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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开幕式总导演解析舞台设计理念

舞台融入城市 喜迎客亲归乡

凤 鸣 二 里 头 、酸 浆
捣珍、洛铲稻宝、槐叶冷
淘……昨日，记者从世界
客属第 33 届恳亲大会筹
备委员会获悉，本届世客
会期间，全市18家保障此
次世客会的协议酒店将推
出多道特色菜品，以飨八
方宾客。

“历史上客家先民在
向南迁移的过程中，虽融
合了各个地区的饮食文
化，但仍保留着中原饮食
文化的特色。”洛阳市河洛
餐饮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强
表示，客家菜油重味浓、咸
香软糯，讲究无鸡不清、无
鸭不香、无肉不鲜、无肘不
浓，与中原地区的饮食习
惯比较相似。

这次为世客会创意打
造的特色菜品种类丰富、
寓意深刻，既展示了中原
饮食的文化特色，也融入
了客家菜的烹饪技艺，让
每位客家人来到洛阳都能
品尝到记忆中的美味，感
受到家的温暖。

凤鸣二里头、酸浆捣珍、洛铲稻宝等特色菜品将登世客会宴席

以美味佳肴唤醒乡愁记忆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蒋颖颖）近日，由中共洛阳
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编、洛阳客家联合会常务副会
长于春斌著的《客家祖根地洛阳寻踪》一书，由中州古籍出
版社出版。（如图）

客家人为汉民族中一个系统分明的民系，人口过亿，遍
布全球。洛阳是客家人的祖根地，是客家先民从西晋都城
大规模“衣冠南渡”的首迁之地。至今留存的遗址胜迹，与
时光相伴，无声叙说着客家先民南迁的悲壮历程；与岁月相
随，有力佐证了客家根在河洛的原乡印记。

于春斌用了近一年时间，对洛阳诸多历史遗址、人文胜
迹进行探访，以现场调查、照片拍摄为点，以不同时期客家
先民迁徙为线，结合文献记载与典籍查证，以通俗易懂的文
字和直观的图片，回望客家先民南迁的历史，讲述根亲祖地
洛阳的故事。

该书近16万字，作为一本普及性读物，将对弘扬客家
精神、传承河洛文化、擦亮洛阳客家祖根地品牌起到积极
作用。

《客家祖根地洛阳寻踪》出版

西晋末年，客家先民首次从洛阳南迁，洛阳因此被
认为是客家民系渊源最深、最具代表性的根亲文化圣
地。位于孟津区河阳街道冶戍社区的营花寨遗址，就
是西晋时期留存下来的一处遗址。

营花寨遗址为洛阳首批客家祖根地人文胜迹，位
于孟津区河阳街道冶戍社区东南隅，相传是潘岳任河
阳县令时建的后花园。说到潘岳，您可能有些陌生。
其实，潘岳就是潘安。

《世说新语》说潘安“妙有姿容，好神情”。相传，他
乘车出游时，女子们看到他，都把美味的水果掷向他的
车里，久而久之，潘安每次外出归来，车上总是装满水
果，留下“掷果盈车”的典故。后来，“貌比潘安”就被用
来形容美男子了。

据史料记载，营花寨是潘安任河阳县令时所建，在
宋、明、清都有重建或扩建。现存一株古柏，相传为潘
安手植，当地人称“转枝柏”。

冶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雪涛介绍，当地关于这株
柏树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潘安从河阳到别处任职后，河阳后几
任县令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潘安
所植翠柏十分通人性，以至于思念主人、气愤叶黄，“惟
东南一枝翠绿”。后来，潘安迁任给事黄门侍郎，“翠柏
南移”。从那以后，此柏就形成了“翠枝自动转枝”的奇
观，因此有“转枝柏”之称。百姓都说，“转枝柏”是以这
种独特的方式纪念潘安。如今，“转枝柏”传说已被收
入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还有一种说法是潘安来到河阳后，广泛动员民众
种植桃李，没几年河阳便花果飘香，百姓安居乐业。
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受众乡亲之托，献翠柏一株，潘
安将此柏植于冶戍南端的营花寨上，就是现在的“转
枝柏”。

西晋重文兴教，洛阳的文化代表着当时黄河文
化、河洛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西晋太康年间，文学
创作出现一个高峰，被称为“太康文学”，潘安就是其
中的代表人物。随着客家先民南迁，河洛文化也随
之向南传播。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王亚峰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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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花寨与西晋美男子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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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东坡溪谷休闲露营基地是依托甘泉河

生态湿地打造的休闲度假综合体。江凌
察看了精品民宿、星空露营、郊野垂钓等
休闲业态，指出要科学谋划推进甘泉河沿

线发展，找准定位、拉高标杆，积极引入有
实力的运营主体和龙头项目，大力发展
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加快塑造农村人居
环境新面貌，带动丰李片区整体提升。

龙门香居是以牡丹香非遗文化为

特色的高端民宿。江凌详细察看民宿
环境设施，了解牡丹香制作技艺和文创
开发情况，指出要聚焦城市居民对乡村
生活的向往，丰富乡村旅居场景，增强
非遗文化体验，更好满足品质化、个性

化的文旅消费新需求。
调研中，江凌还察看了大宋名相园项

目，指出要坚持运营前置，对接社会资本，
有效盘活资源，着力推动园区可持续运营。

王军、祁建峰等参加调研。

坚持规划引领 集中连片推进 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城郊型乡村

酸浆捣珍

捣珍是中原地区一种古
老的烹饪技艺，其做法是将
肉反复捶打，使之爽口弹
牙。客家人传承了这种烹饪
技艺，用来制作牛肉丸等菜
品。酸浆捣珍是将牛肉反复
捶打并做成肉丸，再配以洛
阳独有的绿豆酸浆烹制而
成，其肉质紧实、口感酸爽，
地方特色浓郁。

洛铲稻宝

这道菜的创意来自洛阳
考古文化中的洛阳铲。该
菜品选用来自洛阳周边县
区的各类作物，如绿豆、高
粱、麦仁等，将其蒸熟并混
合炒制，再用“洛阳铲”作为
盛菜器皿。客家来宾在品
尝洛阳本地作物的同时，还
能了解洛阳独具特色的考古
文化。

槐叶冷淘

在主食方面，除了有地
方特色的洛阳捞面，还有一
道是自幼在洛阳生活的唐代
诗人杜甫最喜欢的美食——
槐叶冷淘。其做法是先用嫩
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
面条，煮熟后放入井中冷藏，
吃时用调料拌匀，口感清爽，
色香味俱佳。

洛报融媒记者 赵晨熹

凤鸣二里头

选用二里头村的鸡为烹
饪原料，这种鸡肉质紧实、味
道鲜美，加入麦冬、黄精等进
行炖制，汤水甜香，极大地保
留了食材的原味和鲜味，具
有养生滋补功效，符合客家
人口味。

“凤代表着鸡，凤鸣代表
着鸡叫，凤鸣二里头意味着‘最
早的中国’就在洛阳。因此，
此菜将作为迎宾宴头菜，来欢
迎客家儿女回家。”王强说。

“我们将兼顾思想深度、情感
温度、艺术高度，强化情感表达，
生动呈现客家人的河洛根、河洛
情，触动其内心深处对祖根地的
惦念。”宋飞表示，希望通过开幕
式生动展现客家人根在河洛、客
家文化与河洛文化一脉相承的文
化主题，让每一位归乡游子都能
在这里留下难忘的美好记忆。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城市中轴

开幕式舞台位于应天门北广场
中央，直径43米的圆形舞台已经搭
建，南连应天门，北牵明堂、天堂，采
用“借景构景”的手法，让舞台融入
城市，带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隋唐洛
阳城中轴线上的繁华。

同心汇聚

开幕式圆形舞台中心镶嵌有
1000平方米的地面LED屏，与650
平方米弧形移动背景屏、观众席共
同构成层层环绕的同心圆，体现团
圆、欢聚。

沉浸融合

开幕式舞台还设置600平方米空中网幕悬
吊、高空威亚。夜幕降临时，观众既能在网幕上
看到五彩缤纷的影像，也能透过网幕看到远处
金碧辉煌的明堂、天堂，形成叠映效果。整个舞
台与明堂、天堂建筑群交相辉映，虚实结合，产
生既相隔又相融的奇妙变化。在这样立体化、
多层次、多维度的场景中，观众可沉浸式感受古
都洛阳的神都气象。

喜迎归乡

开幕式观众席面积6000平方米，可容纳近
4000名观众，体现了洛阳喜迎客亲归乡的隆重
热烈，营造出欢迎“客家回家”的浓厚氛围。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俯瞰应天门俯瞰应天门 洛报融媒记者洛报融媒记者 张怡熙张怡熙 摄摄

营花寨遗址

（上接01版）要精心打磨、精益求精，聚焦
“客家回家”主题，以情感为纽带、以情景
为载体，展示河洛非遗经典，彰显客家文
化元素，倾心倾力奉献一场更具河洛风
韵、客家风情、国际风采的视觉盛宴。

十三坊项目引进了非遗项目、文化
餐品等新业态。徐衣显详细了解项目

建设运营、非遗植入、招商谋划等情
况。他强调，必须坚持以黄河非遗为主
题，在公益保护展示的前提下，更好以
市场化手段整合资源、包装项目、比选
业态，深度挖掘非遗展示活化传承功
能，把魅力多彩的黄河非遗融会为特色
时尚的文旅文创产品，打造区位优势

好、文化韵味浓、业态场景新、运营可持
续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新唐街利用紧邻高铁龙门站优势，
引入度假酒店、教育培训、汉服妆造等，
积极盘活资源，丰富业态场景。徐衣显
走访桔子酒店、正仁教育等入驻企业，
认真听取意见建议，研究推动精准招

商、业态布局等情况，强调要用好高铁
人流资源，谋划道路互联互通，紧盯市
场需求提高业态适配度、消费引流力，
激活高铁商圈，擦亮消费名片。

徐衣显还调研了九洲池演艺运营
提升及三期项目谋划设计等工作。

任丽君、魏险峰等参加相关活动。

“被这个开幕式彩排舞台惊艳
到了。”“洛阳怎么又悄悄上大分？”
近日，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开
幕式舞台在网上刷屏，引发网友关
注。昨日，记者专访开幕式总导演
宋飞，为您详细介绍舞台的设计
理念。

在宋飞看来，世客会既是洛阳
迎接客家人回家的一次盛会，也是
展示城市形象的一个契机，整个开
幕式致力用演艺勾勒城市人文底
色，以创意书写城市传奇。

本届世客会开幕式舞台的创意
巧思可以用城市中轴、同心汇聚、沉浸
融合、喜迎归乡四个关键词来概括。

宋飞接受采访宋飞接受采访 洛报融媒洛报融媒
记者记者 林治坤林治坤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