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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饼是同安传统小吃，即多数人称之为“春卷”的一种民间美食，清代有诗人写诗咏薄饼为“春到

人间一卷之”。薄饼制作技艺，2009 年 6 月被列入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7 年 5

月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吴招治薄饼”是薄饼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招治一手创立的品牌。吴招治的女儿，本

在经营琴行的庄秋铭，2020 年毅然调整人生规划，用弹钢琴的手烙起了薄饼皮，只为将祖传的薄饼制

作技艺传承下去。

如今，庄秋铭也成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薄饼制作技艺（厦门同安）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母女俩经营思路或有差异，但都坚守传统技艺，守护 400 年匠心，用一张薄饼卷起“家乡的味道”。

匠心守护
同安吃薄饼习俗迄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相传，薄饼系明朝

五省巡按、同安人蔡复一的夫人

李氏为助夫而创。蔡复一勤于政

务常废寝忘食，李氏担心丈夫饿

坏身子，于是想出一办法：把面粉

做成一张薄薄的面皮，再包上各

种菜烩，给丈夫就餐，既不耽误政

事，也误不了吃饭。蔡夫人做薄饼

助夫的故事传为美谈，薄饼的做

法为民间广为效仿，延传至今。

如今，在厦门，一提起薄饼，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吴

招治薄饼”。

吴招治是土生土长的同安

人，从小被蔡家收养，6 岁开始随

祖父蔡体学习制作薄饼。几十年

来，因为薄饼味道好且待人亲切，

她被唤作“薄饼嫂”。

好吃的薄饼，制作方法极其

考究。“要想味道正宗、好吃，该放

的材料一点也不能少，不一定很

贵，但一定要新鲜。”庄秋铭说，秉

承这样的理念，她母亲吴招治每

天都要自己到菜市场买菜，挑选

最新鲜的海蛎、豆干、胡萝卜、三层

肉等食材。而且，红萝卜必须买十

万粒的品种，煮起来很甜很软很好

吃；芥蓝球要买小的，比较嫩；蒜苗

要本地的；肉必须买三层肉，还得

是土猪肉，才会香。用她母亲的话

说，“采购到好东西，再用心去煮，

煮出来的东西绝对好吃”。

除了新鲜食材，薄饼制作方

法也极其考究，不少食材要分开

煮。“红萝卜、芥蓝球可以一起煮，

花菜和高丽菜可以一起煮，蒜、荷

兰豆、豆干、海蛎、三层肉等则要

分开炒，然后混在一起拌成菜烩，

才能色香味俱全。”母亲手把手教

自己做薄饼馅时的叮咛，庄秋铭

至今牢记在心。

薄饼皮制作特别关键，面粉

要好，配比合理，做出的饼皮才能

又薄又有弹性，标准的薄饼皮一

公斤有 60 至 70 张。

与其他地区的春卷不同，同

安的薄饼除了相似的菜料搭配

外，还特别加入了用糯米、虾仁、

香菇炒香后加入骨头汤焖煮而成

的“油饭”。

有了好的薄饼皮，有油饭，有

10 多样的薄饼菜，才能做出正宗

的好薄饼。

“一张薄饼皮，一层炸海苔，

一点花生酥，一勺秘制酱，还有十

几种时令蔬菜炒成的菜料以及独

门搭配特色‘油饭’，一口下去，满

嘴留香，仿佛吃下了‘整个春

天’！”在庄秋铭开在厦门岛内的

店里，一位食客吃了她家的“吴招

治薄饼”后感叹。

从 6 岁接触薄饼技艺至今，

吴招治只专注于一件事———做薄

饼。尽管时代在变，但吴招治一直

采用老配方，守护着这份传统而

又独特的“家乡味”。

文化加持
小时候，吴招治在跟祖父学

习厨艺时，喜欢琢磨薄饼的用料

和制作方法，不知不觉地在心里

埋下“传承”的种子。而创立自己

的品牌，用庄秋铭的话说，“或许

一切都是机缘巧合”。

1997 年，吴招治到北京游

玩，发现“北京烤鸭”也是用一层

薄皮包着鸭肉吃，跟薄饼有几分

相似。那次回来之后，在好友的鼓

励和推动下，她就在同安汽修厂

旁边开起了一家简易的薄饼店。

她卖的薄饼好吃，又经济实惠，慢

慢在当地小有名气。

1999 年，吴招治以自己的名

字申请商标注册，为自己的薄饼

明确“身份”。2000 年，吴招治薄

饼店搬到同安银湖中路现址，经

营面积扩大至 1500 平方米，在薄

饼制作方法、选料用料等方面进

行了改良。新店是一座三层古色

古香的薄饼店，融合烹饪、文化、

展示、传承教学为一体，为她的技

艺传承提供了平台。

为了更好地传承薄饼制作技

艺，吴招治还热衷传播美食文化，

积极参与世界闽南文化节、两岸

美食文化座谈会等，这也牵引着

薄饼走得更远，名声更响。

非遗传承的不仅是技艺，更

是文化。在薄饼店刚开张时，不少

画家、书法家前来捧场，纷纷题

字、作画，留下墨宝，薄饼店里的

文化底蕴愈发深厚。

在朋友的帮助下，吴招治还

制作了一部“文化味”十足的“同

安历史名人与民间小吃菜谱”。龙

裤菜、闽王菜、苏颂药膳、文公菜

……这个由她的好友挖掘的同安

历史名人与民间小吃菜谱，每天

都吸引了不少食客的眼光，也让

薄饼店的“文化味”越来越浓。

用弹钢琴的手传承“古”味
“中华老字号”“中国名菜”“福

建名小吃”“厦门老字号”……一个

个荣誉，让“吴招治薄饼”蜚声海内

外。不少台湾同胞、海外华侨不远

千里万里回到同安，只为了吃上这

一口正宗的家乡味。在他们的眼

中，薄饼代表的不仅是传统美食，

更是一份乡味、一种情结。

做了几十年的薄饼，吴招治

把薄饼做出了品牌。但她心里惦

记的是如何将薄饼技艺传承下

去，并把薄饼文化发扬光大。

吴招治尝试着将儿子庄友谊

烧制的同安珠光青瓷融合到地方

美食中，以此打造独特的非遗“伴

手礼”。与此同时，她在店里举办

薄饼制作培训班，只要有人愿意

学，无论来自哪里，她都免费倾囊

相授。在她看来，作为非遗传承

人，有义务更有责任把手艺教授

给更多的人。

女儿庄秋铭的加入，让吴招

治感到欣慰。庄秋铭大学毕业后，

教过钢琴，开过培训机构。2020

年疫情后，她关闭了机构，在母亲

店里帮忙，被打趣道“弹钢琴的手

擦薄饼”。

2021 年 5月，她以母亲的招

牌，在岛内开了第一家店，第二家

店也于11月开业。面团一甩，往平

底板上一抹，转一圈后，一张圆如

满月、色白薄韧的薄饼皮就烙成了

……如今，庄秋铭已完全传承了母

亲的技艺，弹钢琴的手擦起薄饼皮

来一点也不输“薄饼嫂”。

庄秋铭说，看到母亲很辛苦，

她不舍得老人家辛苦经营起来的

品牌无人传承，因此就决定回来

帮忙。她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

还开始根据年轻人的喜好，研发

不同类型、不同口味的产品。

在非遗传承上，庄秋铭与母

亲二人坚持培养一些小粉丝。她

们走进课堂，教孩子们擦薄饼皮、

卷薄饼，介绍薄饼的由来等。为了

吸引关注，她们还推出了红色的

胡萝卜味薄饼皮、绿色的菠菜味

薄饼皮等。

“传统手艺肯定是要创新的，

是要想破脑袋的。”庄秋铭笑着

说，她们以“中华老字号吴招治”

为名开通了抖音账号，吴招治甚

至还学会了直播“带货”，推介起

薄饼技艺来有模有样，备受网友

追捧，这项非遗也随之为更多人

所熟知。

在庄秋铭的规划里，未来她

打算以研学为方向，打造薄饼技

艺体验课堂，开设薄饼制作体验

区、博物馆，希望将薄饼打造成有

着厦门代表性的闽南菜。

（林泽贵来源：福建日报）
吴招治指导女儿庄秋铭制作薄饼。苏华琦 摄

文化视界

技术革新、载体更新、话题创

新，文化出海涌现出多种新载体。

近几年，网文、网剧、网游等新载

体，承载着东方神韵，在全球刮起

“中国风”，成为文化出海“新三

样”。它们整合并创新文化表达模

式，通过主动传播与融合叙事的海

外输出，向全球青年群体展现着绚

烂多姿、立体丰富的中国形象。

“群龙出海”“中式美学”

风靡世界
前不久，“阅文全球华语 IP

盛典”在新加坡录制时一票难求，

成为当地备受关注的“文化事

件”。

当前，网文出海正实现从大

规模增长到“质量、数量双轮驱

动”的蜕变，网剧也在海外备受热

捧。有观众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这

样说：“最近迷上一个短剧，虽然

每集只有 1分钟，但我看得停不

下来，谁来拿走我的手机……”这

部让她“欲罢不能”的短剧制作方

就来自中国。

网游的海外表现同样突出。

中国龙年农历新年来临之际，风

靡全球的开放世界冒险游戏《原

神》同步“上新”。在《原神》世界的

“海灯节”与中国春节同步，全球

玩家可以在游戏世界里体验“彩

鹞栉春风”的浓浓中国风情。

游戏中，还融入中国传统舞

狮元素：跳跃、蹲桩、打滚、弓步、

扣步……在国际大都市霓虹闪耀

的游戏背景下，中国舞狮让全球

玩家充分感受“国潮国风”的中式

美学。

《原神》创作团队介绍，除了

传统舞狮，游戏中还用一些非遗

技艺来推进剧情、渲染氛围，“希

望拉近全球用户与中国文化间的

距离”。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网文、

网剧、网游等新形式更贴合青年

文化视角，有很强的生命力。

“以文化人”

科技端持续发力
为了让全球用户更多体验中

国文化，让更热爱“中国创新”的

互联网文化产品，内容端正持续

借助文化和科技两翼发力。

《原神》更新版本中，世界各

地的玩家可以在虚拟世界烟雾缭

绕的茶田里，采摘“松萝仙芽”。这

一场景采用了“全域高度图体积

雾”技术，“雾气”能够随地点变化

而改变浓淡、方向。

阅文新近启用人工智能大模

型，不仅为网络写手提供灵感和

素材，还大大提升中文作品的翻

译速度和效率。2023 年，阅文旗

下的海外网文平台又上线了葡萄

牙语、德语、法语等类别，推动“中

国好故事”破语言壁、文化壁。

“作为以技术为立身之本的

高科技企业，米哈游专注于卡通

渲染技术、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

技术等领域的持续研发及探索。”

米哈游总裁刘伟说，“我们专注于

利用数字技术传承中国文化，通

过不断挖掘中国历史文化内蕴，

打造民族原创文化精品。”

日前，哔哩哔哩与日本富士

电视台达成合作，设立 B站国创

专属频道“B8 station”，专门播放

来自中国的动画作品，此后还将

合作国产游戏《时光代理人》的日

剧改编。这是第一次国内视频平

台与日本主流电视台达成频道合

作，实现国创出海及开发。

摆正船帆持续借风前行
从“网文强者”阅文、“游戏巨

头”米哈游到“流量高手”B 站，在

线新经济领军企业不断拓展全球

市场，成为国内细分领域“出海”

竞争的代表。不少政府部门也通

过相关举措，进一步推动在线新

经济产业做大做强。

想让文化出海“新三样”更加

行稳致远，除了要把握好精神内

核，还要探索更加新鲜巧妙的精

品内容。

有微短剧创作者坦言，如何

实现因地制宜的本土化，是短剧

出海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文化娱

乐产品的出海绝非简单地对国内

产品的复制粘贴，要想做大做深，

无疑要对在地市场的文化内核、

受众习惯有着相当的理解。”

“文化出海，并不是单一维度

的传播，也不该是一时热度，而是

要真正在世界范围内直抵人心，

跟全球用户形成情感共鸣和文化

认同。”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侯晓

楠说，相信这一领域，“不用等待

很久就可以涌现出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华语 IP。”

（周琳 孙丽萍 王默玲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