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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天地 踌躇的暮烟 黛色的江南
仲冬的江南依旧温婉迷人

年 味
文 钱坤忠（文心读书会成员）

岁岁过年，今又过年。 旧历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商店
里人们摩肩接踵，年味渐浓。 越
接近过年， 越想着以往过年的
情景。 但最有回味的仍是物质
不丰富的年代。

每逢过年 ， 北方的习俗
是写春联 ，贴窗花 ，挂灯笼 ，
包饺子 。 南方偏重拜神仙 ，祭
祖宗 ，腌腊味 ，做糕团 。 中国
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 。 东西南
北中 ，风俗各不同 。 我们上海
人过年 ， 几乎家家户户都要
斩肉圆 ，包蛋饺 ，炒瓜子 ，做
汤圆 。 石库门内前楼后楼 ，前

厢房 ，后厢房 ，三层阁 ，亭子
间阿姨爷叔 ，聚在灶披间 ，边
烧边聊 ， 有说有笑 。 邻里之
间 ，互相帮助 ，情意融融 ，年
味十足 。

上海人精打细算 ，利用有
限计划供应的食材 ，做出不同
品种佳肴 。 自己舍不得吃 ，还
得“先人后己 ”。 今天等舅舅 ，
明天等姑妈 。 即使走亲访友 ，
伴手礼也仅是一小篓几只苹

果或一小袋什锦糖果。尽管如
此，亲戚热络，常来常往。节日
过得俭朴 ，但仍回味无穷 。 父
母单位工会发的电影票或厂

里工会组织的文艺演出 ，只要
有机会 ，我都会去观看 。 那浓

浓的年味弥漫在空中 ，久久才
能散去。

最近几年， 倒不是因上海
除夕夜和年初五迎财神震耳欲

聋的鞭炮声在外环线内禁止燃

放而失去了热闹， 而是如今物
质生活富裕了，手头有钱了，那
过年的年味反而渐渐淡了。 主
妇们不再要腌腊味，汆爆鱼，做
汤圆，炒瓜子。 半成品，全成品，
超市商店应有尽有。 即使一样
不买， 饭店订一桌就解决问题
了。 有的家庭干脆出国旅游，在
他国异乡度过春节。 许多人认
为每天都是过年， 何必要集中
在一起吃呢？ 这话也有一定的
道理。

在我看来， 过年是一个过
程。 为了除夕的年夜饭，忙了半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从前是没
有办法 ，如今是有意为之 。 其
实准备的过程就是对传统的

承接 ，就是对文化的沉淀 。 我
们不能拾起了节日 ，丢掉了传
统。年是什么？年，其实是一年
一度亲情的汇聚 ，是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 这就是
为什么漂泊在外的游子 ，每到
过年带着乡愁 ， 思念家乡 ，眷
恋亲人 ，南雁北归 ，北雁南飞
的道理。 过年不光是为了吃一
顿年夜饭 ，过年还有对先辈的
纪念 ，对未来的祝福和对岁月
的期盼。

□记者 顾玲

时光飞逝 ，转
眼已是仲冬， 但江
南的冬日总是珊珊

来迟， 比起北方的
飞霜飘雪， 江南的
冬显得有些温婉迷

人。 依旧是云烟迷
离，柔情流潺。 远望
氤氲景隐现， 低头
湿润寸移间， 丝丝
幻幻霓灯闪， 缕缕
馨馨仙境转。 这也
让万里摄影爱好者

们流连忘返， 不停
按下手中的快门 ，
记录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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