上添花。

“ 我 正 月

初九那天就从

家出发，专程来

莆田过元宵节，用

相机记录这里的独特

民俗与非遗。”来自上

海的游客韩新华对这场

游灯活动赞不绝口，他希望通过自

己的镜头，让更多人了解并亲身体验

莆田的非遗和民俗文化，为这份文化的

传承与发扬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图图①① 20252025 年 秦 淮 灯 会 白年 秦 淮 灯 会 白

鹭洲公园展区的灯彩鹭洲公园展区的灯彩。。

徐昕宇徐昕宇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20252025 年年 22 月月 1111 日日，，在在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三家店街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三家店街

道祥和社区道祥和社区，，社区居民包汤圆社区居民包汤圆，，欢欢

欢喜喜迎接元宵节欢喜喜迎接元宵节。。

鲍赣生鲍赣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①①

②②

图为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图为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

的满满秧歌队正在表演的满满秧歌队正在表演。。

杨杨 波波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左图为左图为 20252025 年秦淮灯会白鹭年秦淮灯会白鹭

洲公园展区现场洲公园展区现场。。

陈陈 煜煜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陈莹莹陈莹莹 姚亚宁姚亚宁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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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