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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乳娘》我看了两个版本，这次在济
南首演，挺感人，剧本修改得好，演员在状
态，节奏控制、感情渲染都可圈可点，音乐、
舞美等都做得不错。乳娘形象在舞台上立起来
了。不过，我觉得还缺那么一点儿味道。什么

味道呢？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倒是想起了
2017年秋在济南看的话剧《白鹿原》。

那晚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在济南首
演，我连看了两场。热情的济南观众起立鼓
掌，每场演员谢幕都四五次。《白鹿原》制作
人李宣说，她最高兴的事儿是，散场了，混在
观众人流中，听着观众五花八门的评论，学说
白鹿村方言(蓝田话)：“揍丝滴、揍丝滴”(就
是的、就是的)。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
用的是有味道的方言。话剧《乳娘》可否也来
个方言版，突出《乳娘》的原生性呢？

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准确地说，
应该叫陕西人艺方言版话剧。它的最大亮点是
演员采用陕西白鹿村方言，而不是普通话与方
言混搭。“演员选出来了，再根据语言归类，
陕西方言一个村一个样，有很微妙的差距，外
地人听不出来。我们话剧要的方言，一定是白
鹿原这个村里的，也就是蓝田话。我们这个团
队经过了四十天的方言训练。指导老师是一个
卖羊血泡馍的，他是蓝田人，特土、特到位的
那一种，咬字啊，吐音啊，都是标准的白鹿原
上的味儿。”就方言这个问题，我专门采访过

李宣。
为什么要坚持用方言？李宣说：“我们的

首演在陕西，这是一道关。首先是方言，这个
戏叫方言话剧。如果观众看了，觉得你说的是
宝鸡话，第一印象就不认可。所以既然要做到细
致，就得精益求精，做到有良心。走到祖国各地，
大家听了觉得，这就是陕西话啊，他们分不清陕
西话有不同的腔调，不会过于挑剔。但你敢保证
这里面没有蓝田人吗，没有家乡人吗?如果家乡
人也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乳娘》突出塑造了姜守贞、于三娘、王
秀英三位乳娘形象。她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乳山
人，她们都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八路军为了打
鬼子，连命都不要了，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孩
子。一心一意跟党走，舍其所有，倾其所能。
面对嗷嗷待哺的革命后代，敞开宽大的胸襟，
用滴血的乳汁连缀起荡气回肠的国家记忆，她
们那超越血缘、舍己为人的选择感天动地，宅
心仁厚的她们用放大了的母爱，把乳娘形象写
进了中国妇女运动史。但她们又都是那么普
通，操着带有泥土气息的方言，一点一滴地做
着一个母亲该做的一切。方言是母亲的一部

分，是母乳的一部分，怎么好舍弃呢？
我就想，可否让乳娘自始至终说正宗的乳

山话，为方便外地观众，可以配上字幕。必须
是正宗的乳山话，不是荣成话、文登话、威海
话。而其他角色比如八路军、村干部等可用普
通话，与乳娘的方言混搭。这样原汁原味的方
言，肯定能引起当地观众的强烈共鸣，外地观
众也有一种好奇。说白了，方言本身就能把乳
娘的泼辣、热情、果断、干脆、直爽的劲儿突
显出来，那独一无二的语调、语气，还有肢体
语言，是普通话所无法替代的。用普通话说，
总觉得像是在“演”，是“就像”而不是“就
是”，隔着一层。方言是从内心里流淌出来
的。方言会动心，调动你心底难以忘却的一些
记忆和情感。方言会传染，乳山的方言会唤起
其他地方的人对自己家乡方言的回味。

土得掉渣儿，却又亲切、富有个性的乡
音，一定能刻画出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的乳娘
面孔。我跟乳山的朋友开玩笑，方言版《乳
娘》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让人看完，觉得
要不找个乳山媳妇，一辈子就亏了。说话像鸟
鸣一样，真好听。

呼唤话剧方言版《乳娘》
□ 逄春阶

话剧《乳娘》剧照

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博物馆头条定期发
布的“中国博物馆热搜榜”2021年第二季度“热搜
百强博物馆”榜单中，故宫博物院以4 . 96的综合指
数高居榜首。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
术博物馆，其中明、清两代皇家藏品尤其丰富，吸
引了海内外的广大游客。因疫情防控要求，故宫博
物院每日参观游览人数仍控制在3万人以内，暑假
期间游客量暴涨，一票难求现象屡见不鲜。故宫博
物院精心打造了“数字故宫”项目，使游客足不出
户即能从各个角度细睹故宫的精美藏品，了解藏品
背后的故事。

在中博“热搜百强博物馆”榜单中，国家博物
馆和三星堆博物馆分别居于第2、第3位。今年7
月，国家博物馆推介了系列红色主题展览，通过特
别展讯给广大观众呈现建党百年的辉煌历程，引导
观众缅怀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峥嵘往昔岁月。而今
年3月，三星堆黄金面具出土，引起广泛的关注，
随之伴生的各色文创产品也具有相当高的人气。除
黄金面具外，三星堆高人气出土文物中还有2 . 62米
高的青铜大立人、3 . 95米高的青铜神树和1 . 38米宽
的青铜面具。这些文物展现出古代巴蜀地区相当繁
荣的文化，对多领域研究均有开拓性意义与价值，
而文物独特的造型设计则使其增添一抹神秘的气
息。

故宫博物院

居“热搜百强博物馆”首位

据豆瓣读书实时数据统计，《派对恐惧症》登
本周虚构类最受关注图书榜榜首。《派对恐惧症》
是美国作家卡门·玛丽亚·马查多的小说集，曾获得
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星云奖提名。卡门·玛丽亚·
马查多师承美国小说家安吉拉·卡特、奥康纳、麦
卡勒斯，以细腻敏感而又古灵精怪的独特文风著
称。《派对恐惧症》中的八篇小说打破了科幻、奇
幻、现实主义、成长小说的文类界限，关注现实女
性话题。小说着力书写女性在生活中的内心矛盾、
痛苦、自我挣扎，为观照现实、反观现实提供了独
特的视角。

《达摩流浪者》《大地之上》分别居于排行榜
的第二、第三位。《达摩流浪者》的作者凯鲁亚克
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此书是他最为经
典、最受读者欢迎的自传体小说。《大地之上》的
作者是加拿大籍印度裔作家罗欣顿·米斯特里。此
书荣获加拿大吉勒奖、英联邦作家奖最佳图书奖，
已被翻译成超过40种语言。

《派对恐惧症》

居最受关注图书榜榜首

日前，QQ音乐更新了人气音乐榜排行。李宇
春的新歌《清福》一对外发行就夺冠。

《清福》是由郑楠作曲，李宇春作词并演唱，
歌曲写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经历
了人类的脆弱和恐惧，拥抱生活的平淡与质朴，李
宇春借歌曲表达：“原来山川清远，原来亲人在
侧，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位于榜单第二名的是人气偶像团体时代少年团
带来的《我喜欢你》。这是首充满元气的歌曲，动
感十足，活力满满。在这个盛夏，少年干净纯粹的
告白，用音乐给广大粉丝大大的福利。

位于第三名的则是歌手周深的《问花》，这是
一首古风歌曲，是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的主
题曲。

李宇春《清福》人气榜夺冠

近日，当当童书畅销榜更新。前十名中绘本类
图书占六席，成暑期亲子阅读热门选项。其中，宫
西达也创作系列和《皮特猫》系列最受欢迎。

宫西达也是日本著名绘本作家，主要作品有
《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
《好想要一个娃娃》《三只饿狼想吃鸡》《逃学的
老鼠》等。《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里一只善良温
柔的食肉霸王龙被小甲龙误认作“爸爸”，在小甲
龙的无限信任下，霸王龙“爸爸”感受到从未有过
的爱和温暖，不但没有吃掉小甲龙，还帮他找回了
亲生父母。宫西达也绘本中总有一些长相凶猛却有
爱的动物，配上出人意料又童趣满满的故事情节，
对小朋友相当有吸引力。

《皮特猫》系列绘本由艾瑞克·利温和詹姆
斯·迪安合力完成，是美国最畅销的情绪绘本。
《皮特猫》系列对3至6岁孩子的性格养成颇有引导
作用。《我爱我的脏鞋子》侧重于颜色辨认，《我
的无敌大纽扣》则有简单的算术学习，《猜猜我在
哪儿》教孩子认识学校，而《我实在吃不完了》则
引导孩子体会分享的乐趣。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黄慧敏 整理）

宫西达也创作系列

暑期亲子阅读最受欢迎

□ 本报记者 卢昱

长久以来，“煎饼卷大葱”似乎是山东人
饮食的标配。

大葱再美，也需煎饼搭配。山东的大葱与
煎饼，在南北文化交流中，交替影响，彼此成
就。在车马慢的年代，山东人闯关东也好，走
津京也罢，有很多人的行囊里装着卷起的煎
饼。烟火散去之后，一张张煎饼，到底蕴含着
几多齐鲁文化的密码？

“前火食并”即煎饼

其实，煎饼并非山东独有，北方多地有各
类煎饼；在山东，也只有部分地区的人们常吃
煎饼。

在以煎饼为主食的地区，有很多关于它
起源的传说。比如煎饼源于远古先民对太阳
的崇拜，孟姜女哭长城时带着煎饼，可能是诸
葛亮行军时发明，也可能与黄巢起义有关，还
可能是明初山西移民带来……

追溯煎饼的身世，有着漫长的进化之路。
作为颇具历史感的面食，煎饼因难以保存，只
能在考古出土的器物、壁画或者传世文字中，
寻得蛛丝马迹。

古时煎饼虽无实物，制作煎饼的工
具——— 鏊子，却可能存留下来，成为历史的物
证。借助考古学资料，人们对煎饼的源流，有
了相对清晰的认知。

1981年春，考古人员在河南荥阳青台仰
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不少盘形陶器，难
得的是其中一件完好无损。这件陶器呈覆盘
状，有三个瓦片形足，器表光滑，内壁粗糙且
黏附一层厚厚的烟炱。其使用方式应为盘口
朝下，三足着地，在盘下生火，于盘面上制作
食物。专家考证认为它即沿袭了几千年，现今
仍然使用的烙制食物的工具——— 鏊子，因其
质地为陶，称之为陶鏊。

实际上，青台遗址陶鏊的形态已比较成
熟，从物质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显然经过较
长时间的演化，此前应还有一个漫长的起源
发展过程。

之前，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先民在饮食上
走的是一条“粒食”之路，即把粮食去壳后直
接蒸煮食用，而把粮食捣压成面粉，再用其制
作食物，是秦汉才较为普及的事。对此，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
陶鏊的发现和确认，无疑表明“面食”传统非
常久远，“我们由煎饼的研究认定新石器时代
就有烙煎饼的陶鏊，说中国古代没有面食传
统的观点不攻自破。”

陶鏊上烙的食物，在食材、薄厚程度上，
与当下的煎饼应有几分基因上的重叠。

1500年前，煎饼逐渐在山东流传开来。北
齐高祖皇帝以“卒律葛答”为谜面，让人猜谜。

“卒律葛答”是突厥语，译成汉语是“前火食
并”，“前火”和“食并”正好组成“煎饼”二字。
北齐据有今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君臣
都以煎饼相戏，足见山东已食用煎饼。

古时，山东频遭战乱。人们在遭遇变故之
时，常将一些物品埋于地下。在窖藏中出土的
鏊子，一般形体较大，是具备使用价值的实用
器，有些窖藏中甚至发现多件鏊子。“在临沂
市沂水县姚店子镇苗家庄村，发现了辽金时
期的窖藏，其中便有与当下形制大体相同的
铁鏊。这说明山东煎饼的形状，在当时已初步
定型。”临沂文史学者苗延年分析。

“圆如望月，大如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
似黄鹤之翎。”淄川文史研究专家李祖炬介

绍，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煎饼赋》中如是写
煎饼的形色香味，“蒲老先生还说，如果换成
荞麦面糊，煎饼的颜色就会像洁白的丝绢光
彩闪耀；要是掺入高粱面，就会像西山落日，
余晖映照，晚霞升起。”

将生存智慧与技巧摊到最大化

在山东，如临沂、日照、泰安、枣庄等地，
煎饼是不少人的日常主食；济南、潍坊、淄博
因与核心食用区接壤，人们也偶尔食用；其他
地级市则食用者较少。

煎饼，为何在山东得到发扬光大，成为饮
食圈里的“扛把子”？考究起来，除与山东的地
理、气候、经济息息相关，这其中还贯穿着齐
鲁特有的人文气息。

煎饼的原料来源广，大豆、小米、高粱、玉
米，甚至地瓜皆可，前提是得把它们用石磨磨
成糊状。如今，更兴起香米煎饼、板栗煎饼、柿
子煎饼、荠菜煎饼等等，色彩、口味各异。

综观山东煎饼食用区，有一共同点———
山区。当然，并非所有有山的地方都吃煎饼，
但以煎饼为主食的地区基本上都靠山，以现
在的鲁中山区和沂蒙山地区为主。

在古时，山区粮食作物产量较低，老百姓
多一日两餐，偶有三餐。试想，若当时的老百
姓收获的粮食多，在软乎乎的白面馒头和粗
粮煎饼之间，或许更倾向于前者。

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先民在年复一年
的吃苦耐劳中，依靠一张张煎饼，将生存智慧
与技巧摊到最大化。蒲松龄曾这样写民生之
多艰，大意是：无奈山东地区的人民时运不
好，连续遭遇重大灾荒，南山中散落的豆子，
像珍珠一样珍贵。人们费尽心思，想出了在灾
荒时期制作煎饼的奇巧办法：从花椒树和榆
树上采摘绿叶，混合浸泡成浓郁的浆液，等
到与藜烟一同在鏊子上出现，其颜色柔华苍
翠。

到宋元，尤其是明清时期，“五谷”的
主食结构发生变化，玉米、甘薯、马铃薯、
花生等作物在山东内陆大量栽种，改变着人
们的主食结构，鲁菜、孔府菜及山东风味名
吃纷纷兴起。此时，煎饼作为鲁中、鲁南饮
食界的一股清流，在文化的推动下，迸发出
强大的生命力。

在煎饼主食区，若蒸出一大锅窝头或馒
头，放上数日便干硬，或发霉变质；每次吃之
前，还要费火蒸软。在山区，柴火是饮食经济
学的重要因子，虽取材范围广，但得下大量功

夫搜集。此时，煎饼便有了优越性，干了洒点
水就能变软。

从制作角度上讲，煎饼使用工具最少，流
程最少、最省力。煎饼制作的技艺，主要有
三——— 摊、刮、滚。

摊、刮煎饼的技艺，主要在于工具的区
别。摊，是用丁字形的煎饼朳子在鏊子上一圈
圈摊；刮，则是把糊子舀在热鏊子上，用篪子
左右摊开。刮煎饼的代表方阵是泰安，这种煎
饼在磨好糊后，要经过一段时间发酵，摊出来
的饼更薄，略带酸味。

摊的做法，最为普及。蒲松龄老先生曾
细致地记述此技艺，大意是：朳需要两边分
开的样子，鏊子呈三足鼎立的形状，瓦盆中
舀出一勺浆液倒在鏊子上，经火烫熨后，发
出如流水击打东西的声音。然后，立刻持朳
向左旋转，浆液像蚂蚁一样在鏊盘上爬行，
颜色变成黄白色，片刻间便做成煎饼。趁着
这时的热鏊，手一翻一覆，很快就能做出几
十甚至上百个煎饼来。

滚煎饼是沂蒙山的特色做法，一般用于
质地比较粗糙的地瓜煎饼，不用糊子，而是用
面团在鏊子上多次滚动而成，滚满一层，摊熟
的煎饼就可以揭下来。虽然模样不怎么平整，
却以原味取胜。

鏊子耐用，甚至可以当作传家宝。1967
年，泰安市省庄镇东羊楼村发现了一份明万
历年间的“分家契约”，其中便记有“鏊子一
盘，煎饼二十三斤”。分家要分煎饼，可知煎饼
可以储存，鏊子也算一项重要财产。

煎饼是粗粮细做的最佳形式，口感细腻，
老少咸宜。煎饼易于存放，既可现摊现吃，也
可存放数日直接食用。有人戏谑地评价煎饼
可卷万物，确实，煎饼可夹馅、泡汤，还可灵活
搭配各类菜肴。

“吃煎饼，一张张，孬好粮食都出香。省功
夫，省柴粮，过家之道第一桩。又卷渣豆腐又
抿酱，个个吃得白又胖。”一首泰安民谣，似乎
总结了煎饼的各种妙处。

在济南，煎饼的头牌是糖酥煎饼，在煎饼
糊子中创新地添加了糖。而盐系代表菜煎饼
是滕州特色，在摊好的煎饼里加菜、加调味品
炒熟成为豪华馅料，一般的菜有白菜、韭菜、
白萝卜、胡萝卜、豆腐、粉条、虾皮，菜是生的，
是放在饼里摊熟的，馅料之上再盖一张煎饼
交替摊制。

煎饼，朴实无华却能包容万物，犹如山东
人的胸怀。节俭、实诚、勤劳的优良品质，也被
山东人摊到层层叠叠的煎饼中。

兼容百味，抚慰人心

梁实秋在《忆青岛》一文中，将山东大葱
比作甘蔗：“……再就是附近潍县的大葱，粗
壮如甘蔗，细嫩多汁。一日，有客从远道来，止
于寒舍，惟索烙饼、大葱，他非所欲，乃如命以
大葱进，切成段段，如甘蔗状，堆满大大一盘。
客食之尽，谓乃平生未有之满足。”

煎饼还常被古人用于一些特殊的节令
中，如人日、天穿日、乞巧日。两晋时代的煎
饼，还被赋予特定的意义。东晋王嘉在《拾遗
记》中说：“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
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
娲以是日补天地也。”这是煎饼补天风俗最早
的记述，小小的煎饼与女娲补天的神话相联
系，古人的想象力真是奇绝。

关于如何吃煎饼，一生受穷的蒲松龄有
独特见解：在煎饼中卷上皮肉相间的猪肋肉，
浸泡在肥腻的鸡蛋羹中，早晨饱餐一顿，可一
直撑到傍晚而不饿，肚子像雷鸣般低沉作响；
如果放上一晚，煎饼变冷发脆，还需要烹调，
则可以涂上鹅的脂肪，或猪油，将三五张煎饼
折叠起来，用火烤焦，其味道松软酥脆，入口
清爽，香气四溢；也可以将煎饼一层层卷起，
用厨刀切开，横竖杂乱，非常像凉面，汤中放
入盐和豆豉，将兰椒切成粉末，待锅中的水沸
腾时，将煎饼下入锅中，则又像金条一般。有
时天气寒冷，白天喝一小口煎饼汤，额头上便
湿涔涔地要流汗，胜过羊汤。

蒲松龄还写下一个甚有意思的场景，大
意是：一位无名的村野老人，左手拿着煎饼
卷，右手捡起掉落的煎饼碎末，鼓动两腮嚼着
煎饼吃。此时，有衣着华丽的公子路过，羡慕
地问老人：我愿意用我鼎中所烹调的食物，换
你手里所剩下的煎饼，可以吗？村野老人听后
连忙扭过头去，不愿意和他交换。

煎饼是山东的一张美食文化名片，就连
落脚的外乡人也迷恋煎饼。20世纪30年代，爱
国将领冯玉祥曾两度隐居泰山，他的伙房有
铁鏊，可自摊煎饼。有一天，他看见煎饼的焦
痕像个文字，便灵机一动，派人去定做了一个
鏊子，让铁匠在鏊子中间凿上他写的四个隶
书字——— 抗日救国，用这个鏊子摊出的煎饼
上可显现“抗日救国”四个大字。冯玉祥每次
招待客人都摆上这种带字的煎饼，借以宣扬
抗日救国。后来，他写了《煎饼——— 抗日与军
食》一书，详细介绍制作泰山煎饼的方法和营
养价值。卢沟桥事变后，冯玉祥还将这本书送
给蒋介石，希望能解决抗日战争中军队的粮
食补给问题。

“李清照生在章丘，山东大葱素以章丘所
产为最佳。那么问题来了，李清照喜欢吃煎饼
卷大葱吗？也许李清照的那些诗词，便是她一
边喝着酒、一边啃着煎饼卷大葱写出来的呢。
想到这里，越发想来一份女神套餐——— 煎饼
卷大葱。”成都姑娘杨倩曾到山东旅行，满心
想念煎饼。

煎饼在为人果腹的同时，也见证着时代
的变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煎饼作
为军粮，随山东籍子弟兵南征北战，发挥了
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加工煎饼原料
逐步改用电磨，石磨被遗弃在房前屋后；到
了20世纪90年代左右，鏊子逐步变成了带扶
手、用电机作动力的“转鏊子”；2000年之
后，有人研发了加工煎饼的机器，产出的煎
饼也由圆变方。

煎饼兼容百味，颇能抚慰人心。作为文化
符号的煎饼，也渐在五湖四海扎根。如今，煎
饼主食区的游子远行前，行李中、后备厢内，
时常有煎饼的身影；而以平邑人为主的摊煎
饼的大军，也活跃在全国多地，有人甚至将煎
饼摊到了异国他乡。

煎饼，朴实无华却能包容万物，犹如山东人的胸怀。节俭、实诚、勤劳的优良品质，也被

山东人摊到层层叠叠的煎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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