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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今日烟台

春节庙会大盘点

给你不一样的“年味”

畅游·庙会

庙会之于春节，犹如春节联欢晚会之于年三十——— 是年三十晚上的主角。那么，庙会则是春节期间的调料，有了它，，年味
儿才更加丰富饱满。辛辛苦苦一整年，无论收获如何，春节都该疯玩一把，到年味最浓的地方沾沾喜气——— 北京的庙庙会、乌镇
的长街宴、平遥的社火、贵州的斗牛等等别说提不起精神，你不折腾，谈什么展望新的一年？人的本性里，都有迷恋热热闹的一

面，说不定闹腾一回，好运气真的会接踵而至。

说说烟台庙会

各地特色庙会连连看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

即将到来，具有浓郁传统特

色的庙会、游园会将迎来每

年的客流量高峰。如何保障

游览春节庙会的安全，是摆

在人们面前的重要事情。参

加庙会和其他大型活动需

做到以下几点：

1 .要提前了解活动日

程安排，尽可能错时参与活

动。庙会、游园会每天上午

10点到中午1点，正月初二

至初五是人流高峰期，广大

市民应尽可能合理安排时

间，错开高峰到场参加活

动。

2 .在活动现场自觉有

序排队，避免拥挤混乱。售

票处、出入口和热点活动的

附近是人员集中的地点，在

这些地点要自觉排队，有序

进出。

3 .注意观察现场情况

和识别警示标志，做到心中

有数。要有意识地了解现场

安全通道和出入口的位置，

见到危险警示标志千万不

要靠近和触摸；遇有局部人

员拥挤时，不要好奇凑热

闹，避免发生拥挤踩踏。

4 .注意不盲目踩踏冰

面，以免危险。在通过桥梁、

涵洞等狭窄部位时，不要抢

行，注意礼让老人和小孩，

避免因人员拥挤造成混乱，

引发事故。

5 .遇到突发事件时，千

万不要慌张，注意收听现场

广播，听从工作人员疏导，

有序撤离现场。

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

保护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出

现问题请及时联系当地派

出所。

北京逛庙会看绝活

如果你想知道老北京是怎

样过新年的，今年春节不妨到皇

城根下逛庙会！北京的庙会已有

800多年的历史，比起故宫、北

海、颐和园，它的生命力一点也
不逊色。在这里逛上一圈，你可

以感受老北京红红火火的传统

年味。

有人说，庙会是北京人的狂

欢节。春节期间，北京的庙会声

势浩大，从地坛、龙潭、白云观、

大观园到厂甸、石景山、东岳庙、

莲花池……数十个庙会搅热了

北京城，不仅摊棚栉比，更有百

戏竞陈，各种杂技、武术、曲艺、

杂耍、戏剧以至西洋镜、拉洋片

等民间绝活，无奇不有，糖画、毛

猴、泥人等平常见不到的儿时玩

意，也都一一出现在庙会上，让

人童心大发。

逛庙会，不要忘了品尝地道
的北京小吃，咸味面茶、爆肚、驴

打滚、炒肝、豆汁、糖葫芦、糖球
儿、粘豆包等一应俱全。经营风

味小吃的摊贩支着布棚，亮出字
号，里面摆满了条案、长凳招呼

客人。有的则只将担子或手推独

轮车停在街角，任人围拢，满满

的年味扑面而来。

乌镇古街上吃长街宴

这个春节，如果你吃厌了传
统的团圆饭，或不想周旋于各家

各户的应酬，不妨邀上三五亲友

去乌镇，在秀美雅致的江南风景
里赶赴一场别开生面的长街宴。

它是百年乌镇保持的最传统的
过年习俗。

如今的乌镇仍保留着大摆

长街宴的习俗，初一到初七，延
绵数十里的西栅老街上，家家户

户沿街支灶搭台、架锅烹煮，空

中弥漫着羊肉的香味，再现了明

代诗人赵桓所描述的“长街迢遥
两三里，日日香尘街上起”的盛

况。只是这位诗人并不知道，现
时宴席上的菜肴要比当时丰盛

得多，红烧羊肉、土酿米酒、三白

酒已成为宴席上最不可或缺的

“黄金搭档”。

长街宴傍晚时开席，灯火通

明，花30元入场便可坐在不宽的

古街上与几百个素未谋面的人

一起吃“夜宴”，场面浩浩荡荡。

长街宴的饭菜“很江南”，迎客茶

很甜。

平遥看社火玩背棍

说起传统年味，恐怕哪儿也
比不上山西平遥古城的年味浓。

王家大院的大红灯笼、“日升昌”

票号的鞭炮彩灯、“社火节”的高

跷秧歌……众多的晋式乐活方

式能让你的新年过得快活无比。

春节期间走进平遥，铺天盖
地的“年味”总是扑面而来，仅明

清大街上整整闹一个月的“社火

节”就足以把这座古城搅热：挂

彩灯、搭彩楼、装彩车、舞龙、舞

狮、抛绣球、抬花轿、演晋剧、民

间技艺展示……老艺人吹起唢

呐，广场上涌动着扭秧歌的人，

唐朝时兴起的“晋中社火”，一闹

就是上千年。

看罢社火，不妨到明清街市

“长升源”觅一壶黄酒，再到“一
得客栈”叫上一份酱牛肉。平遥
民谣里说：“十五闹社火，一年不

生病。不点花灯月不圆，不耍社

火难过年”。如果有时间，建议去

平遥的尹村看背棍，这一传统习
俗，在当地名气大得很。

入夜后的平遥，哪家门前挂

着大红灯笼，那家便是大户人家

了。春节期间，顺着北大街走到

古城的拱极门，可以看到形形色

色的灯影火光将古城墙装扮得

异常热闹，那便是古城灯会了，

民间杂耍或绝活常使围观的人

们发出阵阵喝彩，传统花灯在古

城墙的衬托下显得与众不同。

贵州助威东方斗牛节

苗族人敬重牛，春节期间，

贵州的一些苗寨都会开展斗牛

比赛，斗牛场面虽然没有西班牙
斗牛那么华丽，但刺激程度毫不

逊色。

贵州开阳平寨的“斗牛节”

在当地非常有名，比赛精彩激

烈，也颇具民族特色，被誉为“东

方斗牛节”。这里的斗牛节分别

于每年正月初五、十五、廿五三

天举行。斗牛当天，当地及附近

的苗族同胞都盛装打扮聚集到

斗牛地点，锣鼓声、人声声声震

天，甚是热闹。

斗牛源于苗族人民对牛的

崇拜和敬爱，所用的牛都是专门

精心饲养的，不从事耕地、拉车、

推磨等劳作，均为雄性水牛。斗

牛开始之前，各村推举的中间人

奔走于各牛主之间，了解牛的长

度、高度、年龄、体重、角门长势

等等，然后集中决定谁与谁斗。

在征得牛主同意后，主持人即宣

布斗牛开始。按照传统，斗胜的

牛会被称为牛王、牛神、牛圣，能

为全村寨带来荣誉，也因此受到

人们的爱戴和崇拜。

香港庙会许愿祈福

所谓香港庙会，当然少不了

庙，位于大角咀的“洪圣庙”历史

悠久，是区内古老文化的标记，

大角咀庙会以古庙为中心，周围

活动精彩纷呈，如：特色摊位、庙

会巡游、街头时装表演，十八只

醒狮梅花桩表演，庙会晚上更以

五百尺夜光龙作压轴表演。洪圣

被中国南方沿海渔民奉为海神。

庙内主祀海神洪圣，并配祀何仙
姑、观音、女娲、包公、北帝、地藏

等。洪圣庙前有百年许愿树，到
洪圣庙参拜时，除上香祈福外，

更可将心愿写在心愿卡上并放

于竹筒内，挂在许愿树周围的铁
栏上祈福。

澳门庙会别样风土人情

澳门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并

传承很多中国传统节庆活动，莲

溪庙供奉华光神像，这里每年都

在华光诞期间举行传统节庆活

动，除了有酬神仪式，游人可以

免费欣赏神功戏表演，在华光诞

巡游中跟随巡游队伍凑热闹，更
可到莲溪夜市搜购心头爱，这一

切都令新桥区重现昔日繁盛的

光景。还有澳门澳门华光诞莲溪
庙会等等为全球人士展示华人

别样风土人情。

全国庙会何其多，要大家到

实地把玩才能得知其中的奥秘

哦！不知道2011年兔年全国各地

庙会将会以什么吸引广大民众

眼球呢？随着2011年新年的脚

步，我们将慢慢为大家揭开各地
“庙会”的面纱。

兔年春节，不如逛逛庙会吧！

. 庙会又称为山会，传说正

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生日，这一

天在中国各地凡是供奉玉皇大
帝神像的庙宇，都有人去赶庙

会。烟台毓璜顶庙会和塔山庙会

比较有影响。烟台毓璜顶里供奉

了玉皇大帝的神像，所以也就有

了每年正月初九的毓璜顶庙会，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

古时候，上香祈求神灵的保佑是

赶庙会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的
民俗艺术剪纸也在庙会上展现

的淋漓尽致。中国传统的十二生

肖、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历史

名人、喜庆的图案无不吸引着参

观者的眼球。庙会采用“放水养
鱼”的模式，安排了海阳大秧歌、

河北吴桥杂技、拉洋片等传统文

化表演。逛庙会除了看精彩的节

目外，各种特色小吃也是烟台市

民的最爱，烟台焖子、烤肉串、糖
葫芦、臭豆腐、打糕等。

烟台毓璜顶庙会有一种特别

的习俗，每年的庙会上都必有几
个卖蜡木杆子的地摊，几乎每个
赶庙会的人，都要买上一根蜡木

杆子。原本是为了登山作手杖，不

知什么时候传说扶杖登高可以保

生活平安，遂使平凡的蜡木杆子
有了些灵性，提高了身价。在毓璜

顶庙会各种商品中最畅销的就要
数这蜡木杆子了。几乎所有的赶
毓璜顶庙会的群众手里都会有一
根蜡木杆子。一是作为登山的手

杖,另外蜡木杆子有保家人平安,

保事业腾飞的寓意。

塔山庙会活动内容也很丰

富，汇集了传统文艺节目、休闲趣

味活动，并且还可遍尝风味小吃、

搜罗民间手工艺品和古玩字画等

等。庙会已经变成烟台市民过年

不能缺少的活动了。去看看吧，初
九庙会也叫赶山，是烟台老习俗。

卖糖的、卖玻璃球的、卖针头线脑

的，物细而摊密，烙饼菜汤朝天

锅、福山大面三鲜汤，地方小吃展

览成市。

烟台庙会发展到现在，休闲

娱乐，观赏民俗风情则成了赶庙

会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的民俗

艺术剪纸也在烟台毓璜顶庙会

上展现的淋漓尽致。中国传统的

十二生肖、历史名人、喜庆的图

案无不吸引着参观者的眼球。庙

会安排了海阳大秧歌、河北吴桥

杂技、拉洋片等传统文化表演，

还将面塑、糖人、焖子庙会文化

大大吸引了烟台市民，对于弘扬
民俗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逛庙会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