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址 ：银 川 市 文 化 西 路 50 号 监 督 电 话 ：0951- 6033926 全 年 定 价 ：326 元 邮 编 ：750001 全 年 订 阅 热 线 ：0951- 6029949 60339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6400004000007 印 刷 ：宁 夏 报 业 传 媒 集 团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化 大 观08 2025年3月17日 星期一 值班编委 郑桉 编辑/美编 李玲 校对 张锦倩

WEN HUA DA GUAN

在 2012 年毛里求斯美食节上，于振玲
遇见了让她特别感动的事。这也让她下
定决心，要将这份美食文化传承下去。

“ 当 时 ，我 所 在 的 中 国 展 厅 位 于 二
楼 ，楼 下 传 来 一 位 华 侨 老 者 喊 着‘ 要
吃 中 国 餐 ’的 声 音 ，并 送 来 了 10 双 套
着 中 国 刺 绣 的 蝴 蝶 结 的 筷 子 。 看 着
这 些 筷 子 ，我 深 深 感 受 到 了 海 外 游 子
对 家 乡 的 眷 恋 之 情 。 当 这 位 华 侨 老
者 吃 到 蒿 子 面 时 ，双 手 颤 抖 ，喃 喃 地
说 ，‘ 这 就 是 我 们 祖 国 的 文 化 ，看 到
这 碗 面 就 想 起 了 妈 妈 的 味 道 。’此 刻 ，
一 碗 面 升 华 为 文 化 信 使 ，承 载 着 游 子
对 故 土 的 眷 恋 ，华 侨 老 者 的 家 国 情 怀
让 于 振 玲 无 法 忘 怀 。

于振玲认为，蒿子面被正式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荣誉不仅肯
定了蒿子面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深厚的
文 化 底 蕴 ，更 将 其 推 向 了 更 广 阔 的 舞
台 。 2012 年 ，于 振 玲 开 始 宣 传 做 展 带
徒 培 训 ，走 遍 全 国 各 地 ，传 承 宣 传 中
宁 蒿 子 面 的 制 作 技 艺 。 她 独 创 了 双
擀 面 杖 ，以 适 应 不 同 的 制 作 环 境 ，确
保 蒿 子 面 的 品 质 。

“我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我愿意承担起
这份责任，将蒿子面传承下去。”目前，于振
玲教过的徒弟超过 100多人，一些人回到家
乡，将蒿子面配上当地的卤汁再继续传
承。于振玲的努力让中宁蒿子面成为了一
张城市名片，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道传统
美食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

在于振玲的手中，每一碗蒿子面都
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扬，是
承 载 着 深 厚文化底蕴和家族情感的美
味。于振玲不断创新制作技艺，将中宁
特产与蒿子面相结合，创造出五彩蒿子
面，为这道传统美食注入了新的活力。
蒿子面现已成为人们馈赠亲友的佳品，
走入千家万户。

在中宁县，蒿子面作为备受当地人喜
爱的“非遗”美食，以其清爽可口的味道、
独特的制作工艺而闻名。这种特色小吃
的原料之一，便是当地被称为“沙蒿子”的
黑沙蒿种子。2021 年，蒿子面被列入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它不仅美味，还具有健胃清热的功效。

蒿子面制作技艺在中宁县广为流传，
大多是以婆传媳、母传女、老传少等方式
代 代 传 承 。 2025 年 ，摸 着 擀 面 杖 长 大 的
于振玲，被认定为这一技艺的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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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脖子雁，扯红线，一扯扯到中宁县，中
宁的丫头会擀面，擀的面薄扇扇，切的面细线
线，下到锅里嘟噜噜转，舀到碗里一根线……”
这悠扬的民谣，传唱的就是中宁县流传了360
多年的民间风味特色小吃——蒿子面。

这首歌谣，深深植根于中宁人的乡愁
记忆中。每当这首民谣响起，人们便联想到
那一碗细如丝线、清爽可口的蒿子面，这不
仅是家乡的味道，更是代代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情感联结。

蒿子面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朝，由宫廷
退役御厨传授至中宁恩和镇，自此在中卫地
区流传开来。“蒿子面清爽可口，余味悠长，
制作工艺独特，用料考究，还蕴含着寄托情
思，祈福安康的意义，对很多人来说都有深
厚感情。”于振玲说。春节习俗，大年初七，
家家都吃蒿子面，名曰拉魂面；新婚夫妇结
婚第二天要吃蒿子面，名曰喜庆面；给小孩
过百日吃蒿子面，名曰吉利面；老人过生日
要吃蒿子面，名曰长寿面……蒿子面里蕴含
着家乡人对美好生活的寓意。

悠扬民谣里的美食记忆

于振玲自幼在母亲制作蒿子面的忙碌
身影和香气中成长。5岁时她便对这门技艺
充满兴趣，经常走进厨房学习。看得多了，
她也试着制作，很快就能做出像模像样的蒿
子面。于振玲的坚持和聪慧使她在 13岁时
便能独立制作出美味的蒿子面。成年后，面
对生活的挑战，于振玲将儿时的记忆转化为
动力，重新拾起蒿子面的制作，以此作为家
庭和传统技艺的传承。

为了支持她，于振玲的丈夫童军辞去
工作，与她共同守护这份家族传承的技
艺。创业之路虽然艰辛，但他们始终认真
对待每一个制作环节，确保蒿子面的口感
和品质达到最佳。

蒿子面的制作工艺独特，选用当地特
有的黑沙蒿种子，即“沙蒿子”作为原料之
一，经过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蒿子面
的制作需历经 18道工序，从选材、配比、和
面到揉面，每一环都是其独特风味的核心
所在。言及此，于振玲便挽起衣袖，着手
制作蒿子面。她仔细去除杂质，将蒿子放
入石臼中捣碎成末。在碱水的助力下，沙
蒿子与白面完美融合，化作蒿子面团。经

过发酵，面团被擀成薄皮，随后晾干以降
低水分含量，如此一来，面条更加筋道，易
于切割。“切面速度也是蒿子面成败的关
键，宁夏气候干燥，切面时间过长，会造成
面条变硬、变脆，失去韧性。面条切出来，
细长均匀，根根筋道，下到锅里才能爽滑
可口。”于振玲讲道。

晾面的时光亦是准备臊子的时刻。
童军是她的首位徒弟，开始了他的烹饪
工作。翠绿的葱花、金黄的土豆，搭配各
色肉丁、番茄泥等丰富食材，精心烹制出
的 浇 头 便 是 蒿 子 面 的 灵 魂 所 在—— 臊
子。在于振玲的严苛要求下，童军每一份
臊子都做到口感味道刚刚好。“我媳妇对
面的品质要求极高，极为严格，只要稍有
差池，她便会立刻指出，让我及时改正。”
童军说。

“正是家人的支持，给了我力量和信
心，才有了振玲蒿子面这个品牌和今天的
小成就。”如今，于振玲的蒿子面已从路边
小摊到拥有自己的店面，她用一碗碗蒿子
面吸引着众多食客前来品尝，还带动了周
边店铺的生意。

匠心传承十八般武艺

非遗“面匠”的坚守与传承于振玲指导学生制作蒿子面。

◀于振玲蒿子面非遗技艺培训班的学员展示学习成果。

▲于振玲整理展示制作好的蒿子面。

近日，随着气温回升，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
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水量大增，为进一步丰富游客的观
瀑体验，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著名的观瀑景点“龙洞”恢
复对外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近距离感受“黄河之水天
上来”美景。

“龙洞”又名观瀑洞，洞深 13.8 米，洞下平台面积
118平方米，是一个从地面通往瀑布下方的石洞，可同
时容纳 30余名游客在此仰望瀑布。

“‘龙洞’位于壶口瀑布的东侧，距离主瀑布仅 40余
米，下到深处，游客能够更加完整地体验黄河‘咆哮’的
魅力，欣赏到‘龙宫水帘洞’‘长虹卧波’‘水底生烟’等
景观，从这个角度仰观瀑布，更是壮观无比。”壶口瀑布
景区（山西临汾吉县侧）工作人员说。

据当地水文部门介绍，目前黄河吉县段已完全
开河，流凌已全部消融，黄河壶口瀑布最大水流量约
为 900 立方米 /秒，主副瀑布连成一片，出现壮美瀑布
群景观。

（据新华社）

“龙洞”开放
黄河壶口瀑布再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美景

3月15日，游客在中国紫檀博物馆内拍摄。
位于北京的中国紫檀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陈

列展示紫檀艺术，鉴赏中国传统古典家具于一体的
专 题 类 博 物 馆 。 中 国 紫 檀 博 物 馆 1999 年 正 式 对 外
开放，展示紫檀木制作的明清家具 、中国古建筑微
缩景观等。

新华社发

《西游记》故事一向是文学、戏剧、影视创作的
一大母题，早些年《大话西游》《悟空传》等作品将
孙悟空的形象不断拓展，而马伯庸创作的《太白金
星有点烦》则从“打工人”的角度解读西游故事，开
辟新的视角。近日，根据这一小说改编的舞台剧
《太白金星有点烦》在保利剧院上演，祖峰、刘旸、
刘晓晔、王继续等演员从职场角度走进西游，让观
众在“取经”故事中看见自己。

马伯庸以太白金星李长庚的视角切入西游取
经故事，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唐僧师徒不再是故事
的主角，为师徒四人“护航”的李长庚才是叙事的中
心。在小说中，取经是天庭和灵山合作的一个“重
大项目”，“打工人”李长庚负责具体执行。如何弥
合己方与合作方的利益，如何揣度领导的心思，如
何面对上司问讯，还有留痕、报销等安排，让职场

“小李”忙得脚打后脑勺。
在马伯庸的众多小说中，《太白金星有点烦》算不

上字数多的，但把十几万字改编成舞台剧，还是要做
一些改编与重塑。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基本延
续了原著小说的故事，但用倒叙和插叙的手法铺展开
来。大戏开场，西天取经的庆功大会正在进行，负责
取经全程劫难设计的功臣——太白金星李长庚却置身
会场之外，复盘起自己在执行取经项目时数次被“约
谈”的经历。

（据《北京晚报》）

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

西游故事影射职场百态

近日，海南省歌舞剧院座无虚席，中央芭蕾舞
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此开启海南驻场首
演。 1000 多名观众现场重温这部中国芭蕾史上的
经典之作。

随着舞台大幕的缓缓拉开，观众被带入到一个
充满革命激情的世界。“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清又
清”等经典旋律响起，经典的射击舞、投弹舞、刺杀舞
等高难度动作轮番上演。英姿飒爽的“娘子军”们以
铿锵有力的步伐和整齐划一的舞姿，点燃了全场观众
的热情。

据介绍，这是该剧创排首演 61年后在全国的首次
驻场演出，计划全年分三阶段共演出 29场。

此次在海南的驻场演出在演员阵容、艺术呈现及
运营模式上实现多维创新。其中，第十七届“文华表演
奖”获得者宁珑、经验丰富的张浥洙担纲女主角；男主
角则由武思明、管翀正共同担纲，同时还有海南艺术职
业学院的学生加入演出。剧中融入中国戏曲和黎族民
族舞蹈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候鸟”老人于女士说，这已是她第三次现场观
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部作品所讲述的红色
娘子军故事，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这次，她特
意带着孙女一同观看，希望将红色娘子军的精神代
代传承。

借助中央芭蕾舞团在琼驻场演出的契机，海南向
全球芭蕾艺术爱好者发出“跟着《红色娘子军》游海南”
的邀请，以吸引中外游客沉浸式体验海南文化。

（据中国新闻网）

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开启海南驻场首演

一朵五彩斑斓的莲花正缓缓绽放，远方
山谷悠悠回荡着如天籁般的吟唱……《哪吒
之魔童闹海》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伴
随 电 影 一 同“ 出 圈 ”的 ，还 有 影 片 开 头 美 妙
空灵的歌声。这歌声来自贵州舞乐蝉歌乐
团 95 后 主 唱 杨 想 妮 和 她 带 领 的 侗 族 姑 娘 ，
她们用古老的侗族大歌，为观众带来独特的
听觉享受。

杨想妮来自贵州省榕江县三宝侗寨，她从小
在侗族大歌的熏陶下成长，6岁就会唱侗戏。后
来，她考上贵州大学音乐学院，开始系统学习侗族
大歌。

在大学里，杨想妮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
伴，大家一拍即合，成立了舞乐蝉歌乐团。“乐团
的名字灵感来自侗族大歌经典曲目《五月蝉
歌》。”杨想妮说，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传
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侗歌的热爱和使命感，
杨想妮回到了家乡。然而，当时的景象却让她心
里一沉：“全村只有 50岁以上的老人还会唱侗族大
歌，愿意学的年轻人少之又少。”

“过去，侗族大歌没有乐谱，全靠代代人
口口相传。”杨想妮觉得，想要传承好侗族大
歌，传播手段也要与时俱进。点开她社交媒
体主页，全都是侗族大歌的演唱技巧和拜访
老歌师的笔记。利用周末时间，杨想妮开设
公益课程，教家乡孩子学歌词、记音律。每天
晚上，她还会开直播，教网友们唱侗族大歌。

这几年，除了日常教学，杨想妮和乐团成员

还尝试跨界合作，让侗族大歌
走出大山。2023年，她们与一
款国产手机游戏合作，为游戏
演唱了背景音乐《蝉喓歌》。在一场演唱
会上，杨想妮还带领 17名侗族姑娘登上
舞台，为台下 1 万多名观众演唱侗族大
歌，收获满场喝彩。

“我们最得意的‘破圈’之作还是《哪吒之
魔童闹海》！”2024年，杨想妮在网上收到了一
份合作邀约。来到北京、签了保密协议后，她才知
道自己即将为《哪吒之魔童闹海》演唱。她激动得
差点跳起来，但压力也随之而来：如何在保留侗族
音乐独特韵味的同时贴合动画的特点？

为实现这一目标，杨想妮和电影制作团队进
行了许多次头脑风暴，反复讨论如何让歌声与画
面完美适配。10人乐团在录音棚里连续奋战了 5
个小时，终于攻克了高难度的谱子。最终呈现的
歌声，不仅结合了侗语的发音，还在侗族大歌原有
的“独高众低”唱法基础上，创新性地采用了高
低声均衡的形式。

“只要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只要探索创
新、破圈融合还在继续，侗族大歌就不会消
失。”杨想妮信心满满，“现在，侗族大
歌可以‘活’在手机里、‘炫’在舞台上、

‘唱’在银幕上！”她希望通过与更多现
代元素的跨界融合，让侗族大歌
唱到更多年轻人心头，唱
得更加嘹亮。

（据《人民日报》）

听！唱进“哪吒”电影的侗族大歌

▶舞乐蝉歌乐团
参加电影《哪吒之魔
童闹海》主创分享会。

▼来自三宝侗寨
的女孩们在“村超村
晚”上演唱侗族大歌。

宁夏 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