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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惠兰

近日，社交平台上流行起
了新式艾草门挂。原本几元一
把的艾草，搭配菖蒲、黄金球
等材料，再用应景的端午主题
卡 片 、 铃 铛 、 干 葫 芦 等 装 饰 ，
就变成了很火的新式艾草门挂。

经花艺师打造后的艾草门
挂，身价倍增，有商家售价近
200 元一把。端午节为什么要挂
艾草门挂？你会选择新式艾草
门挂吗？

在宁波，艾草门挂有个很
霸 气 的 名 字 —— 艾 束 菖 蒲 剑 。
宁波民俗专家周静书介绍，宁
波人喜欢把艾草和菖蒲搭配捆
扎 ， 源 于 两 种 植 物 的 独 特 形
态。艾草和菖蒲的叶片形状被
形象地诠释为“剑形虎影”，寓
意着端午节挂艾束菖蒲剑可以
辟邪驱疫，保护家人平安。

而“艾旗蒲剑辟群妖”的
传说，与宁波历史上的一位传
奇人物黄晟有关。黄晟是唐末
明州刺史，他因修建罗城、浮
桥等工程深受民众爱戴。他在
宁波三江口斩除恶蛟的故事被
传为佳话。为了纪念黄晟的功
绩，宁波百姓便以“蒲剑斩千
妖，艾旗招百福”的美好祈愿
来祈求平安，挂艾束菖蒲剑这
一习俗便流传下来。

“艾草和菖蒲都是带芳香挥
发油的植物，端午节后气温上
升，是蚊虫出没、病菌容易滋

生的时间。挂艾束菖蒲剑从实
用性角度看，可以防蚊虫。”周
静书说，艾束干后依旧具有药
用价值，可以用来泡脚、洗澡
等。

当下，为什么新式艾草门
挂会火？“今天，我们已经做了
100 多把艾草门挂了，下单的大
部分是年轻人。”记者走访位于
百丈路的一家花店时，店主张
小琳说。

作为跟花打交道近十年的
花店老板，张小琳深刻感受到大
众消费习惯的变化。在她看来，
新式艾草门挂热潮源于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这就跟马
面裙、新中式崛起一样，都是年
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社交平台上，新式艾草门
挂相关话题火爆。

“我觉得这个艾草门挂的仪
式感和寓意大于花卉本身，它
能让人心情愉悦。”“00 后”小
王告诉记者，自己刚搬家，也
定制了新式艾草门挂，“花一百
多元买一把艾草门挂，从性价
比上说并不高，但它给我提供
了情绪价值，我觉得还是值得
的”。

记者在走访时看到，各大
花店、花艺工作室纷纷推出不
同款式的新式艾草门挂。

“这几款都是我根据网上最
受欢迎的款式做的，还加入了
自己的创意，价格在 88 元至 188
元。”位于宏泰广场的一家花店

店主王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年
轻人对传统节日的产品有了更
高 的 要 求 ， 他 们 更 追 求 颜 值 、
更追求新意。

“这是个好现象。文化消费
新偏好背后，是年轻人文化追
求和审美观的变化。”宁波民俗
专家陈可伟分析，新式艾草门
挂的火热背后，反映了年轻人
用自己的审美和方式赋予传统
节日新的仪式感。

陈可伟认为，如今年轻人
越来越愿意去了解和体验传统
文化，因此，更要发挥传统节
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
的 窗 口 作 用 ， 将 文 化 和 体 验 、
消费场景融合，让年轻人由表
及里地认同、爱上传统文化。

近 日 ， 网 友 “moonbreath0574”
通过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反
映，家人从超市买来的粽叶煮熟后仍
是绿色的，请问是正常的吗？

该网友住在海曙区南苑街，前几
日家人从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几包粽
叶。刚拆开发现粽叶很绿很新鲜，不
过包好粽子煮熟后，他发现粽叶的颜
色还是绿的。“难道是买到了‘返青
粽叶’吗？”该网友质疑。网友提到
的“返青粽叶”，是指不法商家采取
化学染色手段，在浸泡粽叶时加入工
业硫酸铜，让已失去原色的粽叶返
青，使其色泽鲜绿。

记者随即根据粽叶包装上的联系
方式，联系了粽叶厂家，对方称粽叶
里绝对没有添加任何铜之类的重金
属，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厂家将粽叶
进行了高温处理，通过这种技术加
工，粽叶能保持颜色，水煮后也不
容易变色。

那么，怎么判断买来的粽叶
是不是“返青粽叶”呢？

宁波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
人员称，正常的粽叶经过蒸煮
后，水的颜色发黄，而“返青
粽 叶 ” 会 有 一 股 刺 激 的 气
味，经过蒸煮后，水的颜色
泛绿。“返青粽叶”包裹的
粽子，可能导致人体摄入过
量的铜元素而引发腹泻、
呕吐，建议消费者在挑选
湿粽叶时，切忌过度追求
粽叶的颜色。

据悉，前段时间，宁波
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端
午节令食品安全专项抽
检，以粽子、绿豆糕、咸鸭
蛋等节令食品为重点，
合格率为100%。

（方琴）

记者 沈天舟 通讯员 逯林威

一举高“粽”、一“鸣”惊
人、前“兔”似锦⋯⋯这是海
曙区月湖街道阿娘工坊推出的
新款香囊。端午假期遇上高考
季，颇有寓意的“端午学子套
装”订单量激增。

“目前我们还有近百份订单
没出货，这几天几乎全员上岗
赶制香囊。”宁波市非遗传承
人、阿娘工坊导师周亚萍说，

“有些新增的订单只能推掉，来
不及做了。”

纯手工打造是阿娘工坊香
囊的一大卖点。打样、剪裁、
缝制、熨烫、填充香料和棉花
⋯⋯工坊里十几名老人分工明
确 ， 组 成 了 香 囊 制 作 “ 流 水
线 ”， 一 做 就 是 两 三 个 小 时 。

“效率高时，我们一天能做上百
个香囊。”周亚萍介绍，目前阿
娘工坊共有 20 名固定成员，平
均年龄 76 岁。

驱蚊防虫、舒压解郁、提
神醒脑、安神助眠⋯⋯小小香
囊还藏着秘方。阿娘工坊与街
道辖区内固生堂等中医药企业
合作，将不同中药香料填充在
形状各异的布囊中，让小香囊

发挥大作用。
周亚萍是市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她通过阿娘工坊招收
学员传授技艺，并结合街道力
量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让香
囊制作这项技艺影响力不断扩
大，使传统的手工香囊成为精
美的文创产品。目前，该工坊
制作的香囊已成为月湖街道官
方伴手礼之一，在全市各类活
动 中 频 频 露 面 。“ 柿 柿 如 意 ”

“好运莲莲”“情桃意合”⋯⋯
阿 娘 工 坊 自 去 年 8 月 成 立 以
来，已开发各类香囊款式 10 余
种，销售额突破 10 万元。该工

坊所在的梅园社区党委借助社
企联盟，打通“供—制—销”
全产业链条，助推阿娘工坊市
场化运作和实业化布局，不断
扩大产品影响力。

去年，阿娘工坊还获评市
级巾帼共富工坊，采用“灵活
就 业 + 固 定 用 工 ” 的 运 营 模
式，带动更多劳动力加入“阿
娘”队伍，人均每月增收 1500
元。该工坊还在海曙区慈善总
会成立“月湖阳光助困共富基
金”，定期捐赠销售香囊所得利
润，帮扶困难群体，目前已捐
赠善款 18000 余元。

传 统 口 味 的 粽 子 备 受 青
睐，新口味粽子同样是市场上
的紧俏货。今年，商家“花活
儿 ” 不 断 ， 想 着 法 子 推 陈 出
新，如馅米各占一半的“爆料
粽”、一口一个的小粽子、鲜肉
山 笋 粽 、 鲜 花 玫 瑰 粽 、 五 黑
粽、五红粽等，样式新奇。

喜来登酒店将传统文化与
现代元素相结合，设计了以国
风为主题的粽子礼盒，包含陈
皮糖醋排骨粽等，创意十足的
新口味，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
关注。

“今年准备了 5000 盒国风粽
子礼盒，目前已售罄，市场反
响很不错。”喜来登酒店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国风和实用性
是现在年轻人的关注方向，“因
此我们采用藤编的篮子作为包
装，美观大方，也方便消费者
在日常生活中反复使用”。

随着市民健康意识的提升，
一些新潮的粽子不再是“高热
量”的代名词，转而主打健康低
糖。“我们今年推出的甜粽有桂
花、小米、南瓜等口味，轻盈甘
甜，受到减糖人士的追捧。”威
斯汀酒店相关负责人说。

无独有偶，一些超市纷纷
推出各类健康端午粽，比如海
曙一家大润发超市正在销售五
谷杂粮粽、黄米粽、糯玉米什
锦粽等。记者走访发现，各个
年龄段的消费者都在尝试这些
低脂健康的粽子品类。前来选
购粽子的陈先生表示，相比传
统糯米粽，黄米粽热量较低。

无论是传统还是新潮，今
年热火朝天的粽子市场折射出
传统节日的勃勃生机。琳琅满
目的粽子不仅为消费者带来更
多选择和体验，也为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今天是农历五

月初五，又是一年

端午节，千家万户

粽子飘香，大江大

河龙舟竞渡。

昨日，北仑区

小港街道的小浃江

畔，北仑区第十届

龙舟大赛激战正

酣。

在宁波出土的

文物、两千年前的

羽人竞渡纹铜钺，

似乎暗示着生活在

宁波这片土地上的

先民，对水上竞技

的热爱与向往。如

今，一场场龙舟赛

奔“甬”而来，我

们在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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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一条水道静静流淌，恰如
一幅宁静的风景画，并不会特别引
人注目。但如果一条条疾驰的龙舟
穿梭而过，这里就会焕发别样的生
机。

小浃江的故事，便是这样开始
的。

“小港街道的龙舟赛，起初是为
了庆祝河道治理的成果。”街道工作
人员徐孝东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想
用一种方式，让小港街道的母亲河
小浃江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于是
便想到了龙舟赛。”

小港街道下邵村生活着很多渔
民，他们总是摇着小木船捕鱼。以
此为灵感，当地第一届龙舟赛便以
渔 船 为 比 赛 船 。 让 所 有 人 意 外 的
是，这场别开生面的活动，大家参
加的积极性很高。

“用渔船竞渡 ， 总 是 觉 得 不 正
规 ， 后 来 便 换 成 了 正 规 的 龙 舟 。”
徐 孝 东 说 ，“ 今 年 已 经 是 第 十 届
了，每年这个时候，江面成了一片
热闹的水上体育场，四面八方赶来
的观众聚在岸边，共同呐喊，不仅
赛 事 越 办 越 有 样 ， 氛 围 也 越 发 热
烈。”

一 场 龙 舟 赛 ， 见 证 了 小 浃 江
“翻新”后的模样。每逢端午佳节，
龙舟穿梭，浪花朵朵，这里一片勃
勃生机的景象。

在 水 网 密 布 的 宁 波 ， 天 然 的

水 上 竞 技 场 地 ， 并 不 止 小 浃 江 一
处。

城市另一头的西塘河，在端午
节前夕，同样“热辣滚烫”。6 月 2
日，32 支队伍、400 余名选手齐聚

“海上丝路 塘河争霸”浙东大运河
龙舟赛。西塘河岸边挤满了观众，
鼓声阵阵从河面传来。

作为浙东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
和历史见证，西塘河是浙东大运河
宁波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场龙舟赛可以让西塘河这幅
江南水乡名画动起来。”海曙区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厚重的文化积淀留给这条航道的不
仅仅是历史与传说，更有着新时代
城市活力的全新注解，龙舟赛就是
其中之一。”

在龙舟的映衬下，一条不一样
的浙东大运河进入大众视野。这一
次 除 了 历 史 的 厚 重 ， 还 有 城 市 的

“烟火气”、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从 5 月起，不

同规模、不同类型的龙舟赛便开始
在宁波的各个水道上接连上演，端
午节的气氛高潮迭起。

“参加过很多地方的龙舟联赛，
唯独家乡的龙舟赛最有感觉，唯独
端午时节的龙舟赛最有味道。”不少
龙舟队队员在采访中提到，一场场
泛波于水面的龙舟竞渡，看的是城
市生生不息。

昨日，北仑区小港街道小浃江合兴村段人声鼎沸，2024宁波市
“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暨“情系两岸 风情浃江”北仑区
第十届龙舟大赛在此举行。来自四面八方的 20 支龙舟队齐聚一
堂，一艘艘装饰精美的龙舟在江面上劈波斩浪，选手们挥桨如飞、
奋力争先。岸边观众加油助威，现场氛围热烈非凡。

据了解，2024宁波市“我们的节日·端午”期间，市级有关部
门、各区 （县、市）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
气息的节日文化活动，如余姚市趣玩非遗·阿拉非遗游园会、海曙
区古林镇首届端午龙舟争霸赛、宁海县“迎端午”百姓大舞台等，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打造节日文化环境，弘扬团结合作、同舟共济、
力争上游的精神，增强人们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知和情感认同。

（许天长 孙肖 徐丽敏 文/摄）

一场场奔“甬”而来的龙舟赛
我们在看什么？

记 者 张芯蕊
通讯员 罗霄潇

近日，“中华龙舟赛将成为巴黎
奥运会表演项目”的消息，再一次
将龙舟推向国际舞台。

“龙舟是传统项目，但随着这项
运动国际化，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
时，我们也在不断探索和创新，让
赛龙舟这项运动更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和需求。”来自鄞州云龙镇冠英
村的龙舟队队员翁勤荣告诉记者，
在与国内各省的专业龙舟队相互交
流学习中，队员的划桨技术不断提
升。

“以往 500 米直道要划 2 分 20 多
秒，在修改了技术动作以后，现在
只要 2 分钟左右。”翁勤荣说，竞技
运动就是要不断突破、向上生长。

近几年，宁波的龙舟队成绩一
次次刷新纪录，从省赛到全国赛，
逐渐展现竞争力：

以来自鄞州“中国龙舟文化之
乡”的云龙镇龙舟队为例，2019 年
中国·金华龙舟邀请赛 200 米、500
米 项 目 上 ， 云 龙 镇 龙 舟 队 斩 获 冠
军，并最终获得该比赛总冠军；在
2020 年 和 2023 年 的 中 华 龙 舟 大 赛
上，该队分别获得职业男子 500 米

直道赛第四名与第三名；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十届上海苏

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上，由云龙镇
龙舟队队员组成的宁波云龙青灵商
会队在精英组 22 人龙舟比赛中获总
成绩冠军；

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上，宁波运
动员丁思洁、孙阳两名选手在女子
龙舟 200 米、500 米及 1000 米直道竞
速比赛中连获三金；

追溯到 2010 年的广州亚运会，
宁波运动员罗欣和队友包揽了女子
龙舟赛的三项金牌；

⋯⋯
“还没进入龙舟队的时候，便见

识过云龙镇龙舟队的士气，那是一
次对龙舟印象特别深刻的记忆。”如
今已经回归皮划艇项目的亚运冠军
丁思洁说，也许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影 响 ， 赛 龙 舟 那 股 奋 勇 拼 搏 的 精
神，值得更多年轻人去感受。

看龙舟，不仅仅是欣赏激荡的
水花和疾驰的身影，更要看队员对
胜利的渴望和不懈努力。

在生活中，这种精神又何止存
在于赛场？

在中国文化中，“船”代表着同
心协力，也代表着责任共担、使命
共赴。而赛龙舟，将这种同舟共济
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有很多龙舟队，可能一开始
只 是 一 个 社 区 的 居 民 、 一 家 企 业
的职工临时组建起来的。后来，有
些队伍越来越壮大。”高河塘社区日
月龙舟队和枫林社区天波龙舟队的
负责人庄信启说，“这两支队伍发展
到今天，队伍中的成员变了，但向
心力没变。因为一旦上了龙舟，大
家就成了并肩作战的队友。”

昨天，在“情系两岸 风情浃
江”北仑区第十届龙舟大赛的众多
队伍中，一支来自中国台湾的队伍
引人注目。

“宁波的风景很好，天气也很舒
适 ， 我 们 队 员 中 有 些 人 是 第 一 次
来，也有人是这里的常客。”领队刘
宗桦说，端午赛龙舟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习俗，两岸同根同源，自然不
能落下。

以龙舟为纽带，这个来自宝岛

台湾的“龙舟小组”成员在宁波进
行了深度游。“这次行程 5 天 4 夜，
除 了 与 宁 波 本 地 的 龙 舟 队 一 起 训
练、交流以外，还参观了宁波的企
业，体验了非遗手艺，当然，我们
也带来了有台湾特色的龙舟文化，
与大家分享、交流。”刘宗桦说。

“小港街道的龙舟赛事，从渔船
‘赛跑’到如今的海峡两岸交流对
话，体现了龙舟的凝聚力。”徐孝东
说。

小小龙舟，还载着国与国之间
的真挚情感。上个月，2024 中国·
宁波（鄞州）—保加利亚·鲁塞市龙舟
友谊赛上，12 名来自保加利亚的龙
舟“学员”，4 人一组被编入 3 支村
队，与宁波的龙舟队员同舟划桨，
参与竞赛。

在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中，龙
舟早已超越了传统竞技的界限，成
为 一 座 文 化 桥 梁 ， 联 接 着 不 同 肤
色、不同背景的人。

一次划桨，一次协作；看龙舟
竞渡，也看到了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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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VS新潮

一道“粽题”两个“解”
端午假期的宁波，空气中弥漫着粽香。每逢农历五月初五，粽子总能占据超市、餐桌的

“C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年，传统口味的粽子依旧热度不减，新潮口味的粽子则

“抢滩登陆”，收获不少拥趸。

端午节的粽子，包裹着的不仅是馅料，还有节日的温情和传承。人们在挑选粽子时，既

在寻找味蕾上的满足，也在寻找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一道“粽题”，两个“答案”。

传统碱水粽持续火热A
“五月白糖揾粽子，六月桥

头 摇 扇 子 ”， 宁 波 民 谣 《岁 时
歌》 中的这句歌词，唱出了甬
城碱水粽的地道吃法。

相比于很多人印象里粽子
的绿意盎然，宁波碱水粽却因
粽 叶 采 用 较 大 较 宽 的 黄 色 笋
壳、壳上点缀着斑斑豹纹而显
得不同。宁波碱水粽另一个独
特之处在于没有馅，壳里只有
浸过碱水的糯米。待至粽子熟
时，揾一点精细的绵白糖，入
口尽是香甜糯柔之感。

“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的粽
子，感觉蛮新奇的。”游客毛女
士 告 诉 记 者 ， 她 一 边 包 粽 子 ，
一边心里纳闷这粽子为什么没
有馅。

在天一阁“香粳玉团”摊
位前，有不少和毛女士一样忙

着 体 验 包 碱 水 粽 的 外 地 游 客 ，
还有很多本地父母带着孩子感
受宁波的传统粽文化。大家把
三个粽子串成一串，搭配“连
中三元”的红色福纸，为升学
考试讨个好彩头。“一整天教学
没停过，大家兴致高、学得也
很快。”工作人员说。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记者
发现有很多“宁波碱水粽做法
教学”视频，评论区还有好多
人就制作过程发出询问。

记者在宁波一些农贸市场
发 现 很 多 市 民 手 上 提 着 粽 叶 、
糯米等原料；大小摊位上摆着
包好的碱水粽。有商户向记者
介绍，有些顾客买完菜喜欢顺
手带几个成品碱水粽回家，还
有 些 人 喜 欢 自 己 亲 手 做 的 粽
子。

新口味粽子关注健康B

鉴别“返青粽叶”
有技巧

消
费
提
示

见习记者 龚旭琪

平均76岁的“阿娘”们
手工制作浪漫香囊

新式艾草门挂受欢迎
民俗专家：折射年轻人的文化认同感

阿娘工坊的成员在赶制香囊阿娘工坊的成员在赶制香囊。。（（沈天舟沈天舟 摄摄））

菜市场里菜市场里
几元一把的艾几元一把的艾
草和菖蒲草和菖蒲。。
（（廖惠兰廖惠兰 摄摄））

社区里社区里DIYDIY
艾草门挂的居民艾草门挂的居民。。
（（廖惠兰廖惠兰 摄摄））

宁波传统的碱水粽。 （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一家超市里销售的黄米粽。 （龚旭琪 摄）

2024鄞州云龙镇第三届“二月二”主题活动。（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