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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文化示范区 共享文化幸福感

文化先行文化先行

本报记者王佳丽

身穿一件长衫，手中拿一醒木，台上
摆一桌子，桌上置一扇一板一帕。醒木三
声，演出开始，这是许梦渊每次上台表演
曲艺时的场景。

站在台上，他南腔北调信手拈来；坐
在台下，他十八般乐器样样拿手。关于许
梦渊的艺术生涯，有三个关键词贯穿始
终：越剧、音乐、曲艺。

越剧启蒙，开启学艺之路

受父母的影响，许梦渊从小就喜欢
越剧。

七岁那年，越剧团来到桐庐乡下演
出，许梦渊被精彩的越剧表演所吸引。
越剧团离开后，许梦渊召集了村里的小
伙伴，他当“导演”，给小伙伴分配角色
进行扮演。他还动手用竹子和皮制作了
一把“二胡”，父母看到后很感动，给他
买了一把真正的二胡，并给他找来老师
进行启蒙。

许梦渊读到初一时，许家听闻杭州
艺校的招生信息，经过“家庭会议”讨论，
认为越剧是“女子戏”，不合适许梦渊，决
定让他去学习曲艺。但那一年，艺校没有
开设曲艺班，许梦渊只好先进入影视表
演班。

在影视表演班学习一年后，艺校曲
艺班的老师给许梦渊带来一个好消息：
上海滑稽剧团委托上海市戏曲学校开设
一个曲艺班。老师建议他去试一试。这一
试，许梦渊成功进入了上海市戏曲学校，
开始正统的曲艺学习。

曲艺是一门说唱艺术，包罗万象，要
学的东西很冗杂。在学校，许梦渊接触到
京剧、昆剧、沪剧、越剧、淮剧、甬剧等各
派戏曲曲种，学习评弹、说唱、小品、相声
等各类表演形式。同时，他还要掌握不同
乐器演奏、谱曲写词等技能。

“我当时最喜欢越剧和甬剧。因为从
小就喜欢，在方言上有优势，也更能驾
驭。越剧课老师是史济华，他是新中国第
一代越剧男演员。他那时很喜欢我，常常
点名让我来示范演唱。”许梦渊回忆。

在校学艺时，许梦渊和同学们常常
有外出演出的机会。第一次正式演出，许
梦渊还记得，由上海滑稽剧团团长带队
前往香港，他和师妹在香港宁绍同乡会
上演了一出《各派越剧》。

站在台上的许梦渊，看见台下身处
异乡的听众们听见熟悉的乡音，遇到熟
悉的唱段，跟着一齐唱。彼时，年轻的许
梦渊深刻地感受到，戏曲是有力量的，它
是刻在人们心里的文化印记。

人生转折，从台前到幕后

毕业后，许梦渊进入上海滑稽剧团。
待了一年左右，他出现变声期倒嗓的问
题，不得不思考是否离开剧团。

“那时候我想过放弃，但是对这一行
实在太热爱了，想着即使做不了幕前，也
可以做幕后。”当时，团内有一位二胡琴
师看重许梦渊，鼓励他可以做乐队。后来
这位琴师离世后，还让人将他的一把二
胡转交给许梦渊。

实际上，学习曲艺的时候，许梦渊一
直没有落下二胡的学习进度。“上学的时
候，同学们都知道我的二胡拉得比较好。
班上的男同学会拉住我，让我帮忙伴奏
练唱。”

这时曲艺事业遇挫，许梦渊决心把
越剧和音乐的梦想又捡拾起来。离开上

海滑稽剧团后，他先后拜了两位师傅，一
位便是史济华老师，继续学习越剧表演；
另一位是上海静安越剧团的主胡曹永兴
老师。许梦渊成为曹永兴的大弟子，并成
为戚毕音乐的第三代传人。

离开上海，17岁的许梦渊回到了浙
江，开始跟着民间越剧团过着四处“漂
泊”的生活。越剧团的生活很艰苦，常常
居无定所。“到一个新地方，我们要连夜
搭戏台。有一年冬天下着雪，我记得搭戏
台的钢管握在手里，像冰一样。”

许梦渊的家庭条件不差，父母知道
情况后很心疼他，希望他能回家开店做
生意，过上安稳的生活。“那时候年纪小，
没有觉得有多辛苦，又因为心中热爱，所
以没有听父母的话。这段不一样的经历，
为我之后的创作和表演积累了不少素
材。”彼时无畏的少年，拿着手中的二胡，
就好像手握绝世宝剑，有了一股闯荡天
涯的勇气。

许梦渊在越剧团里年龄是最小的，
但拉的是主胡，还要兼其它乐器。因为年
纪小、技术好，有时候在乡下演出，观众
们专门来看他的演奏。

也是在民间越剧团，许梦渊学到了
许多课本之外、章法之外的东西。每当他
听到稀奇古怪的地方调子，都会用心将
调子记在本子上。每天早上，他早早地起
床，二胡一拎，唢呐一拿，跑到人烟稀少
庙里、山上或者田里进行练习。

定居台州，传承地方曲艺

2016年，许梦渊来到台州，开了一家
民族乐器店，从事教育工作。当初最吸引
他留在台州的，便是这里拥有庞大的戏
迷群体。

2019年，他在路桥组织成立了一家
戏曲教育工作室——越艺社，聚集了一
群越剧爱好者，也培养了不少越剧演员
和乐队演奏者。目前社团成员有 80人左
右，成员的年龄有大有小，大家每晚都会
聚在一起学习训练，不亦乐乎。

社员们的舞台表演、唱腔唱调，以及
乐器演奏、布景灯光等，都是许梦渊手把
手教出来的。“他们的一招一式都是我教
的，他们出去表演，我会坐台下伴奏，看
着他们，比自己表演还要满足。”如今，

“身经百战”的社员们一出手，就可完成
“一台好戏”。

乐器店和越艺社做出了成绩，许梦
渊的曲艺生涯也在台州再次启航。

他以“路桥莲花”的表演形式参加各
类大赛并多次获奖，2019年参加中国东部
曲艺展演，2020年参加缤纷色长三角曲艺
展演，2021年参加全国曲艺周展演……

他担任了路桥区戏剧家协会理事、
路桥街道曲艺家协会会长，扎根路桥，为
传承和发展路桥曲艺做贡献。

为了精进曲艺技艺，他又拜了绍兴
莲花落曲艺表演艺术家吴宝炎为师。

“曲艺的形式更加灵活，唱的内容更
加多变，除了唱历史传统故事的长篇，我
们也会唱反映时代主题的短篇内容。”近
年来，许梦渊聚焦社会生活和时代热点，
自编自演了不少孝德、疫情、党建、扫黑
除恶等主题的作品，用于服务百姓，传递
正能量。

关于戏曲和曲艺，许梦渊将自己比
作一座“桥梁”。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他
是个虔诚的学徒，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学
习、吸收优秀的部分，加以内化。同时，他
自觉有一种使命，有责任去传承好老师
的东西，更要发扬好中国优秀传统戏曲
和曲艺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这份
独特的文化魅力。

许梦渊：
以乐为伴，曲艺人生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仙居“八大碗”，曾经是当地
人招待外来宾朋最体面的宴席。
民间传说“八大碗”由八仙发明
制作，故取名“采荷莲子”“湘子
海参”“铁拐敲肉”“钟离翻碗肉”

“洞宾大鱼”“仙姑肉皮泡”“国舅
泡鲞”和“果老豆腐”。其中，翻碗
肉为汉钟离之作，故名“钟离翻
碗肉”。

深谙美食之道的仙居人，习
惯将特色面食麦脸与翻碗肉一
同上桌，将碳水与油脂的叠加发
挥到极致。这一口人间烟火的甜
腻与油香，是多少人的心头爱？

碳水加油脂，
快乐的二次方

由仙居宇杰君澜大饭店后
厨创制的“三色麦脸拼翻碗肉”，
入选了“百县千碗·寻味仙居”获
奖作品名录，在“百县千碗·鲜在
台州”美食大比拼中入选 16 道

“山珍”。
该饭店厨师长张习伍是 80

后，从事厨师行业11年。获悉台州
市要举办美食大比拼，他想，参赛
菜品要具有地方特色，既要美味，
也要有品位。仙居“八大碗”，第一
时间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作为“八大碗”的压轴菜，
“翻碗肉”颇具代表性。

翻碗肉的主料是猪五花。选
购时对肉贩说，买“三层肉”，他
就知道你是行家。夹精带肥、肥

瘦比例恰当的五花肉，肥肉预热
易化，瘦肉久煮也不柴，做烧肉
非它莫属。“我们选用仙居本地
的高山土猪肉，吃起来没有膻
味。”张习伍说。

大块的肉用高压锅大火煮
半小时至五六分熟，取肉沥水，
豪迈地切成厚片，接着在锅中注
油，加热至 250度，五花肉过油，
使得油脂更容易释放。

烧肉重新转入炖锅中，酱
油、杨梅酒等佐料依次加入，在
慢火的催化下，食材在汤汁中翻
滚，完成最后的融合，肉质外观
会呈现出浓油赤酱的特点。

再等上半个小时，开锅，装
入土碗或码盘上桌。

一块块弹动着的五花三层，
裹满琥珀色的肉汁，滋啦啦冒着
油光，不断勾起喉头的耸动。舌
尖顶开油汪润滑的表皮，烧肉在
唇齿间融化，像溜滑梯般从喉咙
溜进胃里。

下意识里，潜伏在体内的碳
水基因苏醒，麦脸可以上场了。

这种仙居特色面食，用玉米
面与面粉混合，靠传统老酵子发
面，形状有扇贝状、块状，蒸熟就
能吃。

揉面时，张习伍的面点师团
队创新地加入菠菜汁、杨梅汁、
可食用碳粉等材料，做出了“三
色麦脸”。

打开饼窝，塞入肉块，在入口
的那一瞬间，Q弹和滑嫩同时向
口腔展开攻击，这一口人间烟火
的甜腻与油香，是抵挡不住的。

挖掘本土美食文化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仙
居人对于家乡味道的坚守一直
在延续。从村际的土菜馆到县城
的大酒店，“八大碗”都是主打
菜，俘获每一个生活或途经这里
的食客的胃。

张习伍告诉记者，饭店点餐区
有一面墙，专门展示仙居“八大碗”
的菜牌。不管时间过了多久，这些
经典菜品仍然享有极高的人气。

除了“翻碗肉”，将猪瘦肉
沾 上 淀 粉 用 棍 棒 敲 过 的“ 敲
肉”，以及将面糊裹着咸带鱼干
油炸的“泡鲞”，点单率也很高。

仙居人办婚宴，会要求莲子
和海参连着上桌。食材组合的谐

音，寄寓了子孙延绵的期待。让
人回味无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
一种传统文化习俗的传承，远非
寥寥数语能够说完道尽。

张习伍的后厨团队对仙居
“八大碗”的烹饪细节不断完善，
对造型摆盘设计不断创新，使其
成为一道道能代表仙居特色的
宴会佳肴。

张习伍希望，用更多本土美
食抓住食客的胃。这两年，他一
直致力于研发新菜品。

他发现，在仙居广袤的山林
土地里，有很多神奇的植物。最
近，他以本地产的野生中药材

“山海螺”为食材，新推出一道限
季药膳“山海螺炖煲”。

本文参考了《仙居风俗记》
《仙居食单：翻碗肉》。

三色麦脸拼翻碗肉：
碳水+油脂的狂欢，无肉不欢者的心头爱

本报记者陈洪晨文/摄
出于采访或参观学习等目

的，我曾多次到访三门亭旁红色
教育基地。每次来都有热情的红
色讲解员引路，每次囿于时间总
是行色匆匆。这一回，找了个晴
空万里的日子，我慢下脚步，自
助游览这个有着“浙江红旗第一
飘”盛誉的红色景区。

红色小镇

1928年，浙江第一支红军队
伍在这里建立，浙江第一面苏维
埃政权的旗帜在这里竖起。鲜艳
的红旗在小镇上空飘扬至今。

作为浙江革命星火初燃之
地，近几年，三门县亭旁镇迎来了
一批又一批重温历史、铭记光辉
的游客。对于多数游客来说，游览
丰富的革命旧址群，打卡红色点
位，是到访亭旁最重要的目的。

为纪念三门人民万众一心抗
击倭寇而竖立的台州海防署古城
墙，是这条红色线路的起点。

由城门进入景区，左手边是
游客服务中心，往右走是红色广
场——宽旷的广场中央，“浙江
红旗第一飘”的雕塑醒目亮眼。

沿着广场一侧树木掩映的
石阶拾级而上，途经丹心亭和包
定烈士诗作石碑，可以通往亭旁
起义纪念碑广场。纪念碑建于
1988年 5月，碑高 5米，碑面镌刻
张爱萍题写的“亭旁起义纪念
碑”红色大字。纪念碑巍然耸立，
像一把利剑直插云天。

原路折返至红色广场，前行
百余米，便是苏维埃成立大会旧
址——城隍庙。民国时期，亭旁城
隍庙曾是国民党区分部，后来成
为亭旁起义集会的场所。走廊上
陈设了展板、塑像、实物模型等，
还原革命先烈在此挥舞着红旗呐
喊，成立苏维埃政权的热血场面。

沿着 1928 红色街区步行数
百米至亭山路55号，一处白墙灰
瓦的院落出现在眼前，这里是由
亭山小学旧址改建而成的亭旁
起义纪念馆。

门面虽不起眼，内容却很丰
富。馆内有烈士雕塑、起义沙盘、
革命文物、影视专题片等实物展
示，以“决策”“抉择”“蓄势”“爆
发”“火种”五个篇章69张展板和
大刀、长矛、火枪等100多件革命
文物，系统展示了亭旁起义的历
史功绩。

出了纪念馆，沿着红色小巷
一路穿行，可以到达包定故居
（包定纪念馆）。

这是一处古旧的四合院，经
当地政府修缮后结构完整。故居
通过展板和实物陈设，分“孝子”

“才子”“赤子”三部分展示了包定
烈士生平。参观每个房间，包定烈
士真实的生活场景铺陈眼前。

至此，主要的红色点位参观
结束。若是时间余裕，不妨再走
一走周边的亭旁总指挥部旧址、
浙江省红色地名馆、包定公园、
包氏宗祠、亭旁红色影剧院等。

我从游客服务中心了解到，
当地旅行社设计了穿红军服、吃
革命餐、看包定话剧、参与红色
电影之旅等富有仪式感的体验
项目，以及一日游、两日游、三日
游等多种与周边景区串点成线
的旅游产品，可供游客选择。

烟火农家

除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亭旁红色教育基地吸引我故地
重游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与居
民区完全融合的景区，生活气息
浓厚，让人倍感亲切。

在 1928 红色街区内信步闲
逛，沿街商铺林立。但你仔细观
察，就会发现这里和许多景区步
行街浓厚的商业氛围、千篇一律

的经营模式大不相同——这里
的商铺大多是为本地居民服务
的，糖烟酒店、理发店、制衣店、
装修建材店、家具店、药店、寿衣
铺等等，生活所需，一应俱全。游
客若是想买纪念品、伴手礼，还
需费一番工夫寻找。一旦巧遇了

“隐藏”其间的特产店，红薯粉
丝、垂面、红糖、茶叶等本地农副
特产，定会让大城市来的游客有
一种“捡到宝”的惊喜。

街区里的小餐馆和小吃摊
卖的是地道的本地美食，浇头
面、小海鲜、松花饼、麦焦头、米
漾糕、状元糕、草糊冻……价格
公道得让人不敢相信。店家和街
坊邻里聊得热络，却不见过分热
情招徕游客进店的。

在这里，你很容易联想到幼
年生活过的老街院落，或是从小
吃到大的早点铺，会不知不觉放
下对陌生环境的戒心，融入本地
人的生活，拐进哪个巷口，走进
哪家小店，都像回家一样自然。

白天景区禁止机动车入内，
居民骑着电瓶车、自行车穿梭，
孩童在街巷里奔跑，人声喧闹，
一片繁华。

我最喜欢从红色小巷前往
包定故居的一段小路。沿途有参
天树木和各式民居，既有保存完
好、至今燃起炊烟的石屋和砖瓦
房，也有几处人去楼空、爬满青
苔的断壁残垣。窄巷曲折，每个
拐角都有不同的视野。穿行其
间，时空仿佛凝固在雕着花纹的
石窗和墙头探出的绿植里。这里
的居民早已习惯游客们好奇的
张望，无论是放学回家的孩子、
收了衣服搭在肩背上的妇女，还
是拎着菜篮子的老人，都会给你
友善的笑容。

曾有红色讲解员告诉我，
“这里的小巷分岔口很多，外地
人过来玩，没人带路或不仔细看
路标，很容易找不到方向，绕了
远路”。但我认为，这正是旅途的
有趣之处，每条错综的小路，都
是值得探索的烟火人间。

离红色教育基地三四公里
处，便是以红色文化研学村、红
色主题民宿村闻名的岙楼村。

汽车驶入村庄，白净的墙
面、层叠的灰瓦，整齐的农家排
屋独具江南风韵；远山如黛、天
空透亮，小小的村庄仿佛一幅清
雅的水墨画。

借着“浙江红旗第一飘”红色
旅游发展的东风，这个村庄共有
29户村民办起了农家乐、民宿，接
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村里还
建了一座红色主题餐厅，内饰风
格颇具年代感，一度成为闻名遐
迩的“网红餐厅”；该村还陆续引
进了养生馆、国学馆等，打造“红
色+养生+民宿”的康养产业……

无论你是自驾游还是跟团
游，来到这里，淳朴热情的农户
都会为你提供家一般温暖的美
食和住宿体验。

追寻红色足迹追寻红色足迹，，体验亭旁风情体验亭旁风情

三色麦脸拼翻碗肉三色麦脸拼翻碗肉

许梦渊（左一）在宁波参加全国曲艺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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