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活动真是太有意义了，既让孩子们感受
到了传统文化的氛围和魅力，又让孩子动手制作
了桂花拉糕、菜小白冬饺等食品，了解美食背后的
故事，学到了不少知识。”近日，青版财经小记者走
进南京大牌档新都心凯德店的“大牌学堂”，开启
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研学活动。

南京大牌档“大牌学堂”于 2016年创立开
课，是专门教授中华传统小吃和传统礼仪文化
的公益课堂，已从南京发展到了北京、天津、上
海、无锡、苏州、合肥、济南、青岛、武汉、深圳、广
州、淮安、徐州等城市。“大牌学堂”旨在为家长
和小朋友提供一次趣味互动的机会，享受一段
温馨难忘的亲子时光。让小朋友在与家长一起
制作美食的过程中，培养感恩之心，懂得食物的
来之不易，学习传统风俗礼仪，感受中国文化的
魅力，畅想美食之旅，可以说，有南京大牌档的
地方就有“大牌学堂”。

欣赏牌匾楹联 学习传统文化

一进入南京大牌档，这里布景拙朴雅致，亭台
楼阁，小桥流水，一步一景，尤其是雕刻精致的窗
花，方寸之间体现了典型的江南园林文化。而江
南园林是江南地域文化的精华。小记者们换上了
优雅的特色服饰，行走于大牌档中，给人一种“人
在丹青行，亦成丹青画”的感觉。

这里还有穿着长衫马褂、戴着瓜皮帽的迎宾
老爷爷以及穿梭于桌台间的古装堂倌，餐厅随处
可见的楹联，充溢着中华传统民俗风情，又给人一
种仿佛到了旧时代老街坊的感觉。大牌档的李经
理向小记者们介绍了牌匾文化、灯笼文化、楹联文
化等，让小记者们了解传统文化。

牌匾中的匾，古时也作“扁”，匾额最初的功
能是在建筑的门户上题署名号，后又逐渐衍生出
镌刻书法、歌功颂德、字号招牌等功用，增加了实
用性。大型商号往往将题字镌刻于木板上再贴
金，这就是大牌档门口“金字招牌”的来源了。按
照其功能不同，匾额又可分为堂号匾、字号匾、牌
坊匾、祝寿喜庆匾、文人题字匾等。“原来这里面
有这么多学问呀，这些知识真是好有趣。”小记者
们听得特别认真，家长也拿出手机拍下精致、典
雅的美景。

楹联，原指挂在或贴在楹(堂屋前的柱子)上的
对联，后来扩展到门框上的对联甚至其他地方上
的对联，正式成为一种文体已有1000多年了。作
为传统文化瑰宝，2005年楹联习俗进入第一批“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又分为传统春联、
行业联、祠堂联、名胜联、婚联、乔迁联和祝寿联
等。小记者们睁大了眼睛，认真观看听讲，并把重
点记录在本子上。

在店内，不少小记者对写着“南京大牌档，留
住老味道”字样的灯笼很感兴趣。李经理告诉大
家：“灯笼，又称灯彩，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工
艺品。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中国的灯
彩综合了绘画、剪纸、纸扎、刺缝等工艺，不仅是
用以照明，它往往也是一种象征，因‘灯’与‘丁’
语音相近，意味着人丁兴旺，家家户户的门庭或
院落悬挂上一盏大灯笼，祈祷安居乐业吉祥如
意。2008年，秦淮灯彩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李经理还向小记者们介绍了亭台楼阁的区
别。亭是园林中重要的景点建筑，多建于路旁或
水旁，供行人休息、乘凉或观景用。台，高出地面
而建的平面建筑物，是一种露天的、表面比较平整
的、开放性的建筑。楼是古建筑中两层以上的房

屋，亦称重屋。楼在战国时就已出现，汉代城楼已
高达3层。阁四面皆有窗，且也设有门，四周还都
设有挑出的平座，供人环阁漫步、观景。

了解金陵菜 学做经典美食

研学活动中，店里的“曹大厨”通过幻灯片向
小记者们特别介绍了金陵菜。金陵菜是指以南京
（别称金陵）为中心，一直延伸到江西九江的菜系，
是苏菜的四大代表菜之一，又称“京苏菜”“京苏大
菜”“南京菜”。金陵菜起源于先秦，战国末期，屈
原在《楚辞》记载有当时的金陵菜肴，隋唐已负盛
名，至明清成流派。民国时期金陵菜更是红极一
时。金陵菜浸润了六朝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已
经成为金陵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南
京大牌档还打造出众多明星美食：金陵盐水鸭、民
国美龄粥、天王烤鸭包、王府泡椒鸡、清炖狮子头、
桂花拉糕……每一道美食都凝结了南京大牌档对
食材、味道的高标准追求。

现场讲解的胡老师还特别介绍了淮扬菜桂花
拉糕的制作方法。据介绍，几百年前，有个小贩，
将鲜桂花收集起来，挤去苦水，用糖蜜浸渍，形成
糖桂花，并以糯米粉、糖、蜜桂花为原料做出了被
世人称赞的“美味糕点”。而这份美味正是桂花拉
糕，它口感细腻软糯，桂花的清香浓郁，而且拥有
美丽的传说，更增添了它的历史价值。

胡老师手把手演示了制作桂花拉糕的过程，
先把糯米粉放在有黄油和水等原料的面盆里，左
手扶盆、右手顺时针和面，要把黄油均匀地揉到面
里。把面团放到餐盒里进行蒸煮，煮熟后，再根据
自己的口味加上糖桂花。“看着简单，但做起来并
不容易，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成败，在
揉面环节，面盆放入清水需分几次慢慢加入，还要
边加入边搅拌，以免产生粉粒，还要注意不要把糯
米粉粘到衣服和脸上。”胡老师边制作边讲解着，
小记者们边听讲边学着做，最后，可口的桂花拉糕
终于做好了，经过蒸煮后，色泽玉白、香甜糯滑的
桂花拉糕出锅了，小记者们纷纷请爸爸妈妈品尝
自己的劳动成果。

传统佳节春节即将来临，春节团圆要吃饺
子、年糕、鱼等食物，寓意幸福团聚。“大牌学堂”
的讲解老师向小记者们介绍了不同形状的饺子：
有像元宝的元宝饺，像月牙的月牙饺，像一只钱
包的钱包饺……老师通俗易懂的讲解，立马引起
了小记者们的兴趣。现场的老师又教授小记者
们制作了“菜小白冬饺”。包饺子所使用的物料
有面板、擀面杖、饺子馅、面团等。而做饺子皮的
小面团外面是绿色的，原来这是用菠菜汁和的
面。擀饺子皮的时候，擀面杖的中间要压住小面
团，两只手放在两端来回碾压。包饺子的时候，
要把饺子馅放在饺子皮中间，左右两只手的虎口
处卡住饺子两端，大拇指用力捏紧饺子边，捏出
一个“圆肚子”，再把饺子皮边缘的位置向中间合
拢，并折叠形成“叶子”形状，这样一个“菜小白冬
饺”就做好了。

观看了包饺子的演示后，小记者们充满了信
心，开始动手包饺子了。在实践过程中，或者饺子
皮擀小了，或者饺子馅放多了，或者“叶子”的形状
不好看，小记者们还真遇到了不少困难。经过不
断地尝试，饺子终于包好了。家长们也纷纷给拿
着“菜小白冬饺 ”的小记者拍照留念，记录这美好
的时刻。

最后每位参加活动的小记者都领到了社会实
践证书，为这一次开阔视野、增长学识的研学活动
画上圆满句号。

走进“大牌学堂”感受传统文化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盛军

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是我最喜爱的一本
书，作者在海底遨游，为我们展现出了许许多多神
奇的海洋生物 。作为一名出生在海滨城市青岛
的小学生，我对浩瀚的海洋和神秘的海洋生物也
充满了好奇。

这次假期，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一场海洋生物
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中，讲解老师为我们讲解了许
多海洋生物的知识，让我对海洋生物有了更加深入
地了解。

海洋霸主——鲨鱼。鲨鱼早在恐龙出现前就
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至今已超过五亿年，是海洋
生物中最凶残的“杀手”之一。鲨鱼大多生有强壮
的尾巴和锋利的牙齿，再加上飞快的速度，使它们
成为当之无愧的海洋霸主。对于大部分的鲨鱼来
说，它们必须不停地游动，因为鲨鱼身体的密度大
于水的密度，如果它们在一个地方停得太久，就会
沉入海底。

老寿星——海龟。海龟是有名的“活化石”，它
们的祖先早在2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了。海龟
的寿命最长可以达到152年，是动物中当之无愧的
老寿星，并有“万年龟”之说，海龟也因此被视为长
寿的象征。

“呆萌”潜水“大将”——海豹。海豹的身体呈
流线型，四肢进化为鳍状，适于游泳，也善于潜水。
海豹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海里，只有繁
殖小海豹、休息或者换毛的时候才会到陆地上来。
海豹的栖息地几乎遍布地球上的所有海域，其中以
南极沿岸数量最多。

会飞的鱼——飞鱼。海洋中有会飞的鱼
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些鱼就是飞鱼。飞鱼的胸
鳍很长，一直延伸到尾部而且非常发达，像鸟类
的翅一样，再加上梭形的身体，使飞鱼能跃出水
面，并在水上高速滑翔一段时间，所以看起来像
在水上飞。

这次展览活动，让我对海洋生物有了更深地认
识和了解，我们同住一个地球，它们是人类的好朋
友。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是人类和所有地球生
命的摇篮。然而现在，海水的污染和过度的捕捞，
让这个蓝色的星球承受了过度的重负。保护海洋
环境及海洋生物，人人有责，我们应该用行动引导
更多的人，加入保护海洋环境的活动中来，让我们
的蓝色星球更加美丽。

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 关景煊
指导教师 毛丽娜

前不久，我作为青版财经小记者，来到
南京大牌档“大牌学堂”进行研学活动。在
这里我学习到了传统文化知识和南京大牌
档的品牌文化。

一进入店内，我们就换上了很有特
色的汉服，当起了小“伙计”。帅气的店
长小李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南京大牌档的
牌匾、楹联、石鼓文化，我还学习到一个
新的成语“门当户对”：旧指男女双方家
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不相上
下，适宜通婚结亲，出自《西厢记》。小李

老师还给我们讲解了亭、台、楼、阁及榫
卯结构，我还知道了店里的特色节目
——苏州评弹，这可是一门古老、优美的
传统说唱艺术。

在“大牌学堂”，小李老师又给我们介
绍了金陵菜以及桂花拉糕的制作方法。这
桂花拉糕看起来糯糯的，让人很有食欲
呢！如果能自己制作一份美味的桂花拉糕
该多么有成就感啊。

说做就做，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
制作，最开始的是和面，平时看妈妈和面非

常容易，怎么自己和面的时候就有些手忙
脚乱呢……终于，在老师和妈妈的指导下，
我顺利地做好了拉糕，店里的师傅帮我们
蒸熟，撒上甜甜的糖桂花，一道美味的桂花
拉糕就制作好了！

咬上一大口，又甜又糯，吃着自己亲手
制作的桂花拉糕，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再请妈妈品尝一口，妈妈也给我点了一个
大大的赞，真是太开心了。

青岛虎山路第二小学 丁禾
指导教师 徐凯

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转折，就如胡同
中一个个拐角，每个拐角的背后，都隐藏着
未知的秘密，是布满荆棘，又或者是走出黑
暗的希望。

那日，从烟雾蒙蒙到淋淋沥沥，再到
滂沱倾泄，乌云尽情地宣泄着自己的情
绪。行人脚步匆匆，我也躲到拐角处的屋
檐下，看着那被淋湿的成绩单，只剩迷茫，
我仿佛来到了人生的拐角，却不知道该

“进”还是“退”。
彷徨间，我看到拐角处的一棵树苗，

不知何时长出，此刻正被雨水无情地将腰
砸弯，每到将要断裂之际，又傲然挺起，不
肯低头……

雨小时，我小跑回家，心已平静了许
多。终于懂得，隐匿于拐角表面的无尽黑
夜，终无法吞噬前方的光亮。

此时，我已坐在桌前，认真分析每一道
错题，有不会的就用手机发给老师。听懂
后，用红笔将错题进行订正，又将错误的题
记录在错题本上，再做一遍，加深印象。我
用蓝笔将错误原因写在旁边，又拿起练习
题，找到与之类型相同的题目进行练习，核
对答案，再将错误的地方进行订正。在确
认基础知识过关的前提下，我开始进行拓
展，尝试做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
的压轴题，我刻苦钻研，只为在下一次考试
中取得好成绩。

做完这些，我已对下次考试信心满满，
处于拐角，在“进”与“退”的选择中，我选择
了“进”，我将用行动去验证我的选择！

此时，望向窗外，回想那棵小树苗，它
一定还是傲然挺立，也祝愿它能茁壮成长。

人生就如一条路，平坦时“一日看尽长
安花”。拐角处“潦倒新停浊酒杯”。只是
生命的跋涉不能回头，哪怕“畏途峨岩不可
攀”，也应披荆斩棘，抬起头，迎着深埋于其
的希望向前奔跑，走过拐角，冲破黑暗，向
着朝霞走去。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天山校区）
八年级9班 王雪枫
指导教师 边建辉

西湖风景区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那
里风景优美，美景数不胜数。

记得去年暑假，爸爸带我去杭州西湖旅
游，那天下着绵绵细雨，雨中的西湖不同于
晴天的景色，宛如一幅泼墨山水画，烟雨蒙
蒙，如诗如画，别有一番风韵。趁着连绵不
断的细雨，我在西湖的桥边，欣赏美景，正所
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坐上游船，我们向湖中央驶去。正前

方，西湖绿得如一块碧玉，各种游船在湖面
上漾起了层层波纹。远远望去，矗立在山峰
间的雷峰塔倒映在西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
风景。我们的船继续前行，三潭印月便映入
眼帘。三潭印月岛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是
杭州赏月胜地，这里风景秀丽、景色优美，每
逢中秋之夜，月影和塔影交相辉映，形成“天
上月一轮，湖中景成三”的景色。

雨停了，湖面上的荷叶微微颤动着，荷

叶上的水珠就像闪闪发光的珍珠，隐藏在
荷叶里的一朵朵荷花又像亭亭玉立的女子
在湖面上翩翩起舞……

这次雨天游西湖，虽然雨水打湿了我
的鞋子和衣裤，但并没有减少我对西湖游
玩的热情，也期待着下一次游西湖的机会
早日到来。

青岛德县路小学 李鉴峰
指导教师 李明

小记者们在“大牌学堂”合影留念。

“大牌档”学习记

走过那个拐角

游西湖

认识海洋生物
感受海洋之美

习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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