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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伤有味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文/摄

义乌数以百万的外来建设者，
带来了数不清的特色美食。在鲇溪
新村，就有一家餐馆，主打甘肃东乡
风味美食。推开店门，东乡族民歌的
旋律与羊肉的香气交织溢出。说着
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以及各地方言
的食客相互热络寒暄、畅快聊天，爽
朗笑声此起彼伏，身着民族服饰的
服务员穿梭其间，瞬间将人拽入西
北草原的烟火气中。

一落座，先上来一个四格食盒，
分别放着桂圆、绿茶、冰糖和红枣。
服务员说：“这是我们家乡招待贵客
的三炮台。”喝的时候，取三五个桂
圆轻轻掐破，不去壳，搭配三五个炒
过的红枣、适量绿茶与一小把冰糖，
冲入沸水焖泡。尽管放了冰糖、桂圆
和红枣，但入口依旧满是清苦。“这
茶是解腻的，吃肉的时候配着喝。”
服务员小哥赶忙介绍说。

打开菜单，各种西北美食让人
目不暇接：架子肉、馕坑肉、炕锅羊
肉、东乡八块鸡、炝拌夜兰香、甜胚
子、老虎菜、油胡璇、河沿面片、油糖
糕……每一道都让人充满好奇。

招牌是手抓羊肉。“这是东乡族
招待宾客的特色菜肴，也是西北人
民最喜爱的美食之一。”厨师马学龙
介绍，手抓羊肉按部位分为羊肋条、
羊背子、羊脖子和羊前腿，不同位置
价格不等。店里最受欢迎的是羊肋
条。每根羊肋条宽约一指半，长度接
近手掌。刚上桌时还蒸腾着热气，动
一下颤颤巍巍的，看起来极其软嫩多
汁。浅棕色的肉皮微微卷起，上面挂
着晶莹的油珠，下面连着一层半透明
的胶质。粉色的瘦肉、透着奶白色光
泽的脂肪相互纠缠，附着在薄薄骨片
上，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

手抓羊肉带着盈盈水汽，炖的
火候非常到位，肉轻轻一带就下来
了。牙齿轻压肉皮，半透明的脂肪层
在口腔瞬间融化，温热的肉汁裹着
草原牧草的清甜在舌尖炸开。瘦肉
肉质嫩得惊人，几乎不需要怎么咀
嚼就滑进了肚子。腥味膻味，都不存
在。入口只有满满的肉香味，以及若
有似无的奶香味。

吃手抓羊肉讲究“灵魂三配”：一
碟秘制蒜蓉，一撮辣椒粉，再来一碟
切丝的新鲜洋葱。吃的时候，一块羊
肉蘸上辣酱，裹着甜脆的洋葱送入口
中，油脂的丰腴被辛辣瞬间中和。

“要是吃得来，最好就着蒜吃。
对我们东乡人来说，吃肉不吃蒜，香
味少一半。”马学龙说，其实手抓羊
肉的做法非常简单，锅中仅放水、羊

肉，辅以大葱、洋葱、生姜、花椒、草
果和盐，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 1
小时 20 分钟即可。重点在于羊肉。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
饪。我们选的是吃草长大的草标绵
羊，单只不超过 26 斤，这样做出来
的手抓羊肉才好吃。”

“我们每天煮4锅羊肉，中午2锅、
晚上2锅。”老板杨义龙说，他们家的
各式羊肉非常受欢迎。像羊脖子，一
只羊仅一段的稀缺部位，非常抢手，
晚来的食客常常只能遗憾而归。

除了手抓羊肉，马学龙还特别
推荐了一道菜——东乡八块鸡。“这
是我们东乡的家常做法，味道很特
别。”食材是从甘肃东乡运来的土
鸡，体重在1.5斤至2斤，整鸡切成8
大块，小火慢炒，至鸡皮金黄酥脆，
再下盐、花椒粉、辣椒面调味即可。
炒制过程中，鸡皮逐渐收缩为一层
脆壳，包裹住鸡肉，形成外脆里嫩的
口感。加上香料的助攻，鸡肉虽然大
块却十分有滋味。

光吃肉容易腻，除了三炮台，店
里还有各种凉拌菜可以配着吃，比
如老虎菜。新鲜黄瓜和洋葱切丝，再
加一点甜椒和香菜，加入生抽、香
醋、盐、香油等调料，搅拌均匀即可。
在品尝过手抓羊肉的醇厚鲜香后，
来上一口老虎菜，就像是在燥热的
沙漠中邂逅一片清凉绿洲，不仅解
腻开胃，更是独具风味。新鲜的食材
是这道菜的灵魂。杨义龙说，他们一
直靠现点现做、食材新鲜、价格实
惠、风味地道留住顾客，“有几位宁
夏的客人，说在我们这儿吃饭，就像
回家一样。”

杨义龙就是甘肃东乡人，2018
年 3 月，他在亲戚的邀请下第一次
来到义乌。考察一番后，同年7月在
义乌租下两间店面做餐饮。“街道、
社区都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饭店
生意也越来越好。”2019年，因生意
红火，店里经常坐不下客人，杨义龙
又盘下隔壁一间店面。如今，店里的
员工已经从最初的 7 人增加到 20
人，店面也扩大到6间。“最多时，我
们一天要消耗近 30 只羊。”更让杨
义龙欣喜的是，除了西北老乡，越来
越多的本地人和外来客商也来品尝
东乡美食。

杨义龙说，开店7年，他不仅在
此扎根，也见证了很多老乡在义乌
创业、发展、安居、乐业，“对我们来
说，义乌就是第二故乡。”

一锅大开大合的清炖手抓羊肉，
炖出了西北人的热络豪爽，抚慰了众
多在外打拼的思乡人，也炖出了义乌
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美美与共。

甘肃东乡风味美食

手抓羊肉手抓羊肉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 近日，后宅街道举行上
方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启用暨《走进
上方》新书发布会。

上方村被誉为“义乌红色的起
点”，这里走出了点燃义乌革命“星星
之火”的“红色双杰”方元永和方城
顺。为赓续红色血脉，上方村精心打
造了上方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该基地
系统挖掘、整理、展示了当地的革命
历史与先辈英勇事迹，并成功获评第

五批金华市红色旅游教育基地。
同步发布的《走进上方》一书由

市文联、市作协等单位精心组织编
撰，全方位、多视角展现了上方村悠
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光荣的
革命传统，与教育基地展示内容深度
呼应，共同构筑起上方村红色历史的
立体画卷。活动现场举行了简短的赠
书仪式，《走进上方》编委会及上方村
向市作协、后宅街道文明实践所、文
化站、流动党员之家、共建委、社区代
表及青年党员代表等捐赠了新书。

后宅上方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启用
暨《走进上方》新书发布

三炮台

老虎菜

这部微短剧自上线以来，在非遗项
目推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主流
媒体引领+新媒体扩散”的创新传播模
式，借助传统媒体权威性为内容背书的
同时，充分发挥微信视频号、抖音、小红
书等新媒体平台的互动优势，形成了强
大的传播合力。数据显示，大量观众通过
点赞、评论、转发等互动形式，主动参与
微短剧的二次传播，剧中展示的非遗项
目因此走进更多观众的视野。如春季篇
里生动演绎了鸡毛换糖文化、义乌红糖
制作技艺、道情等非遗元素，激发了观众
的文化兴趣，许多观众甚至专程前往现
场体验。非遗传承人反馈称，剧集播出后
咨询和学习非遗技艺的人数明显增加。

胡骁楠介绍，在即将推出的夏季篇
中，特别邀请了义乌市木活字印刷术非
遗传承人王进老师加盟，并与义乌市中
医医院合作展现朱丹溪中医药文化，还
联合义乌市武术协会共同呈现“义乌拳
头”文化。

微短剧的上线还对文旅经济发展起
到了推动作用。春季篇全网曝光量突破
百万，带动义乌植物园客流量大幅增长。
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单日最高客流量
可达3万人次。很多游客表示，因为观看
了微短剧，被剧中美丽的植物园景观和
奇幻故事所吸引，特意前来打卡。这种

“以剧带景、以景促游”的良性循环，不仅
促进了本地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发展，
更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关注义乌文旅。

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微
短剧的热播，团队也在谋划一系列延伸
项目，比如在文创产品开发方面，计划推
出迷你鼗鼓摆件、明信片、文创冰激凌等
产品，进一步延伸 IP 价值，让传统文化
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现代生活，最终绘
就一幅融合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大
文旅”蓝图。

拨动文旅产业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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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何彦婕 王怿杰 文/图

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重磅发布“微短剧里看非遗”首批
重点片单，由我市城投集团投资制作的原创微短剧《鼗启时空：义乌植
物园奇幻春游》成功上榜。

《鼗启时空：义乌植物园奇幻春游》是《鼗启时空：义乌植物园奇幻
之旅》春季篇，一部以义乌植物园为背景的奇幻短剧，目前已播出6集，
续集夏季篇也已拍摄完毕。春季篇在各大平台播出时，诸如“每一集都
能学到不一样的知识”“取景好美”“催更催更，夏季篇什么时候会上”等
留言涌现，观众好评不断。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已正式登陆浙江广电集
团Z视介平台，成为我市首部登上该平台的微短剧。

那么，微短剧《鼗启时空：义乌植物园奇幻之旅》究竟有何独特魅
力？其创作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故事由一面神秘古老的鼗鼓
拉开序幕。在义乌植物园的一次
偶然际遇中，骆谷雨与骆小满这
对姐弟意外获得了一件能够不摇
自鸣的神奇宝物——鼗鼓。更令
人震惊的是，鼗鼓作为时空钥匙，
还将唐代诗人骆宾王穿越时空带
到了现代。为了帮助这位迷失在
千年之后的诗人重返盛唐，三人

需在植物园中寻获散落的24
颗灵珠。由此，一场跨越古

今的冒险奇幻展开。
“很早以前，我就在

思考如何用创新的方
式传播义乌文化。”谈
及创作初衷，城投集团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娓
娓道来，“义乌文化底蕴
深厚，但需要一个更生

动、更具吸引力的窗口，让
这些珍贵的文化

瑰宝被更多人
看 见 。”然

而 ，万 事
开头难，
最 初 的
探 索 并
非 一 帆
风顺。

经 过
深入调研，

团 队 将 目 光

聚焦在两个关键文化符号上。其
一是唐代诗人骆宾王，作为义乌
文化名人，他的诗歌广为传诵；其
二是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鼗鼓，
鼗，即拨浪鼓的前身，在义乌文化
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拨浪鼓是鸡
毛换糖的重要工具，曾伴随着义
乌人走街串巷，见证了商业传奇
的开端。它不仅是义商文化的起
点，更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与神
秘色彩。

“我们设想，如果鼗鼓能打
破时空的界限，会发生怎样奇妙
的故事？”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道。基于这一创意灵感，团
队最终决定将鼗鼓设定为穿越
时空的钥匙，让主人公通过鼗鼓
往来古今。这种巧妙的设定突出
了鼗鼓的文化价值，又为故事注
入了奇幻元素，让观众在充满想
象力的旅程中深入了解义乌的
历史文化传承。

在场景选择上，团队选取了
义乌植物园作为主要取景地。这
里既是展示城市生态之美的绿色
空间，更是传播城市文化的重要
平台。通过将鼗鼓所代表的人文
历史与植物园的自然景观相融
合，创造一种独特的叙事环境，让
观众在欣赏奇幻故事的同时，能
够沉浸式地感受义乌的自然与人
文魅力，开启文旅融合全新实践。

以“鼗”为钥 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

眼下，《鼗启时空：义乌植物园奇幻
之旅》夏季篇已完成拍摄工作。作为春季
篇的延续，夏季篇继续以“时空交织”为
主线，展开奇幻叙事。

这部剧中，三位主人公继续肩负着
集齐24颗灵珠的使命。灵珠从何而来？
这就不得不提到微短剧的创意内核，以
沉浸式体验传递义乌文化。每当主人公
们完成一项与义乌文化相关的任务，就
能获得一颗灵珠。

这些关键任务的设计可谓独具匠
心，每一个环节都与义乌的非遗项目、特
色美食紧密相连。在已经播出的春季篇
中，观众可以看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义乌道情的精彩呈现。传承人叶英盛
先生用独具韵味的表演，将故事情节与
人物情感娓娓道来。此外，剧情还巧妙融
入义乌红糖制作技艺这一非遗项目，用
研学体验的方式，让观众在跟随主人公
冒险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此一来，非遗不再是静态的展
示，而是成为推动剧情发展、塑造人物形
象的重要元素。”微短剧制片人胡骁楠告
诉记者，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让观众在
欣赏奇幻剧情的同时，深刻理解和记住
这些非遗项目，从而激活非遗在现代语
境下的生命力。

值得肯定的是，该剧通过“以小见
大、寓教于乐”的叙事策略，在文化深度
与娱乐观赏性之间找到了平衡。比如春
季篇中有一个令人捧腹的桥段：当骆宾
王初次见到现代无人机时，误将其认作

“会飞的妖怪”，这种古今认知的反差制
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在文化植入方面，
该短剧注重将经典文学作品以趣味化的
方式呈现。比如介绍骆宾王名作《咏鹅》
时，通过有趣的互动情节，将诗词的魅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
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对传统
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以文化为魂 以剧情为脉

二

三

一

剧中的义乌道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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