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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博物馆

龙年元宵“耍龙灯”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

“宵”，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燃灯
习俗始于东汉汉明帝时期，其兴起与佛教东
传有关。正月十五这一天晚上，中国人素有
赏花灯、吃汤圆、吃元宵、猜灯谜、放烟花等
一系列传统民俗活动。今年是甲辰龙年，龙
年元宵做龙灯，开启龙飞凤舞新一年。

【时间】2月24日（周六）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二楼友好型教室
【参加对象】7至10周岁学员12人

“福”临万家——窗花新刻
台州的山民多聚集而居，形成村落。

民宅以推窗见山、开门遇水的要求选址。
随地形而筑的民居，山墙多用马头式。人
们对窗的设计也特别讲究，仙居的石窗和
天台的一根藤木窗，显示出奇妙的构思和
很高的审美趣味，人们喜欢设计一些代表
吉祥的字体和图案来装饰花窗，来表达出
民间和合圆满、岁岁绵延的美好愿望。这
个元宵节，让我们来亲手雕刻“幸福”，把
爱带回家。

【时间】2月24日（周六）14:30—16: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二楼友好型教室
【参加对象】9至12周岁（亲子）12组

万事兴“龙”
在我国，龙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

的思想内容和多彩的艺术形式。从古至今，
人类对“龙”的认知不断演变，经过不断想
象与艺术加工，其形象可谓千变万化，种类
繁多，常出现于建筑、器物、织物之上。2024
年甲辰龙年，让我们一起用彩泥制作龙年
摆件，展开想象体验动手的乐趣。

【时间】2月24日（周六）14:30—16: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二楼友好型教室
【参加对象】6至12周岁学员15人

锦鲤跃龙门
坎门鳌龙鱼灯舞，是一种流行于玉环坎

门一带的舞龙，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朝。鳌
龙鱼灯舞以海岛、海洋和耕海为业的渔民为
主体，舞者凭借龙鱼造型的灯彩道具和形象
直观的舞蹈语言，表达征服海洋的意志与丰
收祈求，彰显渔家寻梦海洋，实现富足的愿
望，成为渔区世代传承的民间艺术形式。
2009年，坎门鳌龙鱼灯舞列入第三批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起来博物
馆，做一个锦鲤鱼灯吧。

【时间】2月25日（周日）9:30—11: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一楼大厅
【参加对象】7至12周岁学员10人

迎春纳福 茶香在指尖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茶对人类文明的

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茶叶改变了世界，影
响了历史。茶是春天的仪式感，人在草木间，
来台博体验宋韵点茶，循着自然的规律，沉
浸于美好的茶境之中，感受万年文明之流
长。

【时间】2月25日（周日）14:30—16:00
【地点】台州市博物馆一楼大厅
【参加对象】16周岁以上学员8人

●台州市图书馆

》》台州市民讲堂

雪糕的“加热不融”现象与食品添
加剂卡拉胶

又是“黑科技”？“加热不融”的雪糕，今
年夏天还能吃不？食品科学是一门高度交叉
的学科。食品的一些有趣性质往往包含着深
刻的科学道理，涉及多学科、多专业知识。美
食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
人们对食品添加剂一直存有疑虑。雪糕的

“加热不融”现象引起了不少关注，雪糕成分
里到底添加了什么？还能愉快地吃雪糕吗？

本周六上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张洪斌做客台州市民讲堂，他将对此
现象做一探讨，为读者科普某些雪糕加热不
易融或融化得慢的真正原因以及带读者理
性看待食品添加剂所带来食品安全问题。

【主讲】张洪斌
【时间】2月24日（周六）9:3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纪录片分享会

《镜子》
《镜子》是由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十年策划、两年摄制的中国首部深度探讨
家庭情感教育的真实电影，这是一个关于
心灵回家的故事。三个家庭因孩子辍学而
陷入困境，父母们无奈将孩子送入一所特
殊学校接受“改造”，却意外地让自己接受
了一次触及灵魂的启蒙教育。影片以代际
情感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客观冷静地真实
纪录，呈现三个家庭的社会学样本，以情感
教育缺失这一新视角，重新审视当今时代
中国家庭面临的亲子关系、亲密关系等情
感问题。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而家庭更
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分享嘉宾】张俊亮
【时间】2月23日（周五）18:30—20:00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宪法驿站书吧

台传媒记者彭 洁

元夜琴鼓奏，花街灯如昼。
春节刚过，迎来元宵节。除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闹元宵的喜庆日子里，怎么能少了
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呢？

一

“十四十五闹元宵，秧歌舞龙狮子跳；花
灯热闹鼓乐吹，家家喜迎财神到；别府十五
我十四，台州元宵真别致；家家糟羹门前喝，
苦在前头福有余。”这首民谣里提到的“糟
羹”，就是台州人元宵节美食中的一道美味。

作为台州传统小吃，糟羹造就了台州不
同于其他地方元宵节吃汤圆的独特习俗。更
为特别的是，在台州，吃糟羹一般也分为正
月十四吃咸糟羹，正月十五吃甜糟羹。

咸与甜，在食材构成和烹饪方式上有
所不同。

“豆芽小菜满庭除，万户刀声入耳徐。
五味调烹金鼎沸，只须虾蛤不须鱼。”这是

清代临海诗
人 陈 延 烈 的

《十四夜调糟
羹》中描写的制

作糟羹的场景。从
字面意思来看，做的

应该是咸糟羹。咸糟羹
以米粉为主，配以猪肉、

青菜、蚕豆、豆腐干等，再辅
以冬笋、香菇、蘑菇等山珍，还有干

贝、虾干、墨鱼干、蛏肉、牡蛎肉等海味，
各种食材切丝的切丝、剁块的剁块，依次翻炒
再加水烧开，把加水调成糊的米粉搅拌着下
锅，直至锅里“咕噜咕噜”出香喷喷的味道。

甜糟羹则散发着清甜可口的迷人味道。
被冷水融化开的山粉是主料，所以我们也叫
它山粉糊。配料多是荸荠、莲子、红枣、桂圆、
葡萄干、冬瓜糖、小汤圆等，能中和出甜而不
腻的口感。水煮开以后，把山粉倒入沸水中，
用筷子不停地搅和，直到山粉起泡，呈现出半
透明的琥珀状，一碗香甜的甜糟羹就成了。

无论是口感丰富的咸糟羹还是香浓可
口的甜糟羹，元宵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只要一大碗冒着热气的糟羹端上桌，团圆
幸福的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事实上，不管是不是元宵节，糟羹在台
州许多餐厅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这道传统
美食能吸引众多食客前来品尝。

一碗糟羹，吃的是团团圆圆，承载的是
台州本地独特的风土人情。

二

到了天台，元宵节习俗就变成了“十四
夜，赶道地，吃碗糊辣沸。”“糊辣沸”这个名
字的由来挺有趣，据说是“糊懒废”的谐音，
意思是正月过了一半了，吃了它，应该把糊
涂和懒惰去掉，振作精神，全身心投入到新
一年的劳作中去。

到底什么是糊辣沸呢？其实，它也是一
种用米粉或山粉为主料烹饪而成的羹，与糟
羹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配料
之中，精肉、芋艿、冬笋、荸荠、香干、油泡、川
豆、菠菜、花生米、猪耳朵、黑木耳……各种
佐料切成丁、炒熟，再用山粉或米粉调水拌
和，烧熟成糊状就成了。一碗糊辣沸的精华

之处，在于调配上一点辣椒粉，一大锅烧煮
得热气腾腾，好看好吃还富有营养，是天台
人正月十四必吃的一道美食。

天台人的元宵节，除了糊辣沸，扁食也
不能错过。麦粉制成，形如元宝，馅料呈丁
状，通常为猪肉、豆腐干、茭白、虾皮等，蒸、
煎、煮，不论何种烹制方式，都能实现扁食
的绝佳口感。

三

在仙居，元宵节的味道，被熬成了一锅
香气扑鼻、口味特别的咸酸粥。

对于没吃过咸酸粥的人来说，光听名
字，这道美食多少有点“黑暗料理”的意
思，一碗粥又酸又咸，实在难以想象。但在
仙居人心中，元宵节里的这碗鲜香绵滑的
咸酸粥，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不仅
好吃，还有着美好希冀的寓意。最重要的
是，“咸酸”是当地话“咸”的意思，因而咸
酸粥只有咸味并无酸味。

在仙居当地，最早的咸酸粥，是人们把
在春节里舍不得扔掉的食物，转而煮成一
大锅粥。吃过这一碗，意味着“年”结束了，

崭新的、充满活力的一轮时光开始了。而
今，物资充裕、生活富足，咸酸粥的用料早
已不再是过年吃不完剩下的食物，而是在
年前特地准备好的。

咸酸粥类似菜泡饭，但做法更为讲究，
食材也丰富，有腊猪肠、墨鱼干、豆腐干、香
菇干、芋头、蚕豆、玉米粒、芥菜等，也可以
加上红枣、赤豆等，完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
来打造口感。烹饪时，各种配料炒熟后一起
下锅，搅拌均匀，慢熬细炖。值得一提的是，
要成就一碗地地道道的咸酸粥，咸猪肉骨
头是不能缺少的主角，要是少了这样东西，
咸酸粥的鲜美滋味可就少了一大半。

三门人在元宵节要吃一道麦焦，有团团
圆圆之意。传统的麦焦是元宝形的，象征着招
财进宝，现在为了方便一般做成长条形。

做麦焦的成败关键在于面皮，面皮是
由绿豆粉、面粉和水按比例调制而成，和成
面团后就可以摊面皮了。在圆如满月的面
皮中放置炒得喷香的米面、萝卜丝、蛋皮、
土豆丝、豆芽、芹菜、肉丝、笋丝、香干丝、香
菇等，裹成扎实的条状，面皮软糯、馅料丰
富，可以直接咬下一口吞进肚子，也可以在
锅中煎至金黄香脆后再食用。

元宵节来啦！台州人，你的胃，准备好了吗？

元宵节，你的“台州胃”
准备好了吗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摄
石鼓村是临海市永丰镇的一个村落，

位于永安溪之畔。
从 35省道进村，可以看到许多新旧交

叉的居民楼。村子中有座小楼，青砖叠压清
水外墙，砖混结构，木门窗，坐北朝南，苏式
风格，二楼南面有走廊。

小楼名为“环江环山楼”，看似寻常，却
是水利专家胡步川退休后所建。为纪念胡
步川先生，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内涵，当地政
府重修了胡步川故居。去年底，以“环江环
山楼”为基础设计改造的胡步川纪念馆正
式开放。

生平

胡步川纪念馆整体建筑面积共 280平
方米，展厅面积 180平方米。纪念馆共两
层，9个展厅，由序厅、展览厅、水文及测绘
知识互动室等组成。

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胡步
川的半身铜像。铜像背后是“立身期禹稷
励志克辛艰”十个大字，摘自胡步川生前创
作的一首小诗，完整的内容，则被铭刻在其
位于村西焦山上墓前的石碑上。

再往内，便是正式展厅，展出内容按
时间顺序从胡步川求学时期、从师入秦、
辞富居贫、情归故里等多个部分展现，共
计版面、照片 100 余幅，书画、遗著 60 余
件，生动全面地展示了其为实现理想而勤
勉、坚韧奋斗的生命历程以及在水利事业
上的业绩贡献。

1893年，胡步川出生于临海市永丰镇
石鼓村。因为地势原因，每年夏秋台风袭来

之时，村中免不了遭受水患之痛。他曾在记
述生平的《七十八岁生日回忆》12屏诗轴
中，提到洪水毁田一事：“种得花生二亩四，
洪水骤来随波逝；继之大旱禾苗枯，终岁勤
动惟流涕。”因此，他立志学水利，希望学成
治水本领，报效乡梓。

胡家家境贫困，胡步川从小便帮父
亲种田放牛。不过他热爱学习，最后凭着
自己的努力考入临海城内的浙江省立第
六中学。1916年，胡步川从省立第六中学
毕业，并于次年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
学校。

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因为勤奋
好学、为人踏实，胡步川受到中国著名的水
利专家河海工专教务长李仪祉教授的赏
识，对方不仅关照他的生活，还将自己毕生
学问毫无保留地精心传授，使得胡步川在
学业上大有长进。毕业后，胡步川留校任助
教，并兼任校刊编辑。

1921 年秋，陕西发生了特大水灾，
泾河、渭河两岸的居民受灾严重。1922
年，李仪祉受陕西省政府之邀，决定赴
陕西兴办水利工程，胡步川紧跟恩师脚
步入秦。

泾河流域的泾谷，山高坡陡水急，百里
荒无人烟，时常有野兽出没。要想治河，首
先要绘制出准确完整的地理水文图。曾有
多支水文测量队想要完成此举，结果都以
失败告终。

胡步川却不气馁，他决定出任渭北水
利局的测量队长。在周密的组织计划和准
备后，他率队逆水而上，去接受泾河恶劣的
挑战。经过艰难拼搏，克难阻险，一张高度
精密的泾河地理水文测量图终于绘成了。

此后数十年，胡步川先后担任汉中
水利工程处主任工程师、华北水利委员

会工程师、西江闸建设总工程师、金清闸
工程处主任工程师等。1957 年任中央水
电部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首任
所长。

功绩

参观完一楼，相信许多人已经对这位
治水先贤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那么，
二楼的展陈则会让大家对他增加一份亲
切感。

温岭负山涉海，民国时期，入河诸溪源
短流急，难以蓄洪。由于金清港上不能泄
洪、下不能阻潮的水患，屡遭洪潮袭击，仅
1923年就“淹死人无数，无主尸棺达 876
具”，于是，民众迫切要求重建金清闸。

1929年，在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
师期间，胡步川得知家乡要发展水利，于是
毅然放弃高薪职务，回到家乡，以低薪就任
金清闸工程处主任工程师，设计建设新金
清闸。

在此期间，他深入实地进行全面调研，
撰写《论金清港建闸》报告，提出了一要省
地势、二要划一横断面、三要测量全流域面
积及雨量、四要谋改良、五要节经费的建闸
举措，评估了“以最小利益每亩增加农产物
一元计算，则每年即可增 90万元之收入”
的工程效益。

工程选址确定后，他夜以继日地开展
设计工作，完成了闸 22孔，每孔净宽 2.5
米，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图纸。该方
案比早年省水利厅聘请的荷兰工程师提出
的方案节省一半投资。

1934年 8月 8日，新金清闸建成，闸 22
孔，水闸排水宽 55米，是当时浙东规模最

大的出海闸，也是较早建成的由国人自行
设计与施工，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中
型出海水闸之一。2010年被载入《中国河湖
大典》。

如今，在纪念馆二楼我们不仅可以看
到新金清闸的模型，也可以通过投影仪了
解该水利工程的原理。

在全力开展新金清闸勘测设计工作的
同时，胡步川又作为工程师，负责建设黄岩
西江闸工程。因为长期奋战在工地一线，积
劳成疾，落下了肺疾。他带病工作，并作诗
自励：“岁月如流电，生涯如破船。急须修理
好，鼓棹过深渊。”

返乡

参观完展厅，大家可以沿着走廊前往
南面的房间，这是胡步川晚年时的居所。里
面摆放了许多当年他用过的老物件，有中
式老藤椅、老式西洋灯、老式胶片相机、软
皮沙发、红木衣柜等。

1973年，80多岁的胡步川退休回乡。
虽到了耄耋之年，他仍不肯休息，发挥最后
的余热为家乡做贡献。

受当地邀请，他发挥专长，带领大伙利
用有限的条件搞水利。他在始丰溪、永安溪
上建筑堤坝达 11座，并在多处植柳护堤，
实现了少年时的夙愿。他还拿出多年的积
蓄捐给当地小学，鼓励教育。

1982年，胡步川去世后，家人遵照他的
遗愿，将其生前在临海的藏书、笔记、创作
的书稿以及《记事珠》日记全都捐给临海博
物馆。纪念馆里也展出了胡步川大量的书
稿、字画、绘图工具和具有史料研究价值的
水利工程图片。

胡步川纪念馆：
心系河海 步履百川

《记事珠》胡步川纪念馆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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