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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40 岁，家住郴州市北
湖区石盖塘街道，掐指一算，从事
餐饮业居然已经有17年。

说起年夜饭，灶台边掌勺这么
多年，我有发言权。

在郴州，传统的年夜饭菜品少
不了主打的“老三样”——“全家
福”、土鸡汤、盐菜扣肉。这其
中，“全家福”是一道大杂烩，蛋
卷、手工肉丸、鹌鹑蛋、米饺子、
猪心、猪舌、小肠、蘑菇等食材垒
在一起，原汁原味汤煮，寓意团团
圆圆。这道菜，重要节点，人逢大
事，从来就不会缺席。

二十多年前，我家年夜饭的餐
桌上，除了这三样，其余大多是一
些素菜。当时其他家庭差不多一
样。除夕的晚上，我们一大家子围
坐在一起，吃什么都香甜。

十年前，我家已经在石盖塘的
街上开起餐馆。生活好了，也忙碌
了，餐馆生意一直要忙到过年前两
天才停歇。给新老主顾们炒了一整
年菜，说实话，年边上谁不想歇一
歇？但到了做年夜饭时，我还是当
仁不让的那一个。“全家福”的蛋
卷做起来耗时又耗力。只是家里人
都想念这个“小时候的味道”，所

以哪怕一道菜花上两个小时，也得
精心把它给做出来。

今年我家的年夜饭，准备换一
种吃法。

年初，北湖区开始推行“唤醒
老屋”行动，通过对老百姓闲置下
来的老屋活化利用，既保留文化记
忆，又创造经济价值。我跟街道社
区居民达成协议，租下 14 栋老
屋，把餐馆从街上搬到了老屋里。
没想到，受到许多老顾客的欢迎。

腊月二十一，我把户主们和一
些村民请到老屋吃了一顿饭，大家
开怀畅饮，叙着乡谊。有人提议，
今年过年，老屋的餐馆别关门了。
听从大家建议，我今年第一次尝试
在除夕夜推出年夜饭服务。

本来没抱太大期望，结果短短
几天就订出去十来桌。我才意识
到，大家的生活确实好了，消费观
念真的变了，也乐于走出家门，
去餐馆里吃年夜饭。何况，这样
的老宅子，还承载着很多人对家
的记忆。

今年除夕夜，我要和大家一起
吃年夜饭，我想，这顿饭肯定能吃
出新滋味。

本报记者 申智林采访整理

年夜饭吃出新滋味
■ 许长波 湖南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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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
目前正经营着公司和农场。家里姊
妹 6 个，3 个姐姐，我居中，还有
两个弟弟。年幼时，家中仅靠父母
亲种田、打零工挣钱养家。孩提
直至青少年时代，物资匮乏，生
活清苦，年夜饭一定是每年中最好
的一顿。

我至今记得，一年的时间里，
全家人最盼的就是过年。只有年夜
饭那天，才能真正吃顿高质量的
饭，桌上有板鸭、鸡汤、红烧肉等

“硬菜”，但更多是卷心菜、白菜、
萝卜等蔬菜。看着儿女们盯着肉菜
两眼“放光”，妈妈心疼又无奈，
夹了两筷子就得小心藏好，不然无
法应付一整个春节的客人。

年夜饭，成了当时一家十几口
人最美的回忆。

到了本世纪前十年，在改革
开放大潮吹拂下，家家生活水平
大幅跃升，餐桌悄然发生巨大变
化，禽、肉类反倒不是刚需，更
加注重营养搭配，膳食均衡。瓜
果、蔬菜成了我家的爱美女性的
最爱。

随着交通日益便捷，物流日益
发达，北方食品南方受宠，内地吃

上海鲜也不难，冬天，也可以买到
相对便宜的蔬菜，餐桌上开始出现
了大棚菜、反季菜，大白菜等冬储
菜慢慢退出舞台。

父母亲一直不舍得在外吃年夜
饭，除了考虑节省开支，也为了食
品安全着想，可随着年岁渐长，家
庭规模越发庞大，为了图省事，也
慢慢接受订餐。

全家到餐馆吃年夜饭，说白
了，就是享受“专业人做专业事”
的“红利”，出钱购买服务，彻底
告别“忙碌大半天，吃饭一小时”
的历史。

到了近几年，年夜饭花样翻
新。人们可在家用手机APP、美团
外卖订制年夜饭，请酒楼大厨做好
后送货上门。

2021 年，女儿出嫁，继而我
当了外公，家庭成员又多了几位，
但年夜饭还是那个味道：团圆、祥
和，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

这正是：
相 隔 千 里 终 团 圆 ， 共 坐 檀

桌前。
举 筷 入 口 皆 思 念 ， 同 衬 此

时意。
本报记者 朱 磊采访整理

团圆祥和热热闹闹
■ 肖隆善 江西遂川

我是一名地道的赫哲族人，
家住佳木斯抚远市乌苏镇抓吉赫
哲族村。和老伴儿结婚 26 年了，
这还是头一遭见他这么严肃正式
地琢磨年夜饭的菜谱。但一看菜
谱，我着急了：“咱们赫哲族和东
北的传统菜我都能努努力，可西
湖 醋 鱼 、 麻 婆 豆 腐 、 东 坡 肉 这
些，我只听过，没吃过，更不会
做啊！”

“今年兄弟姐妹们都上咱家过
年，总不能还做老几样吧？不得
尝尝鲜呀，你要是不会，咱们一
起在网上学。”听着老伴儿的话，
拿着老伴儿写的菜单，望着家里
堆成小山似的各种食材，不禁思
绪万千……

小时候，父母领着我们兄妹几
个住在用树皮和木桩搭建的窝棚
里，以打鱼捕猎为生。那时候，家
里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就别说
年夜饭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暗
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让我的
家人吃上像样的饭。

为了这个梦想，我一直不停地
努力奋斗。2016 年，趁着市里发
展文旅产业的势头，我们村发挥民
族文化优势，做起了乡村旅游。

我和全村其他几个赫哲族家庭，
合伙办起了赫哲族的渔家乐，又
借助互联网做直播，吸引了全国
各 地 的 游 客 ， 腰 包 也 随 之 鼓 起
来，还在村里买了一间 60 平方米
的小别墅。

日子越过越好，老伴儿就主动
开口了。“房子大了，做饭也都用
电器和天然气了，今年过年把兄弟
姐妹们都请到咱家吧。”

为了准备年夜饭，我提前把
兄弟姐妹们请到家里，拿出手机
搜美食的视频教程，做几道菜练
手。半个多小时，西湖醋鱼、麻
婆豆腐、东坡肉就冒着热气上桌
了。亲人们围坐在一起，对我做
的那几道菜赞不绝口，老伴儿自
豪地说：“我让丽伟上网学的。”

“龙年春节的年夜饭，还在你家
吃，全做中国名菜，行吗？”妹妹
半开玩笑地说。

“行啊！这两天，我再上网学
几道外国名菜。”亲人们围坐在一
起吃年夜饭，总是有喝不完的酒、
说不完的话。欢声笑语中，今年的
年夜饭定了下来，全部在互联网上
学着做！

本报记者 郭晓龙采访整理

网上学做年夜饭
■ 曹丽伟 黑龙江佳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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剁碎瘦肉、荸荠、洋葱，拌
上盐、糖、高粱酒，用豆皮卷成
像春卷的一条条，再“嗞啦”往
油锅里一炸，外皮焦黄、香气四
溢……忙活一下午，备好了一大
盘五香卷，算是为年夜饭做好了
前期准备。

五香卷、肉丸、手工粿、龙
眼干……除夕前几天，我们漳州
市长泰区岩溪镇村里家家户户都
备起常吃的年菜。闽南人的年夜
饭比较讲究菜品的搭配：菜盘必
须是双数，寓意好事成双；桌上
一定要上一条鱼，而且要留头留
尾 到 第 二 天 才 吃 ， 讨 个 年 年 有
余、有头有尾的好兆头；豆干炒
韭 菜 也 是 必 备 菜 ， 象 征 平 安 长
久。除了这些，我们年夜饭的菜
谱通常还有蚵仔煎、土鸡汤、芋
泥等等。

除夕夜的团圆饭在闽南被称作
“围炉”，闽南人对“围炉”特别重
视，不管在哪都要回家吃上一顿热
乎的年夜饭。“围炉”前，一家人
要在大门口燃放鞭炮，再关上门开
始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小辈要

轮流向长辈敬酒并送出祝福。“围
炉”结束后，再打开大门放鞭炮，
才可以出去玩，但大多数人不会出
去，一般是在家里陪伴长辈泡茶、
聊天守岁。

小时候，过年总是很热闹，我
会帮着大人贴春联、拔鸡鸭毛，换
上新衣。长大成家以后，我变成了
采买年菜食材、张罗年夜饭的人，
但好在还有父母掌勺，帮我一起准
备年夜饭。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年夜饭的
餐桌上菜品种类多了不少，增加了
很多海鲜。但我想，不管菜式如何
变化，家里的味道依旧不变。年前
备菜时，我依然会对除夕夜这个全
家团聚的夜晚感到期待；“围炉”
时，吃到父母亲手做的家常菜依旧
会觉得很幸福；“围炉”结束后，
我们依然会去一家家给村里的长辈
拜年。

有人说，现在年味渐渐变淡
了。但我觉得，一家人热热闹闹、
团团圆圆地聚在一起，就是最大的
年味。

本报记者 施 钰采访整理

团圆是最大的年味
■ 施海顺 福建漳州

我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太河镇的一个小山村——东东峪
村，目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这里有连绵起伏的大山，
一年四季泉水潺潺。每年春节，总
要与父母团聚，享受年夜饭餐桌上
独特的家乡风味，共同举杯庆祝春
节的到来。

儿时记忆里，临近春节，都要
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盼望着新年钟
声早点敲响，年初一一早就能穿上
新衣服，吃到平时不常吃的美食。

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将一
年 的 好 收 成 拿 出 来 做 成 特 色 食
物。印象最深的是排队推碾，把
玉米、黍米、小米、小豆等谷物碾
碎制成粉末状，最后做成“渣糕”
和“虚糕”。

我们这些孩童是推碾的主力
军，碰上排队到天黑，碾旁会点上
一盏煤油灯，几个相熟的伙伴边聊
边推，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村中。过
年每家还会摊煎饼、做豆腐。

过了小年，村子里家家户户
支起锅灶，开始忙碌起来，村子
里到处炊烟升腾。一张张金灿灿

的煎饼、一块块白嫩的豆腐、一
锅 锅 香 气 四 溢 的 蒸 糕 和 白 面 馒
头，充满年的味道。我最期待的
是做炸“肉蛋”，母亲会将一块块
腌好的小肉块，裹上用鸡蛋、豆
面做的糊，放入油锅炸制，出锅
时香飘四溢。

随着时代变迁，“渣糕”“虚
糕”已很少出现在年夜饭的餐桌
上，那些古老的磨盘也早已沉寂。

如今，物质生活愈发丰富，我
们家的年夜饭也不再局限于固定菜
式。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选择自己
喜欢的菜品，端上除夕夜的饭桌。

今年，在我家年夜饭的餐桌
上，我准备为全家人做一道创新
菜，将炸制好的“肉蛋”，放入锅
中炖煮，做一道酸辣汤。80 岁的
母亲则计划做一盘多年不做的“虚
糕”，让我们得以品尝久违的儿时
味道，全家人都充满期待。

生活富足了，年夜饭不再只是
满足味蕾，也能唤起乡愁，让我们
感受家的温暖，激励我们在新的一
年努力奋斗。

本报记者 王 者采访整理

品尝久违的儿时味道
■ 朱全祥 山东淄博

今年春节，我们家在年夜饭
上会有新花样。把本地产的“红
美人”和“黑美人”马铃薯先上
锅 蒸 好 ， 扒 了 皮 儿 ， 压 成 土 豆
泥，听着咔哧咔哧的声音，再把
它与普通面粉融在一起，和面、
醒面……一种带有洋芋香味的饺
子皮就此诞生。

“洋芋”是我们这里对马铃薯
的通俗叫法，定西市地处甘肃中
部，地质地理特征复杂，气候类型
多样，适宜马铃薯育种和生长，是
中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区之一，已经
有200多年的马铃薯种植历史，被
称为“中国马铃薯之乡”。

58 年 来 ， 我 就 在 薯 田 边 长
大。但现在马铃薯种得可不一样！

小学时，我就看着人们在田
里种马铃薯。但那时候种植方式
还 非 常 粗 放 ， 靠 天 吃 饭 ， 地 块
小，技术弱，产量低，品质也不
优，辛辛苦苦一年，最终勉勉强
强吃饱肚子。

长大后，我自己种马铃薯的日
子 也 经 历 了 曲 折 。 2004 年 的 时
候，我自己也只敢种不到 20 亩。
但在区里面帮助下，我参加了很多
种植技术的培训班，也摸到了些市

场的空间。不仅马铃薯种得越来越
好，种植面积也越来越大。13 年
前，凭着积累下的经验，我创办了
定西三丰马铃薯农民专业合作社，
现在，在安定区巉口镇剡家川村，
总共种植面积980多亩，其中，将
近500亩种植马铃薯。

种植面积能扩大这么多，机械
化作业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最为关
键。4年前，政府出资出力，请专
业的施工团队，把土地改造成了高
标准农田。地块变大了，田间的路
宽了，大型的作业机器也能进来作
业了。覆土、打药、除草、覆膜和
施肥等都有专门的作业机械，平
常，一亩地里只需要 3 到 4 个人就
能看顾过来。

通过科学种植，去年，合作社
产值就达到了100多万元，我和乡
亲们都很开心，大家伙儿吃着这口
洋芋更香了。

炸土豆，土豆烧牛肉、烤洋
芋、烙土豆饼……逢年过节时，这
一颗颗马铃薯都会在餐桌上变化成
多种花样。现在，我们家四代同
堂，共同品尝这一传统而富有变化
的美食。

本报记者 宋朝军采访整理

年夜饭有了新花样
■ 张 寿 甘肃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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