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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月廿四，闽南人开始忙着备办年货。笔者老
家福建东山的街市，处处可见柑橘摊点，柑橘飘溢的芳
香沁人心脾。闽南是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两地一年到
头都有柑橘，祭祀祖先、拜年贺岁、赠友请客等都少不
了柑橘。橘，俗作桔，人们习称柑橘为“大吉”。因此，
当地有“有柑有橘才是年”之说。

柑橘枝叶四季常青，养眼怡神，花朵洁白如雪，吐
芳沁脾；果实色如黄金，形似灯笼，闽南人和台湾人特
别喜欢这嘉树美果。大多数家庭的庭院、厅堂喜欢摆放
四季桔，寓意“四季大吉”。每年正月里上门做客的亲友
甚多，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备办“大吉”（柑橘） 迎客访
友、拜年送礼。柑橘俨如吉祥物，也是最传统、最热门

的新春佳果。民间传统的吉祥年画有一图 《年年大吉》，
画的是硕大的柑橘和两条鲶鱼，取“桔”与“吉”，

“鲶”与“年”同音，寓意年年都是吉利充盈。
东山岛文人马兆麟 （1837 年—1918 年） 写过一首

《大桔》 的诗至今脍炙人口：“陆郎怀袖物，闽南产最
宜。用代多仪享，宜偶不宜奇。”台湾和闽南人新春拜年
的礼品讲究四式，也就是四样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一
样就是大橘。上门做客，不带礼物可以，但起码得带若
干个“大吉”（大橘）。主人收下客人送的双数“大吉”，
也会拿出自备的“大吉”回赠，表示互尽好意，各得其
祥。新春佳节，家里来客，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迎宾仪
式”，来客坐定之后，主人要请他先尝两个金橘蜜饯 （俗
称金枣），寓意“好事成双”，连同“吃金枣，年年好”
的吉语呈上。人们赞叹：“闽台风俗别样鲜，无柑无橘不
是年！”清代同治年间，台湾有一首《竹枝词》描绘正月
赠柑送橘节俗：“元旦春为一岁魁，大家拜贺礼相陪。儿
童也解称恭喜，赚得红柑满袖来。”

闲暇品读古诗词，笔者读到一首清代吴曼云写的
《咏吉利》：“闽荔干红橙桔黄，深宵酒醒试偷尝。听郎枕
畔朦胧语，新岁还君大吉祥。”这首诗生动有趣地描绘了
一对闽南新婚夫妇尝“大吉”，希冀新年大吉大利的美好
愿望。除夕之夜，闽台两地的人们遵从年俗，把柑橘、
荔枝干置于枕边，谓之压岁吉祥果，大年初一晨起食

“吉利”。俗相同、语相通的两岸同胞有着对新年大吉大
利的共同期盼。

上图：新春佳节，许多家庭喜欢摆放四季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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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近年关，不免想起“日暮乡关何处
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句，心中生出
一缕思乡情怀。远行的我，总会在这时节
想起家乡的一道美食——宝庆猪血丸子。

宝庆府是我家乡湖南邵阳的古称，宝
庆猪血丸子是家乡最知名的一道美食，亦
称“血粑”，是邵阳的传统美食，始于清
康熙年间。在云南、北京等地，“宝庆丸
子”也被称作“松坡丸子”，这和“蔡锷
字松坡，祖籍宝庆府”有关。松坡先生少
年时自邵阳去长沙、上海等地求学，每次
远行都会带上家乡美味的猪血丸子，后来
蔡锷远渡东瀛回国，被清廷任命为新军第
19镇第 37协协统 （旅长），推举为云南都
督，在府邸宴请云南各界大佬时，每席必
有邵阳地道菜猪血丸子。风味独特的猪血
丸子在松坡先生的推介下，渐成云南的一
道名菜，人称“松坡丸子”。蔡锷后来进
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又将这道土菜带到
了北京。

“个子拳头大，外面黑剌剌。切开尝
一口，人人笑哈哈。”这是我们童年时代
常猜的谜语。猪血丸子外表并不好看，拳
头大小且黑乎乎的。每年春节前夕，走进
乡村，总能看到勤劳的妇女在冬日的阳光
下卷起袖子揉搓丸子，把实诚率性、浓情
血性都揉进了丸子里。我的母亲也是一
样。农村有杀年猪的习惯，母亲用一个大
盆接住新鲜的猪血备用，用自家种的豆子
手工制作豆腐。母亲把做好的豆腐压干水

分后，倒进一个大木盆里，卷起袖子用双
手反复揉搓，豆腐搓成泥后，倒入鲜红的猪
血和切成细碎状的肥肉，再加入辣椒粉、蒜
叶、五香、食盐等佐料，反复搅拌、挤压均
匀，原材料就制作成功了。接下来，就是用
双手把猪血豆腐泥抟成一个个拳头大小的
圆球，整齐地摆放在垫了松叶的竹筛里。
竹筛一般挂在灶膛的上面，利用柴火的热
量慢慢地把做好的猪血丸子烤干，一周左
右的时间，就可以食用了。

在邵阳乡下，“丸子”和“圆子”同
音，象征着团圆。猪血丸子寄托了乡亲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寓意过年团团圆圆，
红红火火。拜年走亲带上它，万事如意，
彩头极佳。邻里之间有互送丸子的习惯，
刚熏制好的丸子新鲜味美，你尝尝我家的
味道，我尝尝你家的味道，朴素的邻里之
亲就在这样的礼尚往来中变得更加融洽。

春节拜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摆出煮
好的猪血丸子，配上腊肉、腊豆腐、腊猪
小肠等招待客人。切开刚煮熟的猪血丸
子，热气腾腾，色泽红润，香醇诱人。这
时候煨上一壶自家酿造的米酒或是甜酒，
一边品酒尝丸子，一边聊天话家常。屋外
寒气逼人，身心暖意融融，那时光仿佛变
得缓慢而悠长，让人沉醉。

出门在外的游子，春节返程的行囊中，
总会带上几个家乡的猪血丸子。游子带上
猪血丸子，就似带上了家人的祝福，带上了
亲人的牵挂，也带上了一年的好运气。

春节前夕，安徽怀宁县顶雪食品有限公司
门前，每天都停满了小车，从车辆牌照看，有安
庆的，有合肥的，还有许多来自外省市的，大家
都是奔着赫赫有名的顶雪贡糕而来。

对于早早进入“春节时间”，顶雪食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吴祚生丝毫不感到奇怪：“时代变
了，顶雪贡糕从年节赠品变成了日常消费品，大
小喜事都离不开贡糕。过去，不少贡糕生产作
坊和厂家春节前才生产，随着消费需求越来越
旺盛，不少改成了全年生产呢。”

顶雪贡糕最早的产地在全国戏曲文化特色
小镇怀宁县石牌镇，千年古镇石牌镇地处皖河
流域，这里盛产顶雪贡糕所需的一切原料。
2002年，怀宁县城由石牌镇迁至高河镇，顶雪贡
糕主产地随之迁移。即便如此，在石牌镇的原
生态老街上，仍有一群老手艺人，坚守着顶雪贡
糕20多道传统手工艺的荣光，和老街一起伴着
每天太阳的东升西落。

“薄如纸、捻如牌、白如雪、燃如烛”，“色如
高山之巅白雪”，故名“顶雪贡糕”。相传宋神宗
年间，王安石出任毗邻怀宁县的舒州通判。一
天，王安石漫游天柱山，欲下山时，被“天柱晴
雪”迷住了，这时，一个怀宁工匠因仰慕王安石
的盛名给他送来一些糕点，并请他命名。王安
石随手拿起一块，一闻香味扑鼻，咬一口鲜美可
口，色香味俱佳。看着手中如那山顶白雪般的
糕片，王安石脱口而出：“奇哉，妙哉，真乃‘顶
雪’也。”从此“顶雪糕”的名字就传开了。后来
王安石离任回京，怀宁老百姓又送他一担“顶雪
糕”，王安石献给神宗皇帝，宋神宗尝后龙颜大
悦，将“顶雪糕”封为“贡糕”。

据怀宁县志（1916年版）记载，到明清时期，
怀宁贡糕成为安徽民间特色名产。清光绪元
年，盛梓元在石牌汀字街开“盛天长”南北杂货
号，其糕饼坊规模最大，聘请糕点名师尹维炳，
在原配料的基础上，又佐以其它辅料，使怀宁贡
糕质量更上一层楼，有“天长糕片搓成筒，燃着

当媒抽水烟”之美誉。
盛名在外，顶雪贡糕选材考究是第一关，顶

雪贡糕所用的，是当地上等三粒寸糯米，辅以白
砂糖、麻油、橘饼、桂花、核桃仁、红绿丝等，精选
的糯米须浸泡炒制磨粉并放置在专用原料池中
陈化3个月以上。“顶雪贡糕最奥妙之处就是糖
的处理，经绵化后的白糖甜中带酸，与其他原料

混合后，别具一番风味。”吴祚生表示，不同于直
接添加糖粉的糕点，顶雪贡糕的糖分处理虽麻
烦，却能让贡糕甜而不腻。

1985年、1989年顶雪贡糕两度被原国家轻
工业部授予优质产品称号，还被收录于《中国名
食百科》，最近几年又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获得了“江淮老字号”“安徽知名旅
游商品”“安徽旅游必购商品（特色旅游商品）”
等荣誉称号。

在怀宁，贡糕是寻常人家再熟悉不过的一道
传统点心。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味，也因为它的

美好寓意。“步步糕（高）升”“才糕（高）八斗”……
大凡乔迁新居、拜年祝寿之类的喜事，宾客们都
会送上一两条贡糕以示祝福。“这没有‘糕’来

‘糕’去，总感觉失了点气氛。”颇为讲究的市民石
怀远奶奶是贡糕的忠实拥趸，爱吃爱送的她家中
总是备着几条。何有苗在高河镇经营一家喜铺，
以前喜铺不出售贡糕，总有顾客点名要购买顶雪

贡糕，引进之后，喜铺生意也好了许多。
2010年，顶雪贡糕成功入选安庆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正在申报安徽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如今，顶雪贡糕不仅成为一方美食的
代表，更壮大了怀宁一批生产企业。怀宁县生
产制作贡糕的企业已近 110 家，年产量超过
3000吨，直接吸纳就业人员2000余人，带动糯
米、芝麻等种植户近万人，年产值逾亿元，产品
销售覆盖安徽省及周边十几个省市，不少产品
还远销国外。

图为市民在选购贡糕。 黄国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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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9青山之阳·九华原乡旅游季启动仪式暨“摄
影小镇——陵阳”第三届陵阳锅子百家宴活动在陵阳镇谢
村落幕，近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汇聚皖南古城陵阳，
一起欢度小年。

图为游客准备品尝最大陵阳锅子。 罗双根摄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归家的人们
行色匆匆。在外的游子，不管离家多
远，总会被一份独特的年味牵引着，踏
上归途。那是惦记了一整年的家乡味。

作家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写
道：“小时读 《板桥家书》：‘天寒冰冻
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
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
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
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
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
的确，在外人看来平平无奇的食物，之
所以有着让人魂牵梦萦的神奇力量，只
因一条，那是家乡独有的。正因此，一
块糖油粑粑、一锅红烧肉、一盘青菜烧
豆腐，甚至一碗咸菜汤，都会成为人们
对家乡的念想。“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
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汪曾祺写出
了人们对家乡食物共同的情愫。

导演贾樟柯说：“舌根上有最顽固

的乡愁。”离家远行的人大概都有这样
的经历，穿梭在陌生城市的大街小巷，
苦苦寻觅着家乡风味。可是，即便是相
同食材烹饪出的美食，与记忆中的味道
相比，却似乎总是“差点意思”。离家
久了，便会发觉，那是附着在食物上的

“仪式感”。
有家美食平台发起过这样一个征集：

“最能代表你‘家乡味’的食物是什么？”网
友这样答道：“我记忆中的家乡味，是爸爸
炖的红烧肉，是妈妈熬的老火汤，是大年
三十那桌丰盛的年夜饭。”“家乡的味道，
就是哪怕我闭上眼，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
萦绕在周围的香气，细腻、真实。”我们把
对家乡、亲人、故土的思念，全部融进了对
家乡食物的渴望。“你的胃属于哪里，你的
家乡就在哪里”。此言不虚。

中国幅员辽阔，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地方美食不胜枚举，新春佳肴各有千
秋。每一种美食都承载着地方风俗与集

体记忆。时代在变化，许多年俗已逐渐
被人们淡忘，唯独美食在一代代的传承
中不曾改变。今天，家乡的美食更是成
为人们寻找年味的重要依托。为了迎接
春节，人们早早开始置办年货，鸡鸭鱼
肉、瓜果点心、地方小吃，只为了在年夜
饭的饭桌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品尝幸
福的滋味。

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将各自
的美食打造为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通
过食物去了解一个地方、了解那里的人，
是最直接的途径。

春节，我们回到家乡，与亲人团
聚，与朋友相会，一顿顿精心准备的食
物犒劳着游子的胃，温暖着游子的心。
人们在一次次温馨的美食之旅中沉淀内
心，找到心灵的归属，重新积蓄起力
量。这些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胃里的年
味印记，将成为温暖我们一整年的情感
治愈剂。

舌 尖 上 的 年 味
尹 婕

四川叙永的迎新春文艺演出。颜 林摄

四川叙永县张灯结彩迎新年。颜 林摄四川叙永县张灯结彩迎新年。颜 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