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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看小
京生古法炒制
技艺视频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

一对白胖子。”一首打油诗唤起

的是每一个新昌人心底最温暖

的回忆。

颗粒细长、腰部稍细、果尖

呈鸡嘴形、果壳薄而松脆呈金黄

色、果仁香中带甜⋯⋯在明清时

就被选为贡品的新昌小京生花

生 已 有 近 400 年 种 植 历 史 。

2012 年 7 月，小京生的炒制技

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但是，并不是绍兴地区所有

的花生都能叫做“小京生”。在

新昌，小京生的产地主要集中在

大市聚镇（今沃洲镇）的红旗村

一带。现在市面上售卖的很多

小京生其实来自绍兴以及周边

其他地区。

清水沙大铁锅炒出北纬30度原香小京生

新昌“小花生”做出上亿大生意
只有新昌的黄土地里
才能种出最上品小京生

6 月里的黄梅天，黏黏糊糊。从新昌市区出发，驱车

半个小时左右，钱报记者终于来到位于沃州镇梅林山村

的后柱。

沿着崎岖的村道爬上黄土坡，眼前植被茂盛、古木成

群、柿林成片，园丘坂湿地风光旖旎，这里是新昌县最具

代表性的小京生花生种植基地之一。

梅林山村位于新昌县大市聚镇（今沃洲镇）西北部，

村庄的三面环绕着钦寸水库，俗称“山背墩”，2019 年新

开发的200亩小京生示范基地就在这里。

离丰收还有近 3 个月，花生苗已经有 20 几厘米高。

梅林山村的驻村指导员钱滨对小京生的前世今生如数家

珍。“小京生大概从明末清初引入种植，清乾隆时期被列

入贡品，上世纪初期驰名于国内和港澳地区，种植历史已

近400年。”

“新昌地处北纬30度，常年雨水充沛，历经千万年风

化后的松散黄泥土为小京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生产环

境。不过因为对生长环境过于苛刻，目前种植面积非常

有限，主要集中在新昌县大市聚镇（今沃州镇）的红旗村

一带，这里黄土地里种出来的小京生，品质最好，价格也

比市面上的花生贵3倍甚至更多。”钱滨表示，“基地被山

林包围，前方是一个作为水源保护地的水库，周边还有一

万多棵梅花树，生态环境不错。”

炒制技艺成非遗
生产线180度高温激发最佳香味

每年的九月，是小京生采摘的最好季节。老底子炒

花生都是柴火、大铁锅，一锅花生约莫十斤重，老师傅得

炒上半个来钟头。

走进位于新昌县城南乡当地最大的小京生炒货厂

——新昌天姥炒货厂，负责人石谓明特意为我们开了一

炉。

铁锅烧热，放进晒干后的清水沙炒至微微烫手，再把

生花生倒进沙里，用铁铲从锅的中心向两边反复翻炒，尽

量让花生不碰到锅面，热沙的温度把小京生炒到八成熟

左右，摊凉就可以吃了。

1984 年全国炒食味评比中小京生被评为第一名；

2005 年，被国家质检总局列入《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品

种；2012 年 7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了第四批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小京生炒制技艺榜上有名。

“现在，我们新昌只有极个别的农村还有老百姓用盐

伴着花生在锅子里炒。”石谓明说：“现在一般都用机器炒

了，那种花生拌沙在锅里发出的沙沙声，是伴随我们这些

土生土长新昌人长大的‘乡音’。”

“小京生大概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起来

的。当时都是自家种点，过年的时候招待客人，后来有人

把吃不完的花生拿到外面去卖，没想到江浙一带的人吃

了都觉好。慢慢就有人开始收花生、炒花生，然后用箩筐

挑去杭州、上海、宁波这些地方售卖。”

石谓明娓娓道来：“在办这个厂子前，

我从事副食品采购

工作，一些老客户总

是托我买小京生，而

且 量 不

小。”

技术含量不高，成本也还可以。1998 年，石谓明怀

揣 10 万元创业基金办起了天姥炒货厂。“当时只有两个

工人，一锅花生炒半个小时，一年能炒 1~2 吨左右。那

时候每斤花生的收购价在 3 块左右，炒好后可以卖到 9

块。”

慢慢的，生意好起来了，但是产量跟不上。2016年，

炒货厂上了一条全自动生产线。“这条全自生产线实现了

小京生炒制、筛选、冷却、挑选、包装等一条龙加工，每小

时可以加工 1000 多斤花生，旺季的时候一天炒 20000

斤左右，一年大概可以炒 300 多吨，产值 2000 多万。目

前70%的销量在杭州市场，另外就是上海、宁波等地。”

如今，石谓明厂子里的小京生最便宜的 20 多元一

斤，常规的 35 元左右一斤，精选的臻品甚至可以卖到 50

元左右一斤。“柴火炒温度最高不过 120 度，并不能激发

花生最好的香味；生产线上180度炒十分钟，出来就是成

品。时间短、香味又好。”

为了保证小京生最本真的原味，这 20 多年来，石谓

明只炒原味花生。“偶尔炒一点咸味，总觉得远不如原味

香甜。”

原产地提纯保护
长胖的小京生必须“减肥”

别人眼中模样差不多的小京生花生，在新昌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徐军的眼中门道可多了。“小京生个头虽然

小，营养价值却比其他花生丰富得多，蛋白质含量 27%，

脂肪含量 48%，鸡蛋和牛奶都比不上。随着它的品牌价

值逐年提高，在新昌县许多地方，花生产业已经成为很多

当地老百姓收入的主要来源。”

徐军告诉钱报记者，早些年新昌人逢年过节都会拎

着炒好的小京生当礼品。这两年小京生的名气越来越

大，每年九十月份采摘的时候，很多人直接拿着生花生送

人。“新鲜、带着独有的黄红色泥土，才是最‘正宗’的极

品。”

2012 年底，礼品经济大幅萎缩，小京生产业也受到

了冲击，不少农民选择了种植转向。2015 年，全县种植

面积下降到了1.7万亩左右，仅为高峰期的六成左右。

2016 年，新昌县出台了《2016 年小京生花生产业发

展扶持政策实施细则》，县财政每年统筹安排资金200万

元，用于小京生花生的品种提纯及科研攻关、规模化种

植、实用技术示范推广、标准化加工厂建设等方面的补

助。截止目前，整个新昌县的小京生种植面积在 2.5 万

亩左右，年产量3000吨，年产值上亿元。

“为了让小京生达到最佳的品质状态，我们不停地调

整种植和收割时间，如果种着种着小京生‘长胖’了，还要

想办法让它瘦回去。”徐军表示。“梅林山村200亩的基地

就是始于保护原产地的初衷。”

除了原产地保护以及品质提纯，接下来新昌县县政

府还将投入资金进行基地周边景观以及道路的建设开

发。“我们还计划建造一个具有历史传承意义的博物馆，

用于展示玩具更多小京生的文化底蕴，让来这里的孩子

既能学会农林实践，更能学习知识。”

通讯员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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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谓明正在演示小京生炒制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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