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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印象》作品应用剪纸语言，生
动反映五六十年代，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
援建青年，为石嘴山三项建设奉献青春的
场面，他们“战斗”过的城市、工厂，他们生
活过的村落，乘坐的火车……都成了鲁卫
东创作的灵感来源。“我父母就是1958年
来到石嘴山电厂工作的，那时候我才1岁，
所以这些画面是历史，也是我的童年记
忆。”鲁卫东感慨地说，为了追忆那些过去
的年华，这次自己便以《石嘴山印象》为主
题进行创作，并且在呈现的效果上，将每
一幅作品连起来，构成了颇有创意的连环
画形式，于是，一张张怀旧的单色棕色宣
纸上，记录了过去和现在无比生动的石嘴
山，而这也是鲁卫东的用心所在——希望
用剪纸语言讲好家乡故事。

在当天的非遗年货市集上，鲁卫东被
邀请上台现场送“春”，在他行云流水的动
作下，一幅特别的“春”字剪纸作品在台上
呈现出来，引来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更多热闹的非遗体验活动，也随即
展开。当天，全区百余家代表性非遗项
目参与展销，非遗创意大赛优秀作品和
各色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精彩非遗大戏
粉墨登场，玻璃画、吹糖人、古法手工制
香、马氏手掌画、建窑建盏烧制技艺、花
灯制作技艺、蜡染、刺绣等传统非遗技艺
齐聚一堂，现场的热闹让人们提前感受
到了浓浓的年味，体验着非遗带给大家
的文化盛宴。

对此，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服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一级调研
员万亚平介绍，为进一步挖掘黄河流域非
遗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讲好宁夏故
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全
区非遗资源，自去年11月15日开始，持续
到今年1月27日，开展了一系列创意活
动，丰富的活动为宁夏非遗人提供了展示
技艺的舞台，也让更多人看到“宁夏非遗”
更多的可能性。

银川第一家炒糊饽店

位于这家美食城的店叫做三益
轩。一听到这个名字，老银川人肯定
觉得亲切。没错，它就是原来在南门
车站的那家店，这家店的碗蒸羊羔肉
也很有名，但今儿我们只谈炒糊饽。

什么是炒糊饽呢，“糊饽”其实是
一个方言词，意思就是切成一条一条
的饼子，炒糊饽顾名思义，就是把切成
条的饼子加上配料，炒制而成的。炒
糊饽的来历众说纷纭，但银川的第一
家炒糊饽店却是来自同心，是一个名
叫买俊三的人于1994年开的，也就是
最早的三益轩。

后来，买俊三先后收了大批徒弟，
自己的儿子也传承了这门手艺。这批
徒弟学艺有成后，不少人也开了店，三
益轩得以开枝散叶，在银川有了多家分
店，其中美食城里的总店由买俊三的后
人继承。

炒糊饽好吃有讲究

三益轩的炒糊饽之所以受到欢迎，
和其独特的口感有着很大的关系。它
的配菜丰富多样，和切成条的饼子一起
炒制后，会让饼子外面有一种糊糊的感
觉，但饼子本身又柔软筋道，加上香、
辣、咸、鲜等多种味道的融合，吃起来特
别过瘾。

三益轩总店的老板买先生说，炒
糊饽要先把饼子烙到半熟，切成条，再
加上来自同心的黄牛肉以及葱、辣椒
等一起煸炒，最后加入肉汤，大火收汁
后就成功了。

炒胡饽要想好吃，饼子是关键，不
能太糊，也不能太硬，这不仅对炒制的
大厨有很高的要求，对原材料要求更
高。因此，三益轩总店的原材料都是精
挑细选的，有长期的供货商合作。“炒的
手法、火候、放料顺序等，都是有讲究
的。”买先生说。

把情怀传承下去

作为一名80后，买先生从小耳濡
目染跟着父亲学做炒糊饽，使得他早早
就下定了决心，要把家里的手艺传承下
去。如今，43岁的他接过了父母的衣
钵，在坚持三益轩炒糊饽老味道的同
时，把这家店打理得井井有条。

从父母开店，到自己管事，31年
来，买先生从孩童变成了几个孩子的
父亲，那些过去常来的食客也都经过
时间的沉淀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
怎么变，这些人来到店里，还是会要一
碗炒糊饽。

“这么多年来，我们家的炒糊饽味
道始终不变，就是为了让老顾客都能
找到自己年轻时吃过的味道，到了我
这一代，也会把这个老味道传承下
去。”买先生说。

说说宁夏的“龙”地名
郑济洧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
的地位。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龙”
意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也在民
俗生活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龙的形象遍
及华夏山川，生生不息。

宁夏，作为中国大陆的地理中心，深受
黄河水利灌溉之利，龙文化源远流长。以龙
为图腾的地名，遍及六盘山周边，黄河两岸。

宁夏南部六盘山区的泾源县，龙文化
底蕴深厚。

中国古代传说中，龙王主宰四海五湖、
八河四渎、三江九派，管理水域生灵，掌控
风云雷电，庇佑人间平安。四大海之龙王，
分别是东海龙王、南海龙王、西海龙王和北
海龙王。江湖井渠等水域亦有龙王，他们
各司其职，掌管一方。

泾源者，泾河之源头也。泾河发源于
六盘山东麓，经900里穿山越岭，在潼关汇
入渭河，形成泾渭分明的天下奇观。在古
代传说林林总总的龙王中，泾河龙王名声
显赫，是因为《西游记》中“魏征梦斩老龙”
的故事和《柳毅传书》的爱情传奇都与泾河
龙王有关。于是乎，泾河源头，留下诸多龙
迹云影，清晰壮阔。

“老龙潭”为泾河南源，距泾源县城20
公里，由四个天然石潭组成，是古代传说中
泾河龙王的龙宫所在，此处云蒸龙变，龙蟠

虬结，千山万壑，飞瀑流泉，是著名的风景
名胜区。凭借泾河龙王的影响力，风景区
兴建“中华龙文化博览园”，系统、全面地介
绍中华龙文化的肇始、演变脉络。

围绕“老龙潭”，泾源县境内，还有“龙
头岭”、“龙脊山”、“龙腹山”、“卧龙山”、“二
龙河”、“龙女峰”等几十处奇山异水，起伏
跌宕，曲折蜿蜒，形象逼真，相映成辉。

六盘山脚下的“龙王坝村”位于固原市
西吉县，因村内有古老的“龙王庙”而得名，
以村落优美、梯田叠翠、窑洞古朴等特点，
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成为
宁夏网红旅游景区。

中卫市海原县“龙池湾”，拥有数十眼
长流不息的山泉，水质甘甜，富有多种矿物
质，使得这里产的香水梨肉质软甜，冻藏更
佳，清肺醒酒，驰名南北。

走出六盘山区，沿着清水河和黄河，继
续探寻“龙的足迹”。

青龙，又称苍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中的东方之神。行至同心县韦州镇东部，
有一座“青龙山”，山上有“青龙庙”，山下是

“青龙山村”。
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是21世纪初

宁夏大规模移民开发而形成的典型的移民
聚落，该乡十几个行政村，“龙”字头的就有
三个，分别是“龙源村”、“龙泉村”和“龙兴

村”。水是龙的家，是移民村兴旺的源泉。
青铜峡市市区，有一座“青龙湖”，北依

汉延渠，南拥大型宅院“龙海花园”，东靠“龙
海宾馆”。叶盛镇“龙门村”，面临黄河，依托
500亩鱼塘发展水产养殖，2023年被农业农
村部列入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青铜峡市西
部的贺兰山中有“汝龙沟”，曾经是明长城的
重要节点；东部的黄河岸边是“青龙滩”，上
市公司“青龙管业”的基地，该公司是国内最
大的供排水管道生产企业之一。

永宁县银川绕城高速公路南侧，唐徕
渠东岸，“龙辰九悦湾”大型居民区北临“王
家广湖”，湖光水色，宜于居住。 唐徕渠西
岸，是“徕龙公园”，760亩园林，碧波荡漾，
鸟语花香。

灵武市崇兴镇“龙徐滩村”，是黄河东
岸的滩涂，本名“龙须滩”。清代描绘的龙，
触须飘舞舒展，一副潇洒超脱的神态，令人
羡慕神往。

无论是黄河两岸的滩涂，还是毛乌素
沙漠腹地，不时有凹陷的低地呈现，宁夏人
称之为“坑”，宁东地区出现“龙坑沙窝”，兴
庆区通贵乡从前曾设置“龙坑村”，还有西
夏区的“龙坑”，是我儿时就知道的地方，近
些年演化成“龙坑养殖场”和“龙坑渔场”，
水产业兴旺。

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北端，银川平原在此

收束，黄河与贺兰山在这里交会。自此，黄河
三步一回首，五步一停迂，恋恋不舍地告别宁
夏大地，而印下深深的足迹。大武口区“龙泉
村”，背靠贺兰山，“龙兴路”纵贯南北，“龙泉
寺”风雨时若，“龙泉山庄”游人如织，2019年
入选国家森林乡村。“蛟龙口村”，惠农区燕子
墩乡辖地。传说，早年黄河改道，村旁形成一
弯渟渊，内有一条大“水怪“游动，当地群众当
做蛟龙，故名“蛟龙口村”。

宁夏雅称“塞上江南”，因为这里是水乡
泽国，鱼米之乡。旧时，宁夏地域的不少河
流、湖泊、水渠旁都建有龙王庙。始建于明
代的“龙宫庙”，高踞中卫城西北部腾格里沙
漠东南边缘，旁有“龙宫湖”，清静幽雅，系中
卫八景“龙泉春暖”之发祥地。青铜峡峡口
东岸原有龙王庙，修建青铜峡水库时曾经作
为建设指挥部，后沉入库区，成为名副其实
的“龙宫”。石嘴子龙王庙，是黄河流经宁夏
最后一座龙王庙，供奉龙王、海神、河神、泉
神，共同眷佑黄河波平浪静、舟楫平安。

青铜峡峡口，宁夏水利博物馆广场，一
组“九龙戏珠”雕塑，栩栩如生，气势恢宏。
明代何景明《九川行》诗曰：“帝遣九龙下治
此，江汉安流泾渭理”。

逢龙辰嘉岁，凤凰之城处处龙姿凤采。
（作者系宁夏文史馆研究员，宁夏地名

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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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进万家 文旅展风采
本报记者王敏文/图

只需轻点一下，就能
一览宁夏各地市202名
非遗传承人创作的 347
件非遗作品，如果有让自
己眼前一亮的作品，还可
以在线投票表达一份喜
欢和支持……据统计，在
两周时间里，2023宁夏
黄河流域非遗作品创意
大赛活动线上投票活动
共积累总票数 1104810
余票，而活动访问量更是
高达170万人次，这样的
数据给了宁夏非遗传承
人很大的鼓励，同时也是
对宁夏优秀非遗作品的
集中宣传，让人们看到了
“宁夏非遗”更多的可能
性。

从线上到线下
有粉丝的支持很激动

说起这次线上投票活动，80后
蜡染项目非遗传承人鱼颖很有感
触，这次她参赛的3件蜡染作品分
别是《星星的故乡》《父子龙》和《贺
兰山岩画》，经过两周时间的投票，
她的作品排名不断靠前，这给了她
很大的信心。“通过参加线上活动，
这段时间，我的作品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人关注，联系我预定非遗产品
的人也多了起来。”鱼颖说。

随着线上投票活动的结束，“焕
新彩·潮动宁夏”非遗创意作品展销
暨非遗年货市集活动也拉开了帷幕，
鱼颖带着自己的作品也来到现场，与
市民面对面。这样的交流让她很兴
奋，“以前也参加过非遗市集活动，但
很多人都是‘偶遇式路过’，这次因为
有了线上的宣传，有很多人专门来现
场支持我的作品，这让我很感动。”

尤其是造型趣味十足的龙爸
和龙宝，不但完美体现了蜡染的技
艺和特点，也为即将到来的龙年推
出了富有童趣的年味伴手礼，很多
市民纷纷驻足，和鱼颖交流作品的
制作过程。当得知这一系列作品
是鱼颖带领七位残疾人学员共同
完成时，大家更是对作品给予了充
分的认可。鱼颖介绍：“《父子龙》
布艺蜡染作品经多次设计调整版
型已最终定版，并开始对乡村妇女
进行手工缝制培训，最近已进入年
货订单生产期，预计春节前将生产
1000件上架销售。我们的蜡染作
品，都是采用板蓝根的叶子——蓝
草作为染料，使用传统扎染技法染
制的纯棉面料缝制而成，天然环保
有益健康。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不
但是对蜡染文化的支持，更是对乡
村女性们创业的支持。”

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泥塑传承人王永红对
于线上投票这一形式也十分认同，她认为，线
上投票是很好的宣传形式，因为有了这样的
平台，可以集中展示宁夏全区非遗传承人一
年来的非遗创作成果，不但对创作者来说是
一种认可和鼓励，同时对市民来说，也是集中
了解宁夏非遗的渠道。

为了参加这次黄河流域非遗作品创意大
赛，王永红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泥塑
作品《唱大戏》，“老百姓坐在村口看戏的场
景，台上演出的是《铡美案》，这出戏是秦腔代
表性的剧目。”王永红介绍，这部泥塑作品由
传统泥塑和原色陶塑相结合，台下是采用陶
塑形式塑造村民们质朴的形象，尽量保持泥
土的原色，而台上的戏装人物是采用传统泥

彩塑的形式，“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三分塑七分
彩来表现戏装人物，这样就有了台上台下之
分，让原色陶塑和彩塑可以同一展台很自然
地展示出来。”

如此在主题定位和创作内容上的巧思，足
见创作人的用心。而这样的巧思，在这次参加
大赛的很多作品上都可以看到——由盐池剪纸
非遗人高菊燕带来的8米长红色剪纸作品《闽
宁协作结硕果 山海情深友谊长》，立意深刻，讲
述了令人动容的闽宁故事；石嘴山面塑非遗人
张高升设计的《西部游记》《烟火小镇》《纳福招
财》《红船春风》《夜读春秋》《老子出关》等多个
面塑作品技法成熟，构图新颖，让人印象深刻；
而石嘴山剪纸非遗传承人鲁卫东的系列剪纸作
品《石嘴山印象》也带着自己的巧思。

设计巧思 充分体现在作品中

用非遗作品讲好家乡故事

炒糊饽

两代人的美食情怀
本报记者吴璇文/图

对于许多银川人来说，炒糊
饽这道菜并不陌生。它看上去
有点像外地的炒饼丝，但配料和
口感上都略有不同。其中的饼
丝软硬适中、吃起来有点糊糊
的，但又不失筋道，是碳水爱好
者的最爱。在银川一家美食城
里，就有着一家开业30年的店，
店里的炒糊饽历经两代传承，始
终保持着最初的口感。

←《父子龙》扎染布艺公仔。

王永红创作的泥塑作品《唱大戏》。

炒糊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