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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终点即起点，旅途是征途。乙巳新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各路记者编辑们返乡又回京。行李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带上了来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礼物，有大火的
冰箱贴，有好玩儿的文创产品，将来自运河北首的祝福送给亲朋好友。而返程时，一份份来自家乡的文创礼物也被装进行囊，既是对游子的一份慰藉，更是对家乡文化
输出自豪的分享。别样年味别样情，一年四季春为首。春已至，路将行，新的一年，在蓬勃向上的奋斗中开启，也鼓舞着每个人为更红火的日子加油打拼。

因为我的“小伙伴”——女儿果果刷到了一个蟹
黄面和许多“糯叽叽”的美食短视频，我们就愉快决
定——顺大运河南下，直奔苏州，来一场与美食的
邂逅，与文化的交流，也看看这运河另一端的城市。

细雨中的寒山寺，游客络绎不绝，好不热闹。
人们为求一碗观音赐福面，图个吉祥。苏州每个
寺庙，都有一间素面馆，寒山寺自然也不例外。清
鲜的素高汤，丰富的素浇头，这寺庙里的素面，吃
的是味道，要的是“禅意”，重要的是体验。

寒山寺的年味着实很足，墙上的灯笼红红火火，
撞钟的队伍有百来米长，求福字的队伍宛如长蛇，弯
弯绕绕一眼望不到头。这让我不由想起了通州的燃
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今年春节，也是如此热闹吧？
企盼在烟火气中，开启红红火火的新一年。

淅淅沥沥的小雨一路“陪伴”，不过烟雨蒙蒙中
的小桥流水别有一番滋味。

耳边隐隐传来了弦索叮咚、吴侬软语的细声慢
调。来苏州怎能不听一曲苏州评弹。我们溜达在
平山路、观前街、山塘老街等各处，数不清的评弹
馆，四五十分钟一场。

懂评弹的人不多，听评弹的人却不少，“声声

慢”“太湖美”“枫桥夜泊”……即使听不懂，也会被
那抑扬顿挫、缓缓流淌的节奏打动，还有那咿咿呀
呀的吴侬软语，如潺潺流水，让人听得心旷神怡。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化记忆”吧。我的通州何尝
不是如此？比如“运河号子”也是通州的文化记
忆，真的希望我的大通州很多文化记忆能与市场
建立足够紧密的联系，以文促商。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江南四
大才子之首唐伯虎的故居就在苏州的桃花坞。巧
的是，今年春节，“非遗贺新春 古城过大年”全国
主会场活动暨苏州古城过大年系列活动，就是以
苏州桃花坞唐寅故居文化区为核心、联动全域，我
们便也去凑了个热闹。

果然有趣。湖北、四川、福建、辽宁……一馆一
特色，各地年味儿大不同。唐寅故居门外一条街
俨然成了全国年味大观园，不仅装扮得喜庆有余，
还有全国多个省市富有地方特色和喜庆年味的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有文化有内涵。

外面节日氛围拉满，故居内也是熙熙攘攘。赏
花的、拍照的、品酒的、游湖的比比皆是，大家喜气
洋洋，都不见外，假如才子在世，也会被这满满的

人间烟火气感染，再添一首过年好诗吧？
漫步古城街巷、石拱桥畔，女儿总问，这是运河

吗？哪条通往北京？我猜，在通州运河边长大的
她，“大运河”早已在她心中发了芽，知道运河也流
经苏州，便自然有了亲切感。是啊，身在苏州，总
是情不自禁想起运河北首的通州，想着我们漕运
码头的新春游园会和各种非遗活动，今年通州的
春节为大家准备了 200 多场文化活动呢。

苏州，通州，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稍加体会，苏
州文旅做得确实好，一个“君到苏州”的小程序就方
便得很，各景区位置介绍、门票预订、人流量多少、评
弹场馆分布、购买特产一目了然，值得借鉴。
沉浸式体验正中年轻人的喜好，文化熏陶
既要徐徐图之，还要不断创新，按他
们喜欢的方式。

去 年 ，我 们 成 立 了
副 中 心 小 记 者 团 。
今 年 ，我 们 就
要 带 着
小

记者从认识通州开始，寻访运河古迹，感受运
河非遗，动手体验制作通州礼物……再
从通州沿运河南下，参与更加多彩
的探究性、实践性活动，学习内
涵更加丰富的运河文化，
更好地为大运河、为
通州代言。

终于踏上了北京至青岛的
返乡列车。行李箱里，还有一件
特别的礼物让我格外惦记，唯恐
把它弄坏了，它就是——北京吹
糖人。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正
在焕发新的文化活力，而文创产
品正是这种活力的生动注脚。

吹糖人是北京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瑰宝。老北京告诉我，他
们小时候，每逢庙会，总能看到
吹糖人师傅用一根麦秆，把糖稀
吹成各种栩栩如生的造型。如
今，这项传统技艺被赋予了新的
生命力，糖人造型从传统的十二
生肖扩展到运河文化元素，成为
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创产品。
我特意挑选了一个葫芦造型的
糖人，葫芦谐音“福禄”，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吉祥、福气。
运河作为古代重要的经济命脉，
承载着繁荣与富足的寓意。将
葫芦形状的糖人与运河文化结
合，表达出“运河带来福禄”的美
好祝愿。我要把这份通州的文
化记忆带回故乡。

回到青岛，我将“福禄”送给
小侄女。她捧着这件“会发光的
艺术品”，缠着我讲述通州的故
事。我告诉她，这份“福禄”承载
着千年运河的美好祝愿，也寄托
着通州人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传
承。看着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浓
厚兴趣，我觉得我这礼物挑对了。

大年初二，在青岛的文创集
市，我被一个精致的八音盒吸

引。盒盖上印着的竟是山东特
色美食——煎饼，山东煎饼和北
京传统小吃咯吱盒也有一段情
缘。“咯吱”一声，一口酥！老北
京仅靠声音就能辨别出的特色
食物不多，咯吱盒最典型，是真
真正正的运河边儿上的小吃。
相传京杭大运河通航后，船工路
过山东时往往从山东带回著名
的山东煎饼作为干粮，但船至通
州，走过了几百里的水路，空气
潮湿，煎饼变皮变软，往往变得
难以下咽。船工不愿糟蹋粮食，
于是便将煎饼卷成卷切成段下
锅炸酥，经过这么一番再加工，
煎饼变得又香又脆，而且更耐储
藏，久放而不变质，这就成了咯
吱盒。看着手中印着地方美食
的八音盒，悠扬的旋律中仿佛能
闻到煎饼的香气。看着山东煎
饼，想着北京咯吱盒，同样是面
食，却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各具
特色。我毫不犹豫买下了这个
八音盒。

昨天一上班，我将八音盒放
在办公桌上。每当有同事问起，
我就会讲述青岛和通州的故事，
分享两地美食的异同。这个小
小的文创产品，成为连接双城文
化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

没想到这次返乡之旅，让我
深刻体会到文创产品的独特魅
力。它们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更
是情感的纽带。 常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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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苏州行，情不自禁想起我通州
张丽（本报记者、区政协委员、副中心小记者团项目负责人）

北京糖人·青岛煎饼
通州咯吱盒及其它

本报记者 王垚之

从冰箱旁经过，冰箱门上的铜铃轻晃，铃声清
脆。这正是来自通州的运河礼物——燃灯塔吉运门
铃。黑胡桃木框托着一枚金色塔影，框底铜铃碗中悬
着一粒浑圆的铃舌。开关时、风过时，铃舌叩击碗沿
的清音，正与运河畔千年古塔的铜铃悄然呼应。铃声
阵阵，遥忆舳舻蔽日、漕运繁忙的昔日胜景。

春节回乡，我把这个通州的礼物留在了唐山，也
给家人讲述了燃灯塔的故事以及吉运门铃的创意。
据说，每一个门铃的木框、铃音都不尽相同，独一无
二，之前销售火爆，近期刚刚补货，我拿到的，便是这
批仅剩的五枚之一。幸运！

冰箱门上，吉运门铃声声清脆，历史的韵味油然
而生，转眼一旁，看见新买的几枚“唐山话冰箱贴”又
不禁让人一乐。提起唐山话，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
是戏剧名家赵丽蓉，她就是唐山人，语调亲切朴素，春
晚上的“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简直成了一个
经典文化符号和集体记忆，看到这行字，脑海中就会
自然浮现小品片段。赵丽蓉老师的语调总是带着浓

浓的唐山味儿。
于是，自带喜感的唐山话就被设计成了文创产

品。“那可奔儿”（表示肯定的），“甜胡人儿”（善解人意
的），“唰利”（动作快），“好么！？？牙儿的”（无缘无故
的），共计四款冰箱贴，还有几枚小小的唐山话书签，
成了唐山宴的大热文创。此外，狮三百的各类玩偶，
唐小主盲盒，美食、地标、非遗、蛇年主题的各类冰箱
贴……都深深吸引来唐山宴的客人驻足选购。

唐山宴是啥？这里被誉为“能吃的博物馆”，是一
个以唐山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综合体，集美

食、民俗、文化体验于一体。它既是一个餐厅，也是一
个文化体验空间，店内设计还原了老唐山的街景和
市井生活，给人穿越时空之感，不仅是本地人聚餐的
好去处，也成了外地游客来唐山必去的网红打卡
地。我在大年初二去唐山宴吃的晚饭，里面人头攒
动，摩肩接踵，每个摊位前都火爆异常。在文创区，
几位天津游客正好奇地挑选唐山话冰箱贴，并忍不
住对着冰箱贴念叨，学着唐山话的发音，没说几句就
把自己逗乐了。游客乐不可支，我在旁边瞅着也乐，
大家相视开怀一笑，都很开心。唐山话，正在走出唐
山，乡音发新声。

唐山宴里还有邮局。中国邮政宴有礼邮局店员
张心怡告诉我，春节期间，不少外地游客来唐山宴玩，
蛇年福禄寿喜、吃遍河北、唐山话系列冰箱贴都卖得
很好。虽说春节上班连轴转，但能看到很多外地游客
来唐山玩，作为唐山人，她十分自豪。

这些年，唐山火起来了，唐山宴的150余种各色小
吃、10余种非遗美食，南湖灯会的古代神话灯会、无人

机表演，河头老街的水上集市、唐王东征演出……都
让人流连忘返。

从运河畔的千年风铃，到冰箱门上的方言俚语，
这些承载着文化基因的创意火花，正在随着京津冀一
体化协同发展，走出故乡，重写人与城的关系。当文
化遗产不再端坐神坛，当地方记忆化作生活日常，我
们会看到真正的生命力生长在人间烟火之中。

唐山不只是有抗震纪念馆，不只是钢铁之城，她
也在涅槃重生。欢迎大家来到唐山，带走属于你的礼
物，属于你的记忆。

忒厉害咧，
唐山文创了不得咧

本报记者 张钊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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