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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新春，在青岛西海岸高新区举办的“2024
金沙滩啤酒城新春灯会”成为了打卡网红地。灯会
期间，每天来自各地的万千游客，带着欢度龙年新
春的喜悦心情，观赏金沙滩啤酒城的精彩灯会。

通往展区的道路旁，摆满了各种特色小吃摊，
琳琅满目。烤肉串、烤鱿鱼……海腥味、羊肉膻味、
肉串香味、孜然味混杂在一起，散发着让人说不清
楚的阵阵味道。摊点前，孩子们大口啃咬着五颜六
色的棉花糖和糖葫芦。年轻人大快朵颐地品尝着
美食，那陶醉的样儿，好像胜过了吃家里的年夜
饭。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我闻到味道有些异样，定睛一看，摊前招牌上歪歪
斜斜地写着几个大字“岛城名吃正宗臭豆腐”。哈
哈，真逗，啥时候臭豆腐成了咱们岛城的名吃啦？
不解的还有浑身散发着香水味的一个美女为何单
单嗜好臭豆腐？

灯会展区体量颇大，一条七彩巨龙盘踞在搭起
的彩门上面，巨龙张牙舞爪，矫健有力，威风凛凛，
它头似驼、颈似蛇、耳似牛、角似鹿、眼似兔、爪似
鹰、嘴似鳄、腹似蜃，龙头鬃毛似马鬃飘逸洒脱，披
着一身金光闪闪的似鱼鳞片，保持着威严和力量，
而又神秘莫测。几千年来，龙一直是我们的民族图
腾。龙门下，龙的传人们纷纷留影，既是留住这美
好时刻，也是在祈求着龙年行大运。一座用“春”字
搭建的彩楼格外醒目，旁边盛开的红梅在向游客喜
报新春。

十几座仿制的世界各地著名灯塔排在主道两
侧，每座灯塔前镶有一铜牌，上面用简洁文字，对
这些世界名塔的所处位置、始建（或重建）年代、其
在世界的知名度做了介绍。有澳大利亚的拜伦湾
灯塔、印度的北点灯塔、加拿大的佩姬湾灯塔、阿
根廷的火地群岛灯塔、韩国的虎尾峡灯塔、比利时

的奥斯坦德灯塔，还有我们三沙市的赤瓜礁灯塔
等，各具特色，独具风情。伫立塔前，思绪驰骋，似
乎看到了从这些分布世界各地海岸、湾区的灯塔
上，发射出那一束束暖人的灯光，在指引着勇敢的
航海者夜航。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佛有一只巨手，刹那间
点亮了展区所有的灯，灯塔、灯笼、彩灯、各种模型

齐刷刷地亮了起来，赤橙黄绿青蓝紫，“火树银花不
夜天”，整个展区成了一片灯的海洋。流光溢彩，美
轮美奂。真是夜非昼比啊，白天见到的海洋生物模
型并没有灵光和精气神儿，等到夜晚灯光一亮就不
同了，鱼儿、海龟、珊瑚、水母等都是栩栩如生，如同
有了灵魂和生命。一头巨鲸通体蓝白，其背上竟然
极有创意地设置了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巨鲸的一

对大眼睛波光盈盈，似乎有神，让人产生了活鲸在
游动的错觉。

树枝上缀满了小红灯笼，如同结满了红色的
果实，还有龙腾虎跃、鱼跳龙门以及盛开的莲花、
牡丹等造型灯笼大放异彩。多种花卉编织成的
硕大花环飘逸着花香。彩带飘舞，每一条都写着
一句唐诗宋词：“会当凌绝顶”“夜来风雨声”“莺
啼如有泪”“但愿人长久”“愿君多采撷”“岭外音
书断”……平添袅袅书香气。“天下第一福”温馨
祥和，随处可见，给人以新春的喜庆之气。一枚

“外圆内方”的大铜钱造型设计别出心裁，孩子们
争着跑到铜钱后面，把小脸蛋从中央方孔里露出
来，年轻的爸爸妈妈乐滋滋地给孩子留影，或许
能沾点财气。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或合家共赏，或友人
同欢，或伉俪相伴。几乎每处灯展都有游客在拍照
留影。主舞台上，帅哥靓女倾情表演，场面火爆。
特色节目非遗“打铁花”，火花四溅，红彤彤一片，如
同春花烂漫，又如流星雨。舞台前人头攒动，乌泱
泱的人山人海传出的呼唤声、赞叹声、喝彩声与节
奏感特强的音乐声交织在一起，奏成了一部动人心
魄的闹春之歌。

女儿陪着我们老两口观灯，细心的“小棉袄”既
当护理员，又当摄影师，还当解说员，前后忙碌着。
在一尾金色大鲤鱼灯笼下，守着“年年有余”的祈福
语，我们老两口笑得好开心。一排大红宫灯辉映着
几个隽永秀气的大字：“2024祝大家万事如意”，让
人暖在心头，我们和女儿一家在这里合个影，图个
万事如意。

深邃的夜空中，一弯新月伴着星辰在向人间挥
洒清辉，天上人间，万般颜色，这迷人的夜晚，醉心
的新春灯会……

火树银花不夜天
◎ 孙秉伟

我无意中发现，大多数青岛的“煮夫”们都有
一个习惯，他们去市场上买菜，首先问的不是菜
的价格，却是“是不是本地的”。而得到的回答往
往是投其所好：“是，地道夏庄货，你看这柿子，青
肩红身，是杠六九；黄瓜是叶三，刺少，有黄瓜
味。”摊主们操着城郊农民的口音，诚信度相当
高。人肯定是本地人，但是菜可真不一定。在青
岛的蔬菜界，“夏庄”这两个字的含金量还是很高
的。只要说是夏庄蔬菜，总能卖出比别的产地的
高出好几元的价钱来，而且卖得也快，买得也心
甘情愿，不服还真不行。

去年5月份，我们去夏庄村采访，见到了真正
的杠六九西红柿和叶三黄瓜。热情的栾大叔给
我们描述了夏庄蔬菜的高光时刻，回忆了夏庄菜
种植过程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

栾大叔七十多岁的年纪，和蔼可亲。他是
我所有的采访对象中思路最清晰、记忆力最好
的人。他说他在夏庄村干了三十多年的村书
记，夏庄的山水树木，人情世故，都像印在脑子
里一样。他决定和参与了许多瓜果蔬菜的引进
和培育，像我们这样的采访者，他接待了一批又
一批，都有经验了。

采访是从栾大叔的提问中开始的：“你们知
道夏庄的西红柿为什么叫杠六九？黄瓜为什么
叫叶三？”说实话，之前在其他村采访的时候，
写过杠六九西红柿和叶三黄瓜，杠六九从字面
意思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而且网上也能查
到。就是一种西红柿品种的编号。叶三黄瓜还
真查不到。我小时候也常在地里帮家里干活，
家里也种过这种黄瓜，莫不是黄瓜叶子边上有
三个尖？我把我的猜测说出来，栾大叔说：“不
对。”小菜菜说：“是有三个叶子？”听着我们稀
奇古怪的答案，栾大爷也不卖关子了，说：“叫
叶三的原因是：黄瓜秧子长出三个叶子的时

候，必定要结黄瓜。别的品种，要长出七八个
叶子来才能结黄瓜。”

栾大叔又说，“其实杠六九和叶三并不是夏庄
的独有蔬菜，夏庄最著名的蔬菜是墩豆和大葱。”

栾大叔告诉我们说，墩豆也是一种芸豆。
其他的芸豆是架豆，就是用竹竿搭架子，芸豆爬
蔓生长，墩豆是直立生长的。春天3月底4月初
下种，5月底6月初就能采摘，6月中旬大量上
市。早年间墩豆上市时节，每天早晨，青岛市蔬
菜公司的运输专车，会早早停在夏装大集的路
边，村民们只需把各自地里的墩豆摘下来，运到
车边称重，收钱即可。量大时，夏庄每天能有几
十万斤墩豆上市，青岛市的各大蔬菜公司都有
出售。青岛市民平均每人都能吃上一斤夏庄的
墩豆。那时候，夏庄周围大部分村子的蔬菜还
在用人力车运到市区的各大菜市场叫卖，夏庄
村已经用三辆加长“大头车”运菜了。栾大叔
说，这是青岛市蔬菜公司奖励他们村的，奖励的
物资还有紧俏的农药和化肥。

栾大叔介绍说，最著名的墩豆品种叫沙克
莎，豆荚长得细长翠绿，产量很高。墩豆是青
岛地区特有的芸豆品种，深受大众喜爱，吃法
也多样。芸豆炒肉、干煸芸豆等都是当地名
菜。沙克莎老了，豆粒很大，可以蒸着吃，豆粒
蒸熟后，软糯可口，别有一番风味。后来引进
了另一个品种，叫美国豆，美国豆结的豆荚圆
长，颜色青绿，比沙克莎高产，但是吃法单一，
就是一种纯菜豆。

到了秋天，大葱是夏庄菜的主打品种。夏
庄的大葱用的是章丘大葱的改良品种。那时
候，栾大叔是村支书，他带领其他两名村民，连
夜坐火车到济南，再转道章丘明水，从一名专门
研究大葱的教授手中，购得五十斤用面袋子装
着的葱种子。这位教授在当时还是个右派，但

是对大葱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在劳动改造的
黄河边的一个农场里，他专门开辟出一块地栽
种大葱，并将改良品种提供给各地栽种。教授
仔细地在面袋子上贴好标签，标注了大葱的习
性和栽种方法，还把自己的名字也贴在上面，方
便栾大叔遇到问题联系他。教授郑重其事地把
装着大葱种子的面袋子交到栾大叔手上，千叮
咛万嘱咐：看好了面袋子，别被人换了去。

栾大叔回村后，就组织村里的行家里手开始
栽种。大葱一般在收完麦子后下种，育出小葱，
然后在平整好的麦地里，每隔五十公分的距离挖
一条沟，把葱苗栽上，七月中旬前就得栽完，要不
大葱长不起个子来。然后根据大葱的长势，隔一
段时间给大葱的根部培一次土，这样葱白在地下
越长越长，沟也越挖越深，到大葱完全成熟后，连
叶子能达一米半高，小个子的人走进葱地里，根
本见不着个人影。

夏庄大葱脱胎于章丘大葱，具有了章丘大葱
的所有优点：高、长、脆、甜。它还有自己的特色：
葱白长，叶子高，抗倒伏。经过崂山水库水的浇
灌，夏庄大葱甜度增加，辣度减少，无筋无渣，脆
甜可口。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岛市大葱的主要
供应地就是夏庄村。大葱收获的季节，人们忙活
在葱地里，用铁锨扎到深土里，把大葱连根整棵
挖出，捆成一捆一捆的，装到“大头车”上，运送到
市内各大菜店，根本不用自己沿街叫卖。周边几
个村的村民，也只有羡慕的份儿。

夏庄村的青椒、茄子、西蓝花、大白菜等蔬菜
也都闻名岛城。夏庄因此被称为青岛市的“蔬菜
超市”。市民们执念中的本地菜，其实也就是夏
庄菜。栾大爷自豪地说：“我们村的水土好，种什
么都好吃。”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夏庄的蔬菜不愁卖。只
因夏庄菜就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存在。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 胡秀红

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下午又下起了小雪，借
着前几日还没完全融化的残雪，顷刻间把岛城
又包裹成了银色的世界，正是那早春微凉之时，
元宵佳节到了。没有繁星点点的夜空下，正是
人间灯火辉煌时。望着那天空中被乌云遮挡住
的圆月，仿佛有一个声音轻轻地在耳边说：“团
圆，就是此刻。”妹妹和妹夫及儿子等下午就回
到家了，正月里的最后一个节日的序幕开启了。

家中两位近90岁的老人，依旧精神矍铄。
母亲坐在床边，父亲则坐在一旁的藤椅上，偶尔
轻咳几声。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缩影，是风雨
的见证者。我看着二老的样子，回忆如潮水般
涌来。记得小时候，每逢元宵节，家里总是热闹
非凡。父亲，是个有学问的人，每当节日都会给
我们兄妹讲述那些古老的故事。而今，他的声
音虽然有些颤抖，但依旧充满了力量。母亲则
在一旁微笑着，手中的针线活不曾停歇。那时
的我，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仿佛能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年代。

妹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老爸特意拿
出了一瓶保存多年的即墨老酒，饭桌上的气氛
充分地体现了团圆的寓意。在中国的北方，正
月十五的食俗有着独特的韵味。这里的人们不
常吃那滑溜溜的元宵，而更倾向于一种大黄米
做的糕。这糕，厚实、饱满，仿佛承载了北方人
朴实无华的性格。大黄米糕，色如金黄，质如锦
帛。每一个切面都显得那么的平整、光滑，仿佛
是匠人用心雕琢的艺术品。而那独特的口感，
更是让人难以忘怀。它不像元宵那样滑嫩，却
有着一种更为实在的口感。每一口咬下，都是
满满的幸福感。

记得那时候吃这个糕，都是切片后用油
煎炒后蘸糖吃的。那甜而不腻的糖汁，与大
黄米糕的口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仿佛是天
生的一对。那甜，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
心灵的满足。“水中的月亮，是天上月亮的倒
影。”我轻轻地说。母亲看看我又望向窗外：

“是啊，水中的月亮虽然会波动，但永远离不
开那个本源。”

今晚，没有了那黄灿灿的年糕，换成了江
米做的元宵，可寓意使我意识到，这不只是对
圆月的一种描述，更是对家的一种寓言。不
论我走到哪里，家始终是我的本源。父亲微
微点头：“孩子，你要记住，不论世界如何变
化，家永远是你的港湾。”我紧紧握住父亲的
手，心中感慨万千。时间如流水，不知不觉中
已带走了太多的东西。但家，始终在那里，静
静地守望着。

忽然间，外面的鞭炮声响起。我站起身为父
母端来两杯热茶：“爸、妈，祝你们元宵节快乐。”那
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有我们家人
聚在一起，融合着天花板上那盏温暖的灯。这个
元宵节，不再只是一个节日。它是一个寓言，是对
家的歌颂。每一次的团圆，都是对过去的回忆，对
未来的期盼。家，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夜深了，我走进父母的房间，看着已经入睡
的老人，心里默默地说：“爸、妈，晚安。”轻轻关
上门，心中默念：愿家人安康，愿家永远如初。
此刻的我明白，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那
平凡中的不平凡——家的温暖与陪伴。这个元
宵节，不再只是一个夜晚。它是一个永恒的瞬
间，是对家的承诺与誓言。而我，愿用一生的时
间来守护这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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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
◎ 姜言正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花儿，桃花、牡丹、玫瑰、杜
鹃、槐花、菊花……有人说，桃花红艳如火，娇艳欲
滴；还有人说牡丹国色天香、高雅华贵；更有人说
玫瑰芳香四溢、柔美婉约……总之，世上花儿千千
万，各色花儿争奇斗艳，各领风骚，也是历代文人
墨客赞颂的对象。而在前不久的一次甘南之行，
却彻底颠覆了我对“花儿”的认知。

前不久，我随“中国作家看临潭——2023中国
作家协会文化帮扶小分队”一起到甘南临潭县采
风，着实领略了一番洮州“花儿”的风采。据当地
工作人员介绍，临潭县隶属甘南藏族自治州，是藏
在历史深处的一块宝地。这座古称洮州的县域，
在历史变迁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浓郁
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山歌——花儿。通过唱

“花儿”表达人们对时代的赞颂，对生活的感悟，对
人生的感慨，对爱情的赞美……

我们到临潭的第二天，去“洮州卫城”及新城
镇苏维埃旧址参观采风。因路途遥远，当地陪同
的工作人员怕我们坐长途大巴容易疲劳，便请来
了两位小有名气传唱洮州“花儿”的民间女歌手。

一路上，歌声不断，笑语喧哗，两位歌手唱的“花
儿”，时时逗得我们捧腹大笑，着实排遣了我们旅
途中的寂寞和疲劳。

“大门前面一座山/想你腿子直打颤/天天扒
着墙墙儿上看/叫你把我想倒了/脚巴骨成了软草
了/拾起了着跌倒了/浑身上下想到了/数卯窍儿
（关节）是不够了/两个卯窍儿没有了……”

这首名为《十二想》的洮州“花儿”，是一首表
达美好爱情的“花儿”。两位女歌手忘我地唱着，
内容有情歌对唱、政策宣传、赞美客人等等，她们
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其唱调高亢悠扬、轻松愉
快、委婉细腻、奔放热情。低吟时若溪水潺潺流经
芳草，高亢时若千军万马驰骋草原，其浓郁的山野
气息，给人以美的享受，美得开心，美得舒畅。一
瞬间，在我们乘坐的大巴里，歌声、掌声、笑声、喝
彩声此起彼伏……

“花儿”是洮州人灵魂深处最美的旋律，听着
“花儿”、唱着“花儿”长大的洮州人，对“花儿”有着
特殊的情缘。当地人都说“三天不喝尕汤（一种面
食）成呢，三天不唱“花儿”会把人憋疯。”洮州人爱

花，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种花，栽培各色牡丹，五
月端午又有折花献佛之俗。于是，以花为喻，称这
种山歌为“花儿”，故“花儿”之名由此得来。

洮州“花儿”不仅唱爱情，还唱幸福的生活，唱
脱贫攻坚，唱乡村振兴，唱党的历史等等，这些“花
儿”，唱出了群众的心声，唱出了新生活新气象，这
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正以全新的方式唱响在洮
州大地，被誉为大西北民间文化长廊里一本“活着
的诗经”。

如果把这些“花儿”收集起来，聚集在一起，
然后一层一层地剥开来，我们就会发现洮州“花
儿”的内核竟然只藏着一个字——情，这其中包
含着一种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情怀。
那些优美的唱词在纸上便是一首首直指人心的
诗歌，比兴言情、借物象征，闪耀着诗经传承下
来的光芒。

离开了“花儿”之乡，那些优美的歌声仍然会
在耳畔奔涌、撞击、激溅，让人沉浸在它美好的意
境中不能自拔。你能说，这世上还有什么花儿比
洮州“花儿”更美的吗？

洮州“花儿”
◎ 洪 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