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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千年古城如何焕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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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条粽、火锅粽……一个都不能少

他们把粽子做成了“非遗”
端午节前夕，成都市金牛区营康西

路的赵粽子门店排起长龙，热闹非凡。
因供不应求，这里甚至还开启了“限购”
模式——每人限购20个。

包粽子的不少，但把它做出特色的
不多，做成“非遗”的更是凤毛麟角。
2018年6月，“老成都·赵粽子”成功申报
为金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前不久，还申报了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

端午节前夕，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探访了这家藏在成都老小区里的粽
子店。

粽子也“限购”
“前店后厂”模式运行

6月6日下午，营康西路65号院内热
闹非凡，这里几家粽子铺，都有工人在铺
子外熟练地包着粽子，来往的居民货比
三家认真选购，为这个老小区平添了不
少烟火气。

往里走就能看到赵粽子的门店，切、
配、包、煮、晾、装、卖……操作棚内员工

“各司其职”，棚外市民排起了长队。
在显眼处，还贴上了提示告诉来者，

不是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为了让更多
人买到粽子，这家店“骄傲”地开启了限
购模式——每人限购20个。

店铺内，记者见到了“赵粽子”第四
代传承人赵萌。她说，目前店铺是满负
荷运行的状态，每天粽子供不应求。

不同于赵粽子工厂的季节性，赵粽
子社区店是全年营业，日常每天销量以
千为单位，端午前则以万为单位。“我们
门店的产量一天就一两万个，平峰期每
天差不多能卖千把个。”赵萌介绍，工厂
目前每天的产量也是两三万个。

已传承至第四代
这家粽子成功申报了“非遗”

赵萌介绍，她家粽子传承至今已有
四代，她是第四代传承人。“我们家做粽
子多年，发展到现在，已经是目前四川唯
一的粽子品类非遗。”她说。

最初，母亲的粽子只是做给家人吃，
并没有打算开店做生意，但陆续有亲戚
朋友找上门来购买。慢慢的，这家粽子
店就开起来了。

2006年，从市场管理专业毕业的赵
萌在外企已工作了近10年，为了更方便
照顾父母和未出生的孩子，她辞职回家，
来到了自家的粽子作坊工作。

2013年，赵萌带着粽子走出营康西
路，选择了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厂房作为
生产基地，但因为后续的发展与探索，基
地逐渐无法满足生产需求。

2016年，赵萌又将工厂开到了成都
市金堂县。她将古法技艺与现代科技结
合，大批现代化设备进入了她的工厂。

2018年6月，在当地政府推荐下，“老
成都·赵粽子”成功申报为金堂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前不久，还申报

了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传统产业与时俱进
辣条粽、火锅粽不断突破

赵萌眼中，做粽子是一个非常传统
的产业，但必须与时俱进。

“我觉得需要改变的是，别人知道它
的方式或者说购买的方式。”赵萌说，最
初都是口口相传，但现在年轻人获取信
息的渠道不一样，她认为应该通过“线
上”的传播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粽
子，最终认识粽子。

今年，他们第一次开始进行线上销
售，但不久就出现了爆单情况。这也是
导致目前粽子供不应求的原因之一。因
此，他们不得不关闭线上销售渠道，以满
足现有订单的需求。

除了销售方式的迭代更新，在口味
上，赵粽子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粽子是可以包罗万物的，很多食品
都可以和粽子融合。”赵萌说，因此，近年
来他们和多个食品、餐饮企业合作，推出
了具有品牌特色的粽子，例如辣条粽、火
锅粽、回锅肉粽等。

然而，赵萌还有一个想法，希望可以
再打造一个以包粽子为载体、传播端午
传统文化的基地。从30多年前小区里的
家庭作坊，到建厂扩产，再到拟打造粽子
文化生态基地，这家从小区“生长”起来
的企业正在蜕变为一个“粽子梦工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苟春

6月10日，南充，嘉陵江阆中段江面
上，21岁的张正勇挥桨劈波。摆臂间，新
潮桨板运动和传统龙舟文化重叠，00后
的他有了属于自己的端午记忆。

另一赛道上，来自河南的贾永刚和
水上救援志愿者们一起，参加了人生的
第三次划龙舟赛。在四十不惑的年纪爱
上划龙舟，他被这项“南方人的传统文
化”圈粉。

端午，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
节日。传统节日如何焕新文化共鸣？透
过一地看一域，端午节当天，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在四大古城之一的阆
中古城观察到，这个端午，有了全新打开
方式。

嘉陵江上，划龙舟的人

6月10日，2024阆中古城第六届嘉
陵江龙舟赛在阆中古城南津关码头开
赛。

成都东部新区龙舟队、成都天府龙
舟队、仪陇飞鱼龙舟队、南部特步龙舟
队、阆中水城飞桨龙舟队……环绕古城
的嘉陵江水面，20支队伍600名运动员，
擂鼓开桨、劈波斩浪。岸上，也是热闹沸
腾。嘉陵江阆中古城段近两公里范围的
两岸，站满市民和游客为比赛加油。线
上，还有几百万网友在线观看。

划龙舟，作为一项端午传统民俗，魅
力在哪？

“龙舟赛是很酷炫的传统文化，是我
们00后的端午国潮。”宜宾小伙张正勇是
阆中水城飞桨龙舟队的队员，是第一排
的划手。他和队友们都来自阆中水城俱
乐部，大多是桨板教练，00后居多。

“桨板和划龙舟都是水上运动。”在
训练和比赛过程中，张正勇和队友们感

受到新潮的桨板运动与传统文化巧妙结
合，体验独特的端午佳节氛围。这一次，
这群00后都被划龙舟“圈粉”。

对44岁的贾永刚来说，划龙舟是他
从北方到南方来后，感受到的别样文化
魅力。贾永刚是河南南阳人，1997年当
兵来到四川，现在在南充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工作。今年端午，他有了一个
新身份：龙舟赛运动员。他所在的南充
嘉陵江码头水上救援龙舟队，是一群游
泳爱好者组建的水上救援队。

这一次，水上救援志愿者们变身龙
舟赛选手，贾永刚说，他感受到了南方的
端午氛围，也感受到龙舟赛和端午节承
载的传统文化和情感记忆。

千年古城里的端午民俗

一场龙舟赛，沸腾一座城。
如果说龙舟赛承载着几代人对端午

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感悟。那散落在阆中
古城里的民俗活动，则带市民和游客“玩
出花”。

《巴渝鼓舞》节目，铿锵呐喊中展示
巴人文化。实景舞台剧《吾将上下而求
索》，生动讲述屈原的家国情怀和求索精
神。《阆中浪》《嘉陵三百里+隔河喊妹妹
不言》等表演，展示地方特色……

这个小长假，阆中古城端午“仪式
感”拉满，让游客和市民“粉”上端午传
统。有传统的，包粽子、挂艾叶等端午
民俗沉浸式体验；也有新潮的，艾草簪
花、团扇香包等“国风”新潮。端午节当
晚，嘉陵江阆中段还举行了“祥龙巡
江”，一条100米长的定制龙舟，从滕王
阁码头顺流而下，在夜幕中“点亮”端午
节的氛围感。

“在千年古城里感受鲜活的端午氛
围，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印记。”西安游客

罗先生是一名高中教师，陪儿孙行走在
古城，看龙舟、包粽子、挂艾草、编五彩
线，他和10岁的孙女感慨，“脑海里的端
午记忆和眼前的生动画面交映，这个节
过得很不一样！”

打造有古城IP的端午文旅品牌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
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9年9月，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端午节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
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阆中，是天府旅游名县，阆中古城，是
我国四大古城之一。如何在传统节日里
抓“流量”和“留量”，谋“出圈”和“出彩”？
透过一地看一域，阆中有自己的探索。

“阆中古城嘉陵江龙舟赛作为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体育项
目，依托得天独厚的古城风貌和自然的
水域优势，自2016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五
届。”阆中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9年五届龙舟赛为载体，沿袭千年
赛龙舟习俗，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阆中
抓住传统节庆机遇，打造有古城IP的端
午文化旅游品牌。今年，赛龙舟、包粽
子、挂艾草等端午经典项目，掀起一轮传
统文化新浪潮。

赛事搭台、经济唱戏，以龙舟赛为端
午节抓手，不仅诠释传统文化魅力、彰显
文体旅融合发展成效，也体现了群众体
育盛事的“乘数效应”、拉动“吃住行游购
娱”全链条效益增长。

当历史文化融入当下时空坐标，当
传统与现代同频共振，这个端午，古城热
闹极了。然而，“热闹”并非端午独有，下
一个传统节日，或许更精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

摆了3000桌！
会理万人“药根宴”热闹开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徐湘东 罗石
芊）6月10日下午，凉山州会理市，2024
年“药香千年·古城盛宴”端午万人“药
根宴”热闹开席。当天，会理古城8条
街巷、广场摆满了1200桌“药根宴”，全
市共设宴3000多桌，满城飘香。

在会理，端午节的热闹程度堪比
春节，“摆药市”“吃药根”“游百病”等
传统民俗延续至今。每年端午前，当
地农村居民上山采挖沙参、党参、牛
蒡根、黄精、野山药等数十种中草药，
运到县城的端午药市上售卖。端午期
间的端午药市上，人流如织，满街药
草香。

如今，会理端午节已成为全民参
与、活动众多、内涵丰富的重要节
日。会理的端午节习俗，也被列入第
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端午节“药根汤”配方，是当地名
老中医拟定的“三参两根一精”组方，
包含小白参、玉竹参、党参、牛蒡根、茴
香根、黄精6味中药材，配合腊猪脚、土
鸡一同炖煮，汤鲜味美，滋味绵长。

下午4点，万人“药根宴”正式开
吃。市民和游客共同举杯，共祝端午
安康，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
民安。现场，会理古城城北广场、北
街、南街、东街、西街和东城巷、元天街
等8条街巷和广场，布置了1200桌“药
根宴”。同时，会理城区部分酒店、餐
饮企业也按照菜品标准制作并销售药
根宴。当天，全市共设宴3000多桌，约
超过3万人一同“吃席”。

6月10日，2024阆中古城第六届嘉陵江龙舟赛开赛。阆中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