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陈洪晨 电话:88516571 邮箱:tzrbzhm@163.com

2023年12月1日 星期五5 周末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10月底，仙居剧院举办了一场台州市名家（名团）展演活动。这
是一台热闹非凡的戏曲、曲艺展演，集结了一批观众喜欢、经得住
时间考验的原创作品，生动美丽的曲艺唱词、寓理于情的温暖小
戏，让现场群众在欢笑之余，领略到戏曲、曲艺之美。

演出谢幕，伴随着鲜花和掌声，一位身着红色唐装的中年男子
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便是仙居县文化馆原馆长应再苗。

应再苗是土生土长的仙居人，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
音乐文学协会会员、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理事、台州市曲艺家协会副
主席，曾入选台州市“四个一批”人才，三次获台州市文化“曙光
奖”，是台州市名家工作室领衔人、仙居县拔尖人才。

从教师到群文干部

1987年，20岁的应再苗从临海师范学校毕业，回到仙居，成为
了一名人民教师。生活中，他是一名充满追求和才华的文学青年，
执笔为剑、直抒胸臆，逐渐成为全县远近闻名的“笔杆子”。

在校主修音乐教育的他，进一步展露音乐才华，跟随台州著名
古筝、二胡大师张亮学习二胡，向台州作词家华友国请教学习音乐
创作，多部词作在《词刊》等音乐文学刊物刊登。

应再苗的创作能力得到更大发挥的空间，是在群文大舞台上。
1998年，已成为校长的他，转岗到仙居县文化馆，成为一名创作型
干部，很快被提拔为创作室主任。

扎根群文战线25年，应再苗展露了音乐、戏曲、曲艺等多栖创
作才能。他创作的多部作品在市原创流行音乐大赛、市声乐大赛、
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等台州群文赛事中获奖。

然而，回想探索戏曲、曲艺创作的新领域，应再苗说自己也未
曾预料。

进馆的前 12年，应再苗在基层舞台上一路精彩，出演了大量
小品节目。他热衷挑战平凡人物，用一次次接地气的精湛表演，把
欢笑和正能量传递给老百姓。

演而优则导。2010年，文笔优秀的应再苗开始创作剧本，通过
群文业务培训，得到周子清、施莉盟、周鸣岐等老师的指点。

因为工作需要，应再苗曾参与仙居县民间艺术普查，走访中发
现，仙居山歌、三十六行说唱、铜钿鞭、词调、道情、莲花落、细吹亭、
傩戏……原来，家乡蕴含着这么多鲜活的民间艺术。

对于接触过的本土特色曲种，应再苗都略通一二，也都能写。
于是，用戏腔宣唱百姓故事，成为了他独有的创作模式。他笔下的
作品总是闪耀着人性情怀，下笔与展喉有温情、有辛辣，语言接地
气，故事有共鸣。

“我想把丰厚的传统曲艺精华提炼出来，赋予作品新的人文内
涵，让观众领悟老戏新唱的艺术魅力。”应再苗说。

小戏抒发大情怀

长期从事曲艺戏剧创作与研究，应再苗的小戏、小品在国家
级、省级、市级的比赛、展演活动中，均表现不俗。

2019年，现实题材台州词调《浪子认亲》在第十届全国小戏小
品曲艺大展演中斩获多个奖项，同年还受邀亮相中央电视台戏曲
频道《一鸣惊人》栏目。一曲词调娓娓道来，以真挚的情感、精巧的
情节设计，展现小家大国的情怀，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台州
词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曲艺形式，通过主创团队的创新与融合，让
我们看到了可喜的传承与发展。”

这些荣誉和认可，更加坚定了应再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责
任感，“我们要将作品带上更多舞台，向大众展示仙居、台州文艺创
作的新成果”。

小戏小品容量虽小，却有极大
的精神内核。应再苗会围绕乡

村振兴、环境保护、真情抗
疫等现实话题，创作了许

多作品。道情《孤岛明
灯》《满院春色》，词调
《青石岭》《人情卡点》
等现实题材作品，闪
耀浙江省曲艺新作
大赛暨群星奖选拔
赛等多个赛事，都
是用他擅长的曲艺
形式，把精彩故事讲
出来，把优良传统传

播开。
现代越剧小戏《最

后一枪》传递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价值观，作品颇有

“成人童话”的味道，有趣又有深
意；轻喜剧《水埠争妻》根据仙居埠头

镇民间传说改编，生动展现水韵埠头的民俗风貌……
同时，作为一名资深群文活动导演，应再苗还将多种形式的民

间艺术融入到“送戏下乡”演出以及仙居杨梅节等大型乡村节庆的
舞台中，让广大观众感受到老戏新唱的别样魅力。

创作之余，应再苗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群文培训工作上。作为
应再苗名家工作室的领衔人，他将出人才、出精品作为工作重点，
为本土曲艺的发展接好班、传好棒，培养了叶巧玲、王彪等曲艺工
作者。

应再苗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润笔作品《大爱精诚》，这部越剧
小戏即将备战国赛。今后，他也将继续保持执笔创作，“希望能创作
出更多与时代合拍、具有地域特色的好作品，将台州的民间艺术带
向更宽广的舞台”。

应再苗：
用曲艺创作
讲述现实故事

台传媒记者陈洪晨

最近，台州蜜橘迎来丰收季。每
天，大量蜜橘被销往全国各地，远在千
里之外的人，也能分享这份甜蜜与喜
悦。而生活在原产地的台州人，“日啖
蜜橘三百瓣”自是不足为奇，更把橘子
吃出了千变万化。

在台州市“诗画浙江·百县千碗”菜
品名录中，就有多道与“橘”有关的美
食，比如临海的“拔丝蜜橘”，黄岩的“橘
味仔排”“橘乡鱼米”“糖水蜜橘”……黄
岩的厨师名匠还别出心裁地打造了

“中华橘宴”，菜品包罗万象。

一

台州地理得天独厚，食材丰富多
样，山珍海味都不在话下。当黄岩蜜
橘与宁溪土猪肉碰撞，会产生怎样的
美味？

黄岩国际大酒店厨师长高卫国就
有一道拿手菜——橘味仔排，曾在“百
县千碗·鲜在台州”美食大比拼中斩获
最佳创意奖。

一盏盏镂空的小橘碗里，盛放着
一块块带着汁水的仔排。青黄的橘皮
与酱红的仔排相映衬，令食客见之食
指大动。尝上一块，仔排浸透着蜜橘的
甜味，排骨肉瘦而不柴，油而不腻，酸
酸甜甜，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黄岩有‘中华橘源’的美誉，我对
蜜橘入菜一直很感兴趣，持续研究了
许多年，橘味仔排就是一次成功的尝
试。”高卫国介绍，“我们采用宁溪农户
供应的本地土猪仔排，橘皮也采自新
鲜蜜橘，因此这道菜每年只在橘子上
市时售卖三四个月。”

制作时，高卫国将橘皮切细丝，不
加食用油，干锅炒出橘皮的芳香，“橘
皮既能增加仔排的酸甜滋味和清新香
气，又能解去排骨肉的腻”。他还用橘
子镂空制作成一盏盏精致的小橘碗，
用于盛放仔排，令人眼前一亮。

除了山珍，蜜橘也能为台州的海
鲜、河鲜增色提味。

黄岩民间宴席中有一道菜名为
“橙黄橘绿”。螃蟹蒸熟后取蟹粉，加入
姜末、松子炒制，再加高汤和少量橘
汁，摘取带有绿叶的新鲜橘子，在橘皮

表面刻如意纹，倒入蟹粉后上笼蒸制。
精湛的烹饪手法，让果香与蟹肉融合，
滋味鲜甜，香气清新。

而“橘乡鱼米”，则以桂鱼鱼茸为
主要食材，以鲜橘制成的小橘篮为容
器。将鱼茸制成一粒粒鱼珠并煮熟，
调味、勾芡、翻炒后装入小橘篮，最后
加入松子和橘肉。每年蜜橘丰收之
际，黄岩民间会举行庆丰收、祈橘神
的宴会，“橘乡鱼米”就是其中一道必
备的名菜。

还有一道“橘丝爆虾”，是在传统
菜葱油虾的基础上创意而成，以长潭
虾为主要食材，橘皮切丝作为佐料添
香。刚出锅的橘丝爆虾，金黄油亮的湖
虾鲜艳欲滴；品尝一口，虾肉鲜嫩紧
实，连虾壳都松脆可口；囫囵下肚，橘
皮的酸甜与湖虾的鲜香相互交融，留
于唇齿之间……

作为台州“甜蜜蜜”的代表性风物
之一，蜜橘做起甜品来，更是得心应手。

临海羊岩山庄有一道招牌菜“拔丝
蜜橘”，以“天下一奇，吃橘带皮”的涌泉
无核蜜橘为主要食材，新鲜橘肉裹上白
糖熬制的拔丝糖霜以后，香甜更甚。

还有“糖水蜜橘”“一捧瑞雪”等甜
品，都让台州蜜橘的甜蜜滋味更上一
层楼。

二

灿烂的蜜橘文化，孕育了台州独
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从2021年开始，黄
岩区餐饮协会会长王以洲就整理和归
纳台州菜中的橘元素，汇聚当地特色
食材，与橘文化巧妙、和谐地融合，做
成了一道道黄岩特色的美味菜品，打
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华橘宴”。

“中华橘宴”分为“橘神迎宾”“橘
仙蒸鸡”“橘色满园”“橘贤毕至”“橘华
天宝”“橘花献瑞”“橘香留齿”七大主
题，由一道前菜、十二道热菜和三道点
心，共十六道菜肴组成。每道菜品的背
后，都有脍炙人口的蜜橘佳话。

“橘神迎宾”主题为迎宾菜，以颇
具神韵的橘神雕像为装饰，由八道冷
菜拼盘作为前菜，分别为宁溪牛肉、

屿头板栗、上垟焖笋、富山白肉、长潭
溪鱼、沙埠菜头、永宁肠卷、澄江橘
乐，汇聚了黄岩各地的农特产品和经
典小吃。

热菜更是尽显台州的橘文化。
“橘仙蒸鸡”主题，承载着橘仙培植金
树橘果的传奇故事；“橘色满园”主题，
包含橘黄鱼肥、橘丝爆虾、橘味仔排、
橙黄橘绿四道菜；“橘贤毕至”主题由
两道菜组成，讴韶响铃的背后是“讴韶
车,十八进士聚一家”的美谈，清献豆腐
则与南宋第一贤相杜范有渊源；“橘华
天宝”主题里有八宝脆鸭、清香鲜芋、
稻香茭白、马蹄踏霜四道菜，包含黄岩
乡间的特色食材；“橘花献瑞”主题里
有一道甜品，将金橘、糯米圆子、蜜枣
等用打发的蛋清加以蒸制而成，外观
白嫩如雪，整道菜有一种独特的清香。

“橘香留齿”主题则包含三道点
心，除了人们熟悉的传统小吃——永
宁庆糕和宁川麦鼓，厨师们还创新开
发了橘子慕斯。这道神似蜜橘的点心，
被匠心巧手地呈现出来，其味似橘，酸
甜绵软；其形若橘，象征吉祥如意、团
圆美满。

“我想让更多人因为美食，爱上台
州这座城市。”王以洲希望，把台州的
文化融入菜里，让食客享用美食的同
时，感受台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橘宴”，不止有橘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摄
继去年“围炉煮茶”出圈后，今年

秋冬，“罐罐烤奶”也火了。
这种饮品被网友称为“围炉煮茶

平替”，因制作过程透明、价格实惠、配
方养生等特点，迅速火爆出圈。

在小红书平台上，与“罐罐烤奶”
相关的笔记有 2 万多篇。在抖音平台
上，#罐罐烤奶茶#相关话题播放量超
6000万。

如今，这阵风也刮到了台州。

“罐罐烤奶”走红

11 月 26 日晚，位于临海市古城
街道的花街夜市，灯火通明。道路两
边，各种美食摊位整齐排开，烟火气
十足。

在夜市中段，一家罐罐烤奶摊位
前围了不少顾客。一张小小的桌台上
摆放了一个烤炉，烤炉上几只瓦罐“咕
咚咕咚”冒着热气。烤炉的前面则整齐
地摆着几个透明塑料罐，分别装着枸
杞、茉莉、玫瑰花、桂花、龙眼肉、红枣
和黄冰糖等食材。

“我们做罐罐烤奶已经有一个多月
了，每天过来品尝的顾客还挺多。”摊主
李伟军拿着长勺一边搅拌着罐罐里的
奶茶一边介绍，“每天晚上能卖30杯左
右，生意好的时候可以卖到50杯。”

李伟军是 95后，广东人。一年前，

为了追求爱情，他来到小城临海。
在临海住下来后，李伟军便尝试

着在花街夜市售卖手打柠檬茶谋生。
因为料足、口味好，他的柠檬茶很受欢
迎。不过，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柠檬茶
生意开始淡了下来。

一个月前，他在抖音上刷到了“罐
罐烤奶”的视频，这让他看到了商机。

“这不就是围炉煮茶的平替，年轻人应
该会喜欢。”

购买了相关器具后，他在家里跟
着网上的教程学习制作。李伟军表示，

“罐罐烤奶”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将
牛奶、茶叶和糖按比例投放，5分钟左
右就能烤好一杯。

而“罐罐烤奶”的口味则跟原料的
选择有很大关系。“我尝试过多种纯牛
奶，最后找到了最适合的一种，煮起来
奶香浓郁，回味甘甜。”

他的摊位目前推出了玫瑰烤奶、
桂花烤奶、茉莉烤奶、桑葚玫瑰烤奶四
种口味，前三种售价12元，最后一种13
元，相当于奶茶店一杯中等奶茶价格，
顾客都愿意接受。

离李伟军的摊位不过百来米，还
有一家“罐罐烤奶”摊位。摊主是张露
燕，一个00后小姑娘。

和李伟军一样，张露燕也在一个
多月前开始摆摊销售“罐罐烤奶”。这
是个嗅觉敏锐又勤快的姑娘，看到“罐
罐烤奶”在网上风靡后，认为在临海也
可以有市场，于是来到花街夜市支起
了摊位。

“‘罐罐烤奶’始于云南一带，我嫂
子就是云南人，跟她了解了制作流程
后，我自己在家琢磨了几次，就出摊
了。”张露燕表示，目前生意还可以，

“每个晚上的销量在30杯左右，客户多
是年轻人。”

闲聊间，一个路过的年轻男孩被
张露燕的摊位吸引了目光。经过一番
了解，他点了一杯茉莉口味的“罐罐烤
奶”尝鲜。“男生喜欢茉莉和桂花口味
居多，女生则喜欢玫瑰和茉莉口味居
多。”张露燕一边制作一边介绍。

一只烤炉，几个陶罐，摆上花茶小
料，就可以支起一家“罐罐烤奶”小摊。
简单便捷的模式，让“罐罐烤奶”短时
间内就在台州各大夜市风靡。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除了临海的
花街夜市，在椒江、路桥、黄岩、温岭等
多个县（市、区）的夜市，都有“罐罐烤
奶”的身影。

比如，在黄岩东城街道的夜市，摊
主黄女士从 10月份开始售卖“罐罐烤
奶”，每天晚上出摊两到三个小时，就
能卖出50杯左右。

还有部分商家将这一产品“植入”
烤肉店、火锅店、甜品店中，化身精简版
围炉煮茶，成为门店的网红打卡项目。

新鲜感和养生属性
是最大卖点

“罐罐烤奶”为何能迅速走红，并
成为年轻人消费的新宠？

在李伟军看来，主要有几个
原因：“一方面，‘罐罐烤
奶’与‘围炉煮茶’一样，
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
美时尚。这种新鲜的
事物具有很强的吸引
力，能够快速俘获人
心。另一方面，‘罐罐
烤奶’的养生元素也
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
亮点。”

张露燕也认可李
伟军的观点，“现在的年
轻人都蛮注重养生的，对
于养生产品很有好感”。她
在售卖“罐罐烤奶”的基础上，
又开发了桃胶雪燕炖奶、古法姜奶等
新产品，果然销量很好。

椒江的白领张瑞雪在尝试了一次
“罐罐烤奶”后，就成了它的忠实粉丝。
“一开始是对新事物的好奇，喝完后感
觉味道也很不错，茶香和奶香都比较
足，就喜欢上了。”而让张瑞雪屡屡再
喝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她觉得健

康。“从烤茶到煮奶，操作步骤全程展
示，真茶真奶，店主加了哪些料都看得
到。像牛奶和玫瑰花、枸杞这类的组
合，一看就十分养生。”

被“罐罐烤奶”的养生属性吸引而
来的，还有来自温岭的卢琪。“第一次
喝‘罐罐烤奶’，感觉味道挺香甜。冬天
来一杯，暖暖的很舒服。我看里面的原
材料有玫瑰和茶叶，又是用纯奶煮沸，
相当养生。”于是，原本只想尝鲜的她
就此“沦陷”，隔三岔五要来上一杯，

“比起奶茶店的奶茶，感觉喝这个放心
一点。”

不过，也有人担心“罐罐烤奶”是
否会和许多网红饮品一样，只能“昙花
一现”。

临海市民清清最开始接触“罐罐
烤奶”是在云南。“在云南旅游时，我
发现路边有很多卖这种烤奶的小摊。
喝过后感觉还不错，比较新颖，颜值
高，还健康。”从云南回来后，她想在
临海也支一个“罐罐烤奶”的摊位。

“我在网上搜索了教程，自己尝试着复
刻，最后发现味道差很多，就放弃了。”

后来，她在临海的夜市买过一杯
“罐罐烤奶”，品尝后觉得味道一般：
“香是很香，但喝起来跟云南那边的
还是有差距，不会尝试第二次。”

路桥的小周也在夜市经营着一家
“罐罐烤奶”，目前生意尚可，但对于未
来她并不乐观：“‘罐罐烤奶’产品相对
单一，很难实现‘长红’。”

对于“罐罐烤奶”的生存周期，李
伟军并不担心。“网红产品火得快，跟

风的商家也多，所以质量良
莠不齐。风头一过，许
多口味一般 的 商 家
会因为客流量减少

退出市场。在我看来，
只 要 用 心 经 营 ，用 料
上佳，保证口感，还是

会 有 很 多 回 头
客的。”

这个冬天，你喝“罐罐烤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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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州各地的夜市都出现了“罐罐烤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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