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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成山头
大家饱口福
┬记者 王帅 报道

本报 4月 1 4日讯 4月 12
日，农历“三月三”，第四届“成山
头吃会”在荣成成山头景区盛大
开幕。据统计，前往此次“吃会”
的村民和游客共计800余人。

活动当日举行了祈求五谷
丰登和连年有余的祭海仪式。在
成山头景区好运角广场，一条长
约6米的供桌上，贴着红“福”字
的面缸里盛满黄豆和玉米，中间
摆有红枣饽饽和三牲。供桌两
侧，西有“五谷丰登”，东有“连年
有余”两根立柱。“连年有余”柱
上缀满了成串的虾干、鱼干，整
体插在几盘叠放的渔网上，“五
谷丰登”柱挂满了蒜头、玉米、辣

椒和地瓜干，两者立于一老式苇
编粮囤中，囤里堆满了花生。这
些被当地村民熟识的粮食，却成
了外地游客眼中的稀罕之物，他
们纷纷留影纪念。

中午11时30分，在阵阵锣
鼓声中，祭海仪式正式开始。“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上香！”在当
地一名村民的口令下，来自龙须
岛东八村等村的30余名村民将
香插在祭台上，并与部分游客在
祭台前跪拜，分叩苍天、厚土、海
神，祈求五谷丰登和连年有余。
不少游客纷纷参与其中，共同祈
福。

简短隆重的仪式过后，村民
和游客走进搭建好的帐篷内，免
费品尝渔家风味饭菜，再现70

多年前“相亲团团坐，来者都是
客”的盛景。此次“吃会”还延续
了第三届中的民俗活动展示，不
少民间艺术家现场写字作画、演
奏曲艺，吃会现场也挤满了听戏
曲、赏书法的游客和村民。

此外，景区为配合“吃会”活
动，还推出了连续两天的门票优
惠政策：神雕山野生动物园近6
折，成山头和摩天岭 5 折。有

“吃”有“惠”，这成了景区的一大
卖点。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从

“成山头吃会”恢复以来，越来越
多的旅行社开始以此招徕游客，

“吃会”以其蕴含的具有地域特
色的民俗风情，受到越来越多游
客和旅行社的关注，其内在的旅
游价值也在逐渐发挥出来。

边吃边熟络 越喝越融洽
┬记者 王帅 报道

本报4月14日讯 当日祭海
仪式过后，村民和游客走进搭建
好的大帐篷内，免费品尝胶东风
味的渔家饭菜，尽享盛会带来的
热闹气氛。

许久未曾见面、一见面就热
情握手的村民，言语中充满了相
逢的喜悦。聊了几句，胶东渔民
的质朴就显现出来，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丝毫没有久未见面的
拘谨。

来自四川的游客刘女士说，
此次旅游还能体验胶东文化民
俗，感觉很是与众不同，“和四川
的风俗完全不同，太有意思了！”
在品尝渔家饭菜现场，内蒙古的
成先生与当地村民聚在一起吃
饭，虽然语言不通，但很快熟络，
频频举杯，“不仅能见识传统民
俗，还能品尝特色饭菜，我太幸
运了。”

西霞口村村民田吉春在“吃
会”现场泼墨写下“五谷丰登”、

“风调雨顺”等祝福语，引来村民

和游客围观。说起“吃会”的习
俗，他说，祭海仪式是渔民对收
入的良好期盼，而围在一起吃饭
则是为了弘扬海文化、延续节日
氛围，同时可以拉近邻里关系。

今年已是第四届“吃会”活
动，活动的举办不仅展示和延续
了特色民俗，更发挥了它的特殊
作用。西霞口旅游公司工作人员
说，“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民间
议事和协调机制，‘吃会’包含的
担当公益、定纷止争的精神应得
到发扬和传承。”

▲▲吃会上，一位艺术
家现场写书法。

记者 王震 摄
游客在

吃会当天来成
山 头 景 区 游
玩。 记者
王震 摄

游游客客在在吃吃会会上上举举杯杯
庆庆祝祝。。

记记者者 王王震震 摄摄

村民在举行祭海仪式。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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