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泰伯旅游公司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春在梅里·喜上‘梅’梢—— 2020泰伯庙
会”将于1月30日（正月初六）启幕，至2
月8日（正月十五）结束。现如今，泰伯庙
会在历经社会变迁后，逐渐形成融祭祖仪
式、踏青访友、农贸集市和文化娱乐等多
种功能于一体的民间集会活动。除了大
型民俗巡游展现传统文化之外，在本次庙
会举行期间，还将举办三颂泰伯、泰伯家
祭、泰伯庙会启动仪式、传统商贸活动、名
特优商品展、“欢歌新春·高新梅里”动感
秀、吴地民间艺术展演、市民文化周活动、
灯谜会等十项活动，组织形式多样，内容
精彩纷呈。深受锡城居民欢迎的民俗巡
游将继续扮靓泰伯庙会，今年的巡游队伍
除了保留龙凤呈祥、花篮迎春、高跷抬阁、
江南连厢等传统的民俗团队之外，还有至
德世系、梅里农耕、梅里非遗等多项富有
梅里特色的民俗表演展现吴地文化的深
厚底蕴和丰富形式，为庙会送上浓浓的年
味，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一道雅俗共赏的文
化大餐。

除符合大众口味的传统商贸之外，2月
1-3日（正月初八至正月初十）期间，还将
举办“品质梅里”名特优商品展。本次展会
将集结30余家优质的展商。展品将会有
梅村当地的特色产品，酒酿、猪头肉、工艺
二胡等；也会有粮油、茶叶、酒水等副食品；
还会有一些来自新吴区对口帮扶地区陕西
宜川县的优质特产。值得一提的是，梅村
街道全力打造的文创品牌“梅里美礼”也将
在展会现场首次公开亮相，产品包括具有
古朴之美的“青铜时代”系列、有描绘诗意
江南、千年文脉的“江南范”系列和独具梅
里特色的“乡情”系列，值得期待。

另外，2020 年
度泰伯庙会启动
仪式的现场也将
充满新意。以
中华德城的
古城墙为
背景搭建

而 成 的 舞
台 以“ 中 国

结”作为造型，
舞台中央覆以鲜

亮的梅村 Logo，
舞台上方的“春在梅

里·喜上梅梢”主题字与侧景“诗里 画里
梅里”遥相呼应。启动仪式中的环节设计
将充分利用伯渎河之水演绎梅里故事。
当天举办的“欢歌新春·高新梅里”动感秀
也将会是一大亮点。动感秀将采用时尚
的街舞秀、网红歌曲等人民群众比较喜欢
的演出形式来展现，为国家级非遗泰伯庙
会创造一种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动感与
厚重完美融合的文化氛围。

此次庙会融入了诸多的新科技、新元
素、新内容，更加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弘
扬与传承，更加注重提升群众的参与感和
互动性，更加注重宣传梅里文化小镇的文
化品牌影响力，希望能够为大家呈现一顿
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传统与科技完美融
合、乡愁与回忆齐上心头、经济与文旅深
度融合的“年味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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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到现在，这里的年味一直那么浓
过年是传统，浓郁的年味凝聚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精华、饱含着人们对

吉祥如意的向往、对和谐美满的渴望。贴春联、吃美食、逛庙会……来看看新吴
区的年味多年来有什么变化？

都说民以食为天，各色各
样的美食不仅能满足人们饱腹
的需求，更能带来心灵上的愉
悦。要说过年吃什么，老无锡
肯定都知道，餐桌上少不了的
必定是糕团，这寓意着高高兴
兴、团团圆圆的传统美食，仍有
着自己独一份的名气。而无锡
有名的糕团就不得不说到鸿
山。

一大早，在新吴区鸿山街
道鸿南路上一家小店门口，蒸
笼里不断冒出白蒙蒙的热气，
还伴随着阵阵米香。这是当地
一家非常有名气的糕团店，临
近春节，店里忙得热火朝天。
不大的店面里，六七位老人正
在制作青团。“豆沙先要用红赤
豆放在锅里煮烂然后捏……”
今年75岁的夏素
芳老人告诉记
者，她还未出
嫁时就已经
会做糕团
了，每到
过年过
节鸿山
这里家家
户户都自己
制作，而她也
已经做了五十
几年。要把麦叶
放在机器里打出青汁吃起来才
会有麦叶的清香、每个团子都
要称一称，大小要做的差不多
……她一边包团子一边给记者
讲做青团的要点。这段日子
里，阿姨们每天七点上班，做到
下午五六点下班。一天能用掉
三百多斤材料。“这就是传统，一
代代传下来的。”一旁正在做青
团的另一位阿姨感叹道。

“我们的团子是因为泰伯
三让天下的典故，所以大家都
叫三让糕团。三种馅寓意三
让。”这家糕团店是老板娘浦月
花多年前从公婆手中接下的，
如今，在她的经营下，生意也越
来越好。她介绍，青白团子一
般每年做两季，一次是冬至前
开始制作售卖，一直做到小年
夜基本结束。还有一季则是清
明节的时候。“其实现在过年吃
糕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无锡
了，因为糕团寓意高高兴兴、团
团圆圆，所以也常有周边市区
的人前来购买。生意一年比一
年好，吃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浦
月花表示，这几年年糕也越卖
越好，桂花白糖年糕、青年糕、红
糖年糕、南瓜年糕，有时候还会
有豆沙年糕。虽然和往年一样
都是冬至前20天左右开始忙碌
一直到过年，但是今年常常会
加班加点赶制。

“一开始是一青二白三只
团子包在一起，和三让的寓意
相呼应，发展到现在是10只青
团，10只白团放在一盒里。”浦
月花告诉记者，虽然包装有所
改变，但店里的糕团更注重传
统口味的传承。“萝卜丝馅、肉
馅、豆沙馅，一直都是这几种口
味。通过多年的经验发现大家
还是喜欢传统口味比较多。年
轻人偶尔会喜欢网红口味，比
如蛋黄肉松馅。但是还是传统
口味更加受人们喜爱。”她介绍
道，多年来做团子都坚持买红
豆回来自己做豆沙，芝麻也是
采摘挑选过后，由店里的阿姨
炒制、压碎、搅拌的。随着大家
对传统美食的热爱越来越深，
更多年轻人也会想要吃一吃传

统美食，所以现在的销
量也越来越好。

在鸿山的街头
晃晃悠悠，记者来
到了另一家在鸿
山当地同样非
常出名的糕
团店。从外往

里看，小小的店
面里整齐地摞着

一盘盘的年糕。走
近一看，店面虽小，后

厨却足足有两间屋子，
一间屋子专门做年糕，一间屋
子专门做团子。老板华静娟介
绍，自家的青团有豆沙馅、芝麻
馅，白团有萝卜丝馅、肉馅、笋干
肉馅。“我们这传统就是，春节、
清明都要吃团子，然后年糕只
有春节的时候会吃。这些年
来，习俗也从家家户户都做团
子、年糕，变成了现在的家家
户户买年糕吃。”

与之前那家糕团店走传统
路线不同，这家糕团店更注重创
新。在店里的架子上，记者看到
年糕的种类很多，红豆年糕、南
瓜年糕、乌米年糕、青年糕、红糖
年糕。黄色的、紫色的、绿色的、
白色的……各种颜色的年糕整
齐的摆放在一起很是好看。

华静娟表示，因为顾客有
需求，所以一直在考虑创新，从
以前的只有青白红三种口味，
到现在的六种口味，都是自己
按照顾客的要求慢慢摸索出来
的。“今年红糖年糕卖得最好，而
小孩子们更喜欢五颜六色的年
糕放在一起。”

事实上，民间小吃也有着
不小的意义。早在十年前，也
就是2010年，鸿山的青白团子
就已经获评了无锡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历经千年的吴地美食，
在新一代食客的口中，依旧长
盛不衰。

“春节张贴的
就是春联，还有祝
寿的寿联，结婚的
喜联等等。而其中
春联对中国人来说
更为重要，因为春
节文化离不开春
联，也是楹联中大
家接触人数最多
的。”无锡市楹联学
会副会长蒋东永介
绍。新春佳节来临
之际，是蒋东永最
忙碌的时候，作为
一个楹联人，为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社区、到校
园、入企业已经成
为他生活的常态，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他钦佩他不仅仅是
因为他的作品，更
多的是被他对楹联
的热爱，以及想要
传承、发展楹联的
精神所打动。

说起楹联，他
给记者推荐了一本
书——《跟着楹联读
新吴》。因为新吴区
的行政建制时间还
比较短，但又历史悠
久，是几千年吴文化
的发源地。而这本
书每个篇章的标题
都是楹联。以楹联
开头，把楹联作为

“导游”去介绍新吴
区从古至今的历史
和文化。书中的楹
联除了有注明作者
及说明是古代的成
联外，包括题目楹
联，都是原创。

蒋东永介绍，多
年来新吴区的楹联
文化努力走进校
园。南丰小学通过
八年的努力，从无锡
的楹联教育基地，到
江苏省楹联教育基
地，时至今日早已被
评为中国楹联教育
基地了。2019年，
新吴区实验中学也
成为了无锡楹联教
育基地的一员。去
年新吴区还成立了
新吴区民间文艺家
协会，将来肯定会有
更多将楹联和书法
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去弘扬这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习
俗。（晚报记者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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