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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江宛秋
毛朝青 文/图） 昨日下
午，在福州金山公园，第五
届“年廉花开清风畅”廉文
化节暨金山公园“流花荷韵
沁芳华”活动，吸引了不少
市民驻足观看。本次活动
由福州市园林中心主办，活

动融合了多种元素来凸显
“廉莲”文化主题。

据介绍，金山公园沿溪
荷田近 2万平方米，景区内
种有 43 个荷花品种，瓣型
齐全、花色丰富，花期可到
秋季，主要分布在荷花坞水
榭、“闽川田韵”、“雁行芳

洲”、滨水赏荷栈道等景区，
这里是福州市区最壮观的
赏荷胜地，无论你从公园哪
个入口进入，都能遇见别样
的荷花。

此次活动，金山公园经
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策划，为
市民们带来了“国潮”好

戏。汉唐舞蹈《流水浮莲》、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店
拳”武术表演等，给市民带
来多重惊喜。此外，还有以
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为主题
推出的《百年荣光》剪纸作
品展，用 12幅剪纸作品，讲
述党的百年芳华。

王阿伯和向阿姨是湖
北宜昌人，5 年前小孙女在
福州出生后，老两口也随之
来到福州。他们的老家五
峰县，离屈原的出生地秭
归，相距不到 200公里，端午
自然是格外隆重。

“我们老家把端午叫做
端阳，一共要过三次。五月
初五是头端阳，五月十五是
大端阳，五月廿五是末端
阳。从进入五月开始，家家
户户就包粽子，用的叶子是
山上采的箬叶，带着一股特
别的清香。包扎粽子的也
是山上砍的棕树叶。端午
当天，还要去山上采新鲜的
艾蒿回来挂在门口，用来辟
邪。”向阿姨说，虽然在福州
买的包粽子材料和老家山

里面的不太一样，但她会尽
量“还原”老家粽子的样子。

向阿姨拿起一片叶子，
折起一个角，轻轻转几圈，
然后填充进糯米。“我们老
家的粽子一般包原味，蘸着
白糖吃。孙女爱吃葡萄干，
我就给她放上几粒。”一边
说着，向阿姨已经包好一枚
粽子，“你看这个，细细长
长，老人说这个就像‘仙人
脚’。”

包好一盆粽子，下锅煮
上一小时，一锅香喷喷的粽
子就煮熟啦。向阿姨亲手
剥开一个递给王阿伯。她
说，王阿伯的生日就在大端
阳那天，所以每年王阿伯的
生日，都会吃到她亲手包的
粽子，孙女也特别爱吃。

粽子虽小 亲情却浓
端午将至，海都记者走进“新福州人”家庭，全国各地

包粽子习惯虽有差异，但背后都是浓浓的亲情

金山公园 当荷花遇上“国潮”
金山公园景区内，43个荷花品种陆续盛放，花期可达秋季，邀请市民一同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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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粽子、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民俗。
各地包粽子、吃粽子的习惯有差异，背后是
不同的风土人情。端午前夕，海都记者走进

“新福州人”家中，小小的粽子，不仅承载了
他们对家乡的眷恋，也饱含着父母对儿孙们
无私的爱。

彭阿姨老家在泉州洛
江区，家中共有兄妹 11
个。“以前，家里兄弟姐妹
多，生活困难，从小就要帮
忙做事。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会包粽子了。”彭阿姨笑
着说，以前条件差，包的都
是碱粽，“我们闽南还有个
说法，‘未食五月粽，破裘
唔甘放’，五月吃粽子以

前，厚衣服不要急着收，留
着还有用呢！”

“现在条件好啦，大家想
吃什么，爱吃什么，都可以往
里面放。我准备了瘦肉、咸
蛋黄、鱿鱼干、花生米，我孙
子不爱吃香菇，我就不放
了。”彭阿姨将包粽子用的馅
料放锅里炒一下再起锅，然
后将淘洗过的糯米也下锅，

和猪油一起炒，放入酱油。
“我们的糯米不用提前泡，泡
过的太软不够香。”

包粽子用的叶子，是
彭阿姨的女儿杜女士的公
公从闽清老家的山上特意
摘来的。“公公婆婆虽然没
在身边，但也处处想着我
们。”杜女士悄悄告诉记
者，“听到妈妈说她十几岁

就会包粽子了，而我都已
经三十多岁了，每年还要
妈妈帮我包粽子，想想有
些心酸……”

一个多小时后，锅里
的粽子熟了。记者拿起一
粒尝了尝，“确实香，是猪
油炒过的味道。”“还有来
自家乡的妈妈味！”杜女士
笑着补充道。

屈原故里：形状好似“仙人脚”

泉州洛江：“闽南未食五月粽，破裘唔甘放”

彭阿姨包闽南肉粽，肉粽的配料极其丰富向阿姨包的粽子细细长长，在她家乡被称作“仙人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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