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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年味儿
□ 夏慧

猴年春节临近，“年味儿”再度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很多
人感慨：生活越来越好了，年味儿却越来越淡了。那么，你记忆
中最浓的“年味”是怎么样的？是全家团圆的温馨，是准备年货
的忙碌，还是年夜饭聚集的香气，亦或是烟花爆竹声中的惊
喜？近日，记者采访了部分市民，听他们讲述心中的最浓“年
味”故事。

六七十年代：年味就是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说起六七十年代的春节，今年 55岁的丁奶奶有滋有味地回
忆道，那时一进入腊月门，农村里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起来，打
扫房屋、蒸馒头、裁制新衣、祭灶……一刻也不得停息。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要数年夜饭。一进入腊月，我就开始期
待这顿饭了，因为那天可以吃到平日里吃不到的好菜。”丁奶奶
告诉记者，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平时连吃饱都成问题，更别
提能吃到什么好东西了。只有在过年时，平时吃不到的猪肉等肉
类才会被“请”上餐桌，让春节过得有年味。

“我记得那时母亲在年前就会把买好的几斤肉挂在房梁上，
以免被老鼠偷吃了。”丁奶奶说，那段时间，她总是仰头看着挂在
房梁上的肉，口水直流，就盼着除夕快点到来。

“终于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母亲将肉煮熟后，放在案板上切
片准备炒菜，我就和兄妹们悄悄地走到母亲身后，待母亲不注意
时，偷偷地将一片肉放在嘴中，虽然没有经过任何佐料的烹饪，
但那种难以言说的美味至今都让我不能忘怀。”丁奶奶笑着说，
他们兄妹几个一人偷吃一块，一会儿被切片的肉就少了许多，母

亲发现后就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虽然被训了，但终于吃到
肉了，心里甜滋滋的。”

八九十年代：年味就是和小伙伴一起疯玩

“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过年记忆就是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疯
玩。”今年 33岁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从小生活在城区，但每年
都会和父母早早下乡，回到爷爷奶奶家过年。

“那时候，一到乡下，我几乎整天不着家，天天跟着村里的小
伙伴，走东家串西家，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钻。”李先生回忆说，
那会儿，过年前好多人家都会“杀年猪”，猪吼声可以传遍整个村
庄，他和小伙伴就追随猪吼声，到处乱跑。

“唯一可以让我们消停会的就是蒸馒头、蒸年糕的时候。”李
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小伙伴眼巴巴地围在蒸笼旁边，就等着大大
的白馒头出笼，拿一个尝尝鲜。“吃完了馒头，我们还会按照大人
的要求，拿着洋红，给馒头、年糕‘上妆’，别提多开心了。”

盼着盼着，终于盼来了春节。“初一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就
从床上爬起来，穿上新衣服，急急忙忙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拜年，然后就快速溜出门，找小伙伴去了。”李先生说，那时，大家
一见面就先现一现自己的新衣服，然后手拉着手一起去拜年，从
村头到村尾，一家也不落下。“一圈下来，衣服口袋里装满了各种
零食。”

“那时候也有压岁钱，5块、10块，放在口袋里生怕丢了。”李
先生表示，虽然那会儿收到的压岁钱不多，但是内心真是高兴，
特别容易满足。

如今：年味就是全家团圆的温馨

“对于我来说，过年最开心的记忆不是有新衣服穿，也不是
有厚厚的红包可以拿，而是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说说话、聊聊
天。”正在上高三的小徐告诉记者，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家
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却不多。爸妈常年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在乡下
务农，而她则在城里上学。一年到头也只有过年的时候，一家人
才可以团圆。

“每年年三十，我们一家人都会一起准备年夜饭，奶奶和妈
妈掌勺，爷爷、爸爸和我打下手。十几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上桌
后，年夜饭就开始了。”小徐说，吃年夜饭的过程中，一家人还会
聊聊一年来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相互鼓鼓劲、打打气，来年
继续奋斗。“那一刻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不同年代，不同记忆，不同“年味”，但过年却是永远抹不去
的记忆。

主打特色价格适中 邮城年夜饭预订火爆
□ 王小敏

年夜饭在人们心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近年来，随着人
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很多家庭选择去饭店吃年夜饭，一方面，
考虑减少年夜饭筹备的忙碌和麻烦；另一方面，在饭店吃年夜饭
方便快捷，菜品也更为丰富。

随着猴年除夕的临近，邮城大大小小饭店的年夜饭菜单也
陆续出炉。近日，记者走访多家饭店发现，今年的年夜饭套餐主
打维扬家常菜，菜品丰富、价格适中、预订火爆。

在饭店吃年夜饭方便快捷

家住蝶园广场附近的蔡女士几年前辞职后便担负起家中大
大小小的事务，平日在家经常做饭让她练就了一手好厨艺，于是
每年的年夜饭她便成了厨房里的主角。“每次过年都是悲喜交
加，家人团聚是最幸福的时刻，可是一想到要提前一两天就开始
筹备年夜饭，我就觉得又烦又累。”蔡女士告诉记者，为了减少麻

烦，从去年开始他们便不在家里自己做年夜饭了，而是选择带上
双方的父母去离家较近的饭店吃一顿，既方便快捷又不失过年
的气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到饭店吃年夜饭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
习惯。市民朱先生说：“我们家姐弟 6个，三代同堂，为了让父母
高兴，一般除夕夜我们都会拖家带口回父母家吃团圆饭，老人
孩子算起来有将近 20人，父母家地方小，这么多人根本转不开
身。做饭更是麻烦，得五六个人帮着父母在拥挤的厨房里忙活
一下午。所以从四五年前开始，我们就在饭店里订年夜饭了，一
般提前两个多月我就去订下来。”市民朱先生告诉记者，今年的
年夜饭不仅价格上比较亲民，而且菜品种类上更贴近老百姓的
生活。

近几年来，年夜饭“拼桌”的现象也逐渐盛行。市民孙先生家
只有 4口人，为了划算起见，他们每年都会与好朋友赵先生一家
5口拼上一桌 10人餐标的年夜饭，这样既省了钱，又更加热闹
了。

价格实惠 包厢更受青睐

“我们的包厢已经预订满了，没订上包厢的客人我们只能劝
说他们将年夜饭放在大厅了。”记者连日来走访了几家饭店，听
到最多的话就是年夜饭预订火爆，不仅一些中低档饭店年夜饭
预订火爆，个别星级饭店的年夜饭也以价格接地气、就餐环境
好、菜品种类丰富深受市民的青睐。

20日上午，记者从华侨国际大酒店了解到，该酒店从十一
月中旬就开始接受年夜饭的预订，不到一周时间，包厢就被抢订
一空，大厅也已经被预订了将近四十桌。“我们今年的年夜饭价
格跟平时差不多，虽然市场上的物价水平上升，但是我们不愿把
物价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始终坚持‘档次高、价不高’的原

则来回馈新老顾客。同时，我们的菜品以传统菜为主，不仅种类
丰富，而且为了照顾老人与孩子，菜品更加营养健康。”华侨国际
大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吃年夜饭嘛，大家都希望一家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不受
外界的打扰和影响，所以包厢相对来说可能更受消费者欢迎。”
宴遇王府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他们从 1月 10日才开始年夜
饭的预订，但目前，包厢已经预订满了，大厅也已经被预订了三
分之二。

在采访中记者大概对比了一下，今年年夜饭的价格相对稳
定，与去年基本相当，有的则偏低一些。根据人数和菜品的不同，
今年年夜饭市民们选择较多的是 10人桌，价格普遍在 1000至
2000元左右。

菜品口味更符合需求

“对于许多长期在外工作的人来说，过年回家吃一顿美味的
家常菜，是忙碌了一年后最大的愿望。针对这些长期在外工作的
人以及邮城人的饮食习惯，我们的年夜饭菜品种类以维扬家常
菜为主。”蝶园路上一家饭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饭店
的年夜饭从点心到凉菜、热菜、汤类，大大小小有 20多个品种，
菜品口味贴近百姓生活，更符合邮城人的需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饭店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除
了推出的固定套餐外，也会根据客人的口味调整菜品。世贸一品
鲜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我们年夜饭主打菜色是维扬家常
菜，但是也有很多家庭因为有成员不是邮城本地人或者长期在
外工作，口味发生了改变，为此，他们也会适当增加一些川菜、粤
菜等，尽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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