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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小上海”里年味浓
一 说得好也要唱得好

“千年古城周浦镇，江南水乡景宜人，市
井繁荣人熙攘，永定古刹传钟声，今朝上台唱
一唱，‘仁义礼智’出新人，出新人……”

软糯的沪语唱腔，浦东宣卷传承人正声
情并茂地表演《一碗天价阳春面》。一碗    
元的“天价面”背后有什么故事？到底是道德
的沦丧还是另有隐情？发生在“阿春面食馆”
的一个小故事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抓”住了
观众们的心，台下不时响起掌声笑声，结尾更
是出人意料。

原来，在闲谈中，阿春发现一个中年妇女
带着小姑娘形迹可疑，所以灵机一动，开出了
    多元的天价，目的是引起大家的注意，最
终引来公安民警，成功抓住了人贩子。

这是浦东宣卷创作的一台新戏。浦东宣
卷    年入选国家级非遗目录，与浦东说
书、锣鼓书、上海说唱和上海评话一样，属于
为数不多的上海本土曲艺品种，周浦镇界浜
村是浦东宣卷的发源地。

  岁的周福妹是“浦东宣卷”传承传唱队
的负责人，从游泳运动员转行到镇文化服务
中心文艺干部，从沪剧队“转轨”到浦东宣卷
传承人，她说自己“上了瘾”。退休后她依然
挑起了传承宣卷的重任，除了过年，每年浦东
艺术节等也有不少社区邀请他们送戏下乡。

在这支  人的“浦东宣卷”传承传唱队
里，不仅有五六十岁的宣卷传承人，还有复
旦、交大等高校的大学生。复旦大学马克思
理论专业的孙瑜峤是一名大四学生，他是川
沙本地人，从小就对上海方言、沪剧等兴趣浓
厚，但苦于没有正规学习的地方。    年暑
假，经过另一名交大学生的介绍，得知周浦文
化服务中心举办浦东宣卷培训班，便主动报
名，上了 天的系统培训课程后，就经常来参
加排练和演出。

“浦东宣卷对说、唱功力要求很高，虽然
学习了一段时间，但我‘唱得不如说得好’，不
像老一辈传承人唱功深厚，还需长期磨炼。”
作为传唱队唯一的一名男性，小孙曾出演浦
东宣卷《一清二白》里的主角——一名清朝官
员。他饰演的官员为官清廉，从不收礼，离任
前许多老百姓来送行，他破天荒收下了一棵
青菜、两块豆腐。后来人们醒悟到，这是劝诫
别人做人要“一清二白”。“浦东宣卷的主题往
往是好人好事、劝人向善，这和我们现在弘扬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我们年轻
人喜欢民俗文化说到底是源于对家乡的热
爱，对乡土民俗文化的痴迷。”

二 舌尖上的年味热腾腾
舌尖上的节日，不仅是美食的享受，也是

民俗文化的依托。农历腊月二十三，浦东一
些乡村至今还保留着过小年送灶的仪式，做

糯米圆子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民间传说里，让灶君公
公多吃几个圆子，是为了
粘住他的嘴巴，好让灶君
公公上天去向玉皇大帝奏

事时，少说人间坏话，多说人间善事，祈望玉
帝保佑人间来年风调雨顺，百姓丰衣足食。”
当地村民说。

在界浜村，  岁的张新娣和“小姐妹”闵
秀南、吴卫君，从前一天就开始张罗。和平时
用清水和出来的糯米圆子不同，阿姨们先要熬
上一大锅白米粥，香浓的米汤要熬到水米粘
连之际方为最佳。之后，再把米粥放凉备用。

“小辰光阿拉要把糯米放在石臼里，人站
在木架上，用脚用力一踩石头翘起，脚一松，
石头落进石臼里，米就会碎掉，变成粗的米
粉。之后，用很细密的筛子，从舂碎的粗粉中
筛出细粉，盛进盆子里。反复舂、反复筛后才
能舂成糯米粉。现在一般都直接用糯米粉
了，但和皮的功夫不能省。”米粥加多少？张
阿姨说，全凭经验和手感，有一个标准必不可
少：米粥和糯米粉要糅合到“丝滑”的程度，也
就是完全摸不出米粒，入口方才绵柔清香。

糯米馅同样有讲究。清晨，农妇们来到
乡间田埂边，精心挑选荠叶子，带棕青色的口
感更佳。之后，再到田里挑矮脚小青菜。荠
菜、青菜摘回来先要择一遍，去掉老叶，剪掉
长长的荠菜根。再匆匆赶到镇上，挑上一块
嫩而不腻的夹心肉，这是最适合做圆子的馅
料。“糯米团子的肉和菜，一定要手工剁才有
嚼劲，比机器轧碎好吃许多。”

带尖角的糯米圆子是咸的，圆的是甜的，
伴随着阿姨们的巧手，不一会儿糯米团子就
摆满了竹篾子。老宅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个
原汁原味的老灶头。随着炉膛里火苗渐旺，
袅袅炊烟冉冉升起。锅中的开水沸腾起来，
一个个糯米团子活泼泼地跳将起来，一旁已
经站满了拿着碗筷、翘首以盼的村民。

“头茬”圆子是特供灶王爷的。一身土布
服装的朱平云老妈妈把圆子盛在 个碗里， 
碗圆子放在灶台上敬灶君公公，另一碗放在
一边的桌子上敬老祖宗。向灶神爷五叩首
后，她撕下门上写着的“上天奏善事，下界保
安康”的春联，烧成灰烬，恭恭敬敬地把灶君
公公送上了天。

在热气氤氲的灶头间，书画家许灵电也
在忙碌着，拿着毛笔、蘸上墨汁，在老灶头各
处画上鲤鱼跳龙门、喜鹊报春、鸳鸯戏水等灶
花，一笔一画间，过年的气氛立即烘托出来。
“我从 岁起学国画，但从去年开始，受周浦镇
邀请才开始画灶花。”在许灵电看来，画灶花
不需要太高的艺术造诣，它寄托着老百姓过
年的一种美好心愿，越古朴越好，“建议可以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哪怕涂鸦，也能感受到中
国节日的独特魅力”。

“谈到上海的民俗文化，要追根溯源到海
派文化。”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
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仲富兰表示，上海原本

就是江南的一部分，融汇了许多江南文化因
子，近百年来又融入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元素，
反映在许多民俗上，上海周边郊区和苏州等江
南区域有很多相似之处。上海开埠   年
来，逐步融入西方文化的元素，江南文化和西
方文化融合发展为独具一格的海派民俗。

过去传播途径不发达，十里不同俗、百里
不同风。“  世纪  年代我家在徐家汇，那时
候上海人只有送灶，没有‘小年’节俗。后来
随着南来北往风俗的融合，这些年上海也开
始过小年了，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向
往。”仲富兰说。

三 布里藏着“妈妈的味道”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随着穿着土布

衣裳的腰鼓队乐声响起，陆氏老宅前的演出吸
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土布俗称老布，是当地
农家用自己种植的棉花，经过脱籽、扎绒、纺
纱、染整、经纱、刷布等工艺编织出来的布料。
南汇的县志上曾有记载：“土产棉布……有紫
白两种，布以木棉花为之，扣布俗称小布，标布
俗称大布。”  世纪  年代，这种土布曾非常
兴盛，花纹式样可与商店里的洋布媲美。

    年起，  岁的周佩琦和“土布模特”
们开始结缘土布。“许多人原本是广场舞搭
子，听说周浦开办民俗文化节，一聊才发现，
许多人家里都有‘压箱底’的土布，有的甚至
有   多年历史。大家相约做盘扣、改制旗
袍等，成立了土布舞蹈队。”土布模特队队员
们不仅会跳传统的舞蹈，还结合了现代的伦
巴舞创作出新舞步。一到表演前，大家提早
到公园、停车场排练，风雨无阻。因为土布服
装扎眼，有时排练会引起围观，还有小朋友也
跟着旋律扭动起来，让人忍俊不禁。

朱平红是周浦本地人，她清楚记得，小时
候但凡家有女儿的，母亲很小就会准备织土
布，等到女儿长大结婚时当嫁妆。土布的多
少往往标志着娘家的“身价”，最多的陪嫁有
  到  匹。纺纱、织布，一针一线都是手工
制作，一般织成白色和蓝色两种。不仅可以
做衣服，还可以纳鞋面，包括抬嫁妆的箱子布
等，都能派上用场。做衣服往往配上葡萄纽
等，别有一番韵味。尽管如今土布已经淡出
人们的生活，但朱平红还是在家里的阁楼上
保留了好几匹布，每到“六月六晒黄袍”的季
节就拿出来晾晒，因为一针一线仍保留着“妈
妈的味道”。

这几年，土布开始成为时尚元素，“混搭”
进了胸针、名牌包包等，“土布不土，土布生花”
的魅力渐渐被现代人重新挖掘出来。说到民
俗的保护传承，仲富兰表示，不要把它当作一
个沉重的话题，民俗也可以“很好玩”。要通过
使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象征性场景、物件，让市

民回忆过去、参与互动、沉浸式体验，为传统民
俗文化赋予新的内涵。现在流行的        
（都市行走）、博物馆看大展、研学营等，将空间
和民俗结合起来，都可以形成新时尚。

四 热闹节庆之后的故事
民俗要代代相传，靠的不仅是热闹的节

庆。在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记者遇见了几
名来自周浦实验学校的女孩，她们除了参与
民俗文化节表演外，还有一个让同学们羡慕
的“最甜蜜课外班”——非遗糖画拓展课。

吴韵笑容甜美，一笑起来两个小梨涡，她
六年级就参加了学校的糖画拓展课。“我们是
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就听说有这个课程，但
初中才能报名。上了初中，我赶紧提早‘蹲’
在电脑前秒杀到了名额。”

为了开出课程，学校准备了一间大实验
室，配备了电磁炉、石板等设备，开始时老师
教授了一些十二生肖糖画的基本技法。更多
时候，孩子们主要靠自主学习，探索传统非遗
的新玩法。

“过去爸爸妈妈带我去古镇时看到过糖
画，但自己要制作时，用什么配方、用什么材
料、怎么做……都一无所知。而这些配方对
于很多老艺人来说属于‘独门秘籍’，轻易不外
传。于是，我们分成小组，摸索尝试。”吴韵说，
比如，糖画的糖浆和糖葫芦一样吗？到底用
麦芽糖、冰糖、还是绵白糖？一番熬制尝试下
来，发现用冰糖制作得比较脆；用绵白糖、白
砂糖的口感更佳。同学们尝试着在冰糖里加
入柚子茶，甜蜜中透着清香，别有一种滋味。

“糖画被引入课堂，孩子们成为‘糖画传
人’，不仅传承了非遗文化，对孩子培养自主
学习、创新精神也是很好的方式。”指导老师
刘燕琳表示，孩子们会带着问题自己查资料、
做实验、搞创新。

学生闵靖雅从小学国画，将大写意的山水
画法也融入了糖画中。“龙年春节快到了，我们
尝试用糖画写福字，营造过年的气氛。前几天
到上图东馆表演，来领糖画的人都排队了！”同
时，孩子们还把乐高拼搭也“玩”进了糖画里。
“我们正在研究立体糖画，比如立体蝴蝶、立体
橘子等，造型更别致，当然难度也更高。”

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龚小勇介绍，
为了让民俗味融入老百姓的现代生活，周浦
镇小上海民俗文化展示会自    年春节创
办，至今已有  个年头，被列为上海市节日重
大群众文化活动之一。“除了依托民俗文化节
作为展示平台，我们更关注民俗文化的传
承。希望能挖掘和培养更多特色团队，让民
俗文化事业与时俱进、实现产业化，融入海派
民俗文化的大潮。”

民俗代代传承，需要久久为功。“龙年是中
国人特别喜欢的年份，因为龙已经成为中国人
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象征。困难肯
定有，但不屈不挠朝前走，追求的梦想
就有希望一步步成为现实。因此，
我们不仅要重视年节习俗的
‘历史文本’，更应注重其‘现
实答卷’。”仲富兰说。

甲辰龙年将至，今年也是春节获列联合国假日的第一
个年头。何处寻找中国年味和乡愁？海派民俗如何代代相
传、推陈出新？不妨到“小上海”周浦探寻老民俗的新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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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浜村的村民集聚一堂做糯米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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