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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年夜饭、探索“非遗”、制作传统灯笼……

看福州娃如何花式过年

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实习生 陈谊 周婉怡 文/图）
自家烙的光饼、园子里从
小吃到大的菜、桶装的家
酿糯米酒……春节假期结
束，不少人已离家返程，而
装着各种家乡美食的后备
厢里，满满都是家人的爱
和装不下的牵挂。

近日，在京台高速洋
里以及南台服务区，海都
记者探访了一些市民的后
备厢。

一位来自宁德市屏南
县的张大姐晒出她的返程
后备厢，无论是酸奶、馒
头，还是垒得整整齐齐的
自家烙的光饼，袋袋都是
分量十足。

而老家在南平的另一
位大姐的后备厢里，有整
整十个袋子，里面装满了
菜园子里从小吃到大的
菜、炸好的豆腐泡、自家的
笋干……

来福州工作的潭女士
已有三四年没有回老家
了，今年回到重庆开州过
春节。“很多年没回家，今
年一回去家里人就备了许
多东西，感觉特别幸福。”
记者看到潭女士的后备厢
里，有桶装的家酿糯米酒，
家里人纯手工做的年糕，
有些年头的铁桶里，塞满
了家人一个个捡的土鸡
蛋，家里收获晒好的花生
和瓜子更是大份。

塞满的后备厢
装不下的牵挂

一曲悠扬的新国风二
重奏，开启了“福满新年·相
约闽江边”音乐嘉年华首场
活动。活动分为三大篇章，
第一篇章的共饮闽江水，采
用喜闻乐见的福州歌曲，展
示福州本土文化、民风民
俗。第二篇章的闽江新活
力，则用多样的音乐风格，

彰显福州欣欣向荣、与时俱
进的现代城市风貌。第三
篇章的闽江向未来，采用访
谈互动式表演，呈现福州的
发展和远景。

本场演出更是齐聚了
风格多样的福建资深音乐
人、本土乐队、青年歌手，他
们用国潮民乐和经典金曲，

点燃充满时尚活力的“闽江
之心”不夜城。一曲由福建
高校第一支摇滚乐队Bullet
子弹摇滚乐队带来的金曲
串烧则将现场的气氛推向
了高潮，不少听众瞬间跟着
节奏舞动起来。

“这场音乐盛宴太震撼
了。”从绍兴来福州旅游的王

女士说，赖董芳的福州方言
歌，展示了浓浓的地方文化
特色，现场的经典歌曲串烧，
更是勾起了80、90一代人的
回忆杀。作为舞台背景的闽
江，其两岸璀璨的夜景也给
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晚，
她就购买了船票，要带着家人
欣赏多彩灵动的榕城夜色。

福满新年·相约闽江边
福州开启音乐嘉年华，以音乐的脉动延续榕城的文脉

N海都记者 吴臻

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一
曲曲熟悉的旋律，一句句难
忘的乡音……

2 月 1 日晚，由福州市
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福满
新年·相约闽江边”音乐嘉
年华，在“闽江之心”海丝广
场拉开帷幕。活动以“闽江
之心”南北两岸夜景为舞
台，通过音乐的脉动去延续
福州的文脉，采用街头小型
音乐展演形式，为市民游客
带来一连串精彩绝伦的视
听盛宴。

近年来，福州市在“闽
江之心”的核心区开展了
常态化的文艺活动，将“闽
江之心”打造成福州“网红
打卡点”。“福满新年·相约
闽江边”音乐嘉年华活动
以福州原创音乐为切入
点，为年轻优秀的本土音
乐人提供创作、演出的展
示平台，整合一批高质量
的文化娱乐活动，持续提
升“闽江之心”整体文化旅
游氛围，助推福州音乐产业
发展，进一步推动“闽江之
心”成为展示福州现代化
国际城市形象的新地标。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
2023 年 4 月，在每周末晚
上推出专属年轻人的文化

live音乐会。活动共计 24
场，包括嘻哈、流行、摇滚、
民谣、新民乐演奏、曲艺、
舞蹈、小合唱、城市脱口秀
等多种演艺形式，展示福
州城市之美，增进榕城生
活的幸福感。

同时主办方也希望有
更多的热爱音乐、热爱原
创歌曲的朋友加入演出队
伍，一起来搭建福州原创
音乐大平台，提升城市的
文艺氛围。特别提醒的
是，活动也将根据天气情
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市
民可关注福州市文化和
旅游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遇见福州”，了解更多活
动详情。

24场街头展演，传递闽江魅力

首场音乐盛宴，唱响三大篇章

N海都记者 刘文辉（学校供图）

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承载
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学做年夜饭、制作传
统纸灯笼、在大街小巷里探寻福州的“非
遗”项目……在春节期间，福州的学子们
用自己的方式传承与发扬“福”文化。

既能参与劳动，又能
体验做年夜饭的乐趣，不
少学子在寒假里纷纷撸起
袖子进厨房，解锁新技能，
洗、切、蒸、炒……各显才
能。

来自钱塘文博小学五
年级的小季同学就学着做
创意菜，“今年的除夕我做

了三道菜，第一道菜叫做
‘花开富贵’，以鲜虾、金针
菇、火腿作为主材料，把它
们下锅捞熟，再在锅中加
油，加入秘制配方，起锅把
它们浇在准备好的食材
上，一道‘花开富贵’就做
好了。”还有用腊肉等摆成
鞭炮形状的“喜气洋洋”和

用草莓、香蕉和小西红柿
点缀成“财神爷”模样的甜
点“百财聚来”。“我学到的
不仅仅是一道菜的做法，
更多的是收获劳动的快
乐，也在新年感恩家人的
付出。”

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也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贺新

年。“我自己做了一张贺卡，
在封面上画了一个‘福’字，
里面的内容是画了无边无
际的东海，祝爷爷奶奶福
如东海，还画了三座山，祝
外婆外公寿比南山，还画
了我们一家三口，祝我们
万事如意。”花巷幼儿园的
叶同学介绍道。

还有不少同学利用假
期感受福州的春节习俗和
传统文化。

小余同学是鼓楼第五
中心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在学校的鼓励下，他利用
寒假了解福州的非遗项
目。“我了解到，福州非遗
项目已有17项被评为国家
级，其中，有三个来自福州
的民间传说获评国家级非
遗，分别是祭酒岭的传说、

孝义巷的传说和能补天巷
的传说。”而他也一一走进
这些大街小巷，了解背后
的故事，感受家乡的文化。

“能补天巷的名字拗
口又特别，我了解后才知
道这是关于旧时乡下穷秀
才邝继聪来福州考举人的
故事。时至今日，这条巷
依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养生之所。”小余将他了
解到的知识娓娓道来。

“这个春节里我制作了
一个传统的纸灯笼。”就读
于钱塘小学教育集团怡山
校区四年级的学生小张介
绍，自己提前准备好铁丝、
吊坠、灯笼棍、灯笼的框架、
纸质的花瓣等，再一步步将
材料组装成一个纸灯笼。

“我爱做手工，这次体验了
传统工艺制作，感受到它的
美好，我们应该将传统工艺
发扬光大。”

“过年我们都要吃线
面，简单的一碗面条却蕴含
着福州独特的民俗文化。
比如线面是福州面食里最
细长的一种面，福州人一生
最重要的时刻，如游子归
家、结婚定亲、老人过寿等
都少不了它。”鼓楼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屏山校区四年
级学生林同学则留心于平
时的一点一滴，了解背后的
文化内涵。

秀厨艺做贺卡，用行动贺新春

学习传统习俗，品味“福”文化

“财神爷”模样的甜点“百财聚来”

叶同学制作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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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满新年·相约闽江边”音乐嘉年华启动仪式现场

子弹摇滚乐队现场演唱金曲串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