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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五天就是除夕了，低温寒

风挡不住市民准备年夜饭的热情。
最近几天，在上海多家餐饮“老字

号”门前，市民们排起长队，为自家
年夜饭采购半成品食材，打算用一

顿丰盛宴席来迎接鼠年的到来。昨
天，记者来到多家“老字号”，发现

销售情况果然异常火爆，而“老字

号”们也纷纷推出“年味套餐”，有
的注重守住老味道，有的则加入了

创新元素，满足市民舌尖上对于
“年味”的各种要求。

老半斋：刀鱼馄饨惊艳
昨天中午，福州路上的老半斋

酒楼里，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点心、

熟食和半成品食材。今年，老半斋
推出了年夜饭半成品套餐，包括八

道冷菜、十道热菜和两道点心，既

有狮子头、煮干丝等经典淮扬菜，
也有水晶肴肉、蛋饺、熏鱼以及全

家福半成品，都是看家名菜。买回
家后简单烹制，市民们就能足不出

户享用最地道的淮扬美味。酒楼的
忻经理告诉记者，这里堂吃的年夜

饭在几个月前就被预订完了，现推

出半成品套餐外卖，也是为了照顾

没来得及订座的市民。
除了传统美食，今年老半斋还

推出了新品———半成品刀鱼馄饨。

老半斋酒楼以刀鱼汁面而闻名，去
年新开发出的菜品刀鱼馄饨也大

受好评，于是最近顺势推出半成品
刀鱼馄饨外卖，将刀鱼馅和馄饨皮

打包出售，年夜饭的餐桌上，市民
就可以随包随吃。

据了解，今年老半斋为了支持

国家长江生态保护的政策，将馄
饨原料从长江刀鱼改成了湖刀，

而口味价格基本保持不变。市民
李先生一口气买了好几盒，他告

诉记者，去年尝过刀鱼馄饨，口感
非常惊艳，馅里基本都是刀鱼肉，

味道鲜美。“多买一点带回去囤着

过年时品尝，新年里吃刀鱼还是
第一次。”

光明邨：半成品最热销
在淮海路上的光明邨大酒家，

从一早到晚上 7时，前来购买年味

美食的顾客同样排起长队，至少要
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买到心仪美

食。店员告诉记者，中秋节和农历
新年前夕，是光明邨一年中的两个

“高光时刻”，中秋节是排队买月

饼，春节前则是扎堆买年味美食。
熟食销售会在年前最后一两天达

到最高峰，而类似预制炸猪排、蛋
饺、鱼丸、菜肉馄饨这类半成品，这

几天卖得非常好，几乎天天售罄。
一位女士拎着满满两袋的半

成品从店内走出，她表示，最近几

年都会来这里买几样半成品回家
做年夜饭，这已经成了家里的传

统。“以前都是在饭店里吃的，最近
几年开始在家里自己烧，买点半成

品回去，好吃又简单，关键是气氛
不一样，更有过年的感觉。”

美新点心：鲜肉汤团怀旧
在陕西北路上有着 80多年历

史的美新点心店，销售情况堪比

“网络秒杀”，现场制作点心根本

赶不上卖出去的速度。从上午 10

时开始，就有保安来维持排队的

秩序。堂吃已经暂停，店里的全部
力量都投入外卖。生汤团和八宝

饭是这里最热销的美食，还有烧
卖、小馄饨和春卷。市民也可以买

糯米粉、黑芝麻馅或鲜肉馅回家

自己包汤团。下午 2时，八宝饭已
全部售罄，而买鲜肉汤团的队伍

依旧排得很长。市民朱小姐告诉
记者，这家的鲜肉汤团“一咬一包

汤”，就是小时候记忆里的味道。
每年吃完年夜饭，只有来上一份

这样的八宝饭或是汤团，这年才
算是过得完整。

本报记者 李一能
实习生 沈逸凡

寒风中排队只为年夜饭滋味
“老字号”外卖刀鱼馄饨鲜肉汤团等经典美食吸引上海“老吃客”

    你见过一个“春”字内藏着

100只形态各异的小萌鼠吗？正在
上海科技馆里展出的鼠年生肖展

中，一幅约半米长的“上海剪纸”
作品《百鼠闹春》让人大饱眼福。

昨天，上海科技馆里人头攒动，许
多刚刚放寒假的中小学生专程来

“打卡”，围着《百鼠闹春》剪纸争
相点数，看看这个“春”字里是不

是真有 100只小老鼠。

“上海剪纸”有精妙
“妈妈你看，这只小老鼠抬

花轿，那只在撑旗杆，还有的吹

喇叭⋯⋯”来自河北的二年级小
学生王潇，一放假就和家人踏上

期盼已久的“上海之旅”。在畅玩
科技馆的过程中，王潇被墙上红

艳艳的剪纸画深深吸引：为什么

一剪刀可以剪出这么多小老鼠？
为什么每只小老鼠可以各不相

同？为什么小老鼠旁还有许多葡

萄，这代表什么？⋯⋯围着《百鼠
闹春》，一个个“好奇宝宝”连珠炮

式发问，难住了不少爸爸妈妈。
“十万个为什么”的答案，正是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上海剪

纸”独具精妙之处。在中国 39个世

界级“非遗”项目中，中国剪纸深受

各地民众喜爱，几乎遍及中国的城
镇乡村。在中国非遗剪纸类名录

中，共有 40个代表性传承地，其中
就有“上海剪纸”。上海老画家、剪

纸大家林曦明的关门弟子、剪纸传

承人孙继海，正是这幅《百鼠闹春》
的创作者。

目前，上海拥有国家级非遗
项目 55项、国家级传承人 94名。

作为其中的一员，孙继海带领着
约 50人的剪纸班，从去年夏天开

始，与上海科技馆一起投入到鼠
年生肖展的策划和创作中。“千刀

不断，线线相连”，在构思生肖展
的主题作品时，他将剪纸技艺的

精华融入中国字画同源的文化传
统，构思出了“春字里有百鼠欢

闹”。“同时，将‘春’字剪纸嵌入窗
花造型中，再刻上绵延不绝的葡

萄，蕴意着福气多多。这也和传统
文化中鼠属相的寓意子嗣多福一

脉相承。”

都市生活变窗花
“剪纸的技法不难掌握，但是

让非遗技艺代代传承，需要投入

更多的支持和努力。”借着生肖展

的科普舞台，孙继海鼓励徐汇枫

林街道和浦东海派旗袍文化交流
中心的业余学员们积极创作，“技

法高低不论，创造力最重要”。刚开
始，学员们心里都没底，许多人学

剪纸只有一两年时间。“第一幅创
作像儿童的简笔画，对吗？但有想

法就一定比没有想法强！”在孙老

师悉心鼓励下，大家渐渐领悟了创
作作品的途径和方法。从构思立

意，到运用学到的剪纸技艺，再到
不断填充素材来丰富构图，慢慢

地，学员们体悟到民间传统艺术的
乐趣所在。

“上海剪纸”在中国剪纸中独
树一帜。“相比北派剪纸的粗犷有

力，南派剪纸以意象精巧、秀丽、细
密、纤柔闻名，上海剪纸则承袭了

海纳百川的海派特色，题材多取材
自都市生活。”在孙继海的雕、镂、

剔、刻、剪中，城市风貌、社区家园、
滨江新景、交通警示、“不忘初心”

等百姓生活事，一幅幅生动的都市
生活画变成了剪纸窗花。

鼠年将至，孙继海的新年心
愿很朴素：希望更多年轻人能了解

“上海剪纸”，爱上老祖宗留下的文
化瑰宝。 本报记者 马亚宁

《百鼠闹春》引来“好奇宝宝”
众多中小学生专程“打卡”上海科技馆鼠年生肖展

    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

由来已久的风俗。今年是新民晚
报发起“新民送‘福’进万家”活动

的第四年，自 1 月 15 日起，本报
像往年一样，以社区派送的形式，

将数十万份“福”字送给全市百余
个街镇的居民。今年的“福”字由

上海东海慈慧公益基金会的理事

长慧之书写。
趁着长宁区仙逸小区正在举

办便民服务活动，晚报人将“福”
送到小区居民手里。一位过来领

“福”的居民开心地说：“我家长辈
每年都订新民晚报，这次把晚报

送出的‘福’带回去给他们，他

们肯定很开心。”

正在进行搬迁的乔家路居民
们也收到了“福”字。坐在搬家车

上的陈桂英高兴地说：“在过年
前，带着新民晚报送的‘福’字搬

新家，绝对是好兆头。”
家住开鲁二村的施师傅是社

区里的热心人，也是位孝顺女婿。

1月 15日一早，他听说住开鲁一
村丈母娘腿脚不适，赶忙抬着轮

椅准备送到丈母娘家。路上，正巧
碰到晚报人正在送“福”，他便要

了一张送给丈母娘。晚报人一边
帮着施师傅拿轮椅的工具桶，一

边带着“福”字，一同登上 3楼，来

到他的丈母娘家中，并向老太太

送上新春祝福。
新华路街道左家宅居民区

75岁老人王小玑在拿到“福”字
后，开心地写了一首打油诗：“玉

鼠报春贺新年，新民晚报送福
联。不忘初心通民情，不负韶华

为人先。祈祝福愿共顺意，怀感

恩心同向前。———感恩新民晚报
社送福献爱心。”

此次活动得到了宁波银行上
海分行的全力支持，在宁波银行

上海的 22个网点，一张张“福”字
也被送到居民手中，传递着新年

祝福。 杨喻

    老底子上海人过年，是不吃火锅

和水饺的。现在很多人吃了，吃得还不

亦乐乎。 “上海人过年吃啥”之问，丢
失了一点传统，也面临着一些尴尬。

上海人过年，吃的东西，还蛮多
的。腊月初八，要喝腊八粥。以前上海
有过一段时间， 时兴喝咸的腊八粥，

粥里有腊肉、火腿。据说，这种咸的腊

八粥， 是从秦始皇那时候传下来的。

如今，大家都喝甜腊八粥，粥里有红

枣桂圆，则是从朱元璋时开始的。

上海人过年要吃“咸鱼鲞”，黄

鱼、鳗鱼的都行。蒸肉饼、空口吃都
行。 “咸鱼鲞”的味道，那是真正的

上海人的年味。

鲞者， 本义是剖开晾干的鱼。

《红楼梦》里，刘姥姥到大观园，贾

母给她吃“茄鲞”，刘姥姥惊叹：茄
子跑出这样的味儿来！ 其实，所谓

“茄鲞”，就是茄子去皮切丁，用鸡
油炸了，加鸡胸肉、香菇、笋、蘑菇

丁，用鸡汤煨干，再加糟油拌了。简
单地说，用处理咸鱼的方式，处理
茄子丁，外加十多只鸡！

现在很多上海人过年吃汤团，

以前也是不吃的。以前腊月里上海

人要喝“糖汤茶”，放蜜枣，加冰糖，

取一口“甜甜蜜蜜”的意思。

重头是年夜饭。上海人吃年夜

饭，要吃肉圆，象征团团圆圆。要吃
蛋饺，外形酷似元宝，寓意招财进

宝。 要吃菠菜，因为梗长，叫它“长
庚菜”。庚者，岁也。长庚意味着长

寿。 要吃黄豆芽，形似如意，又叫
“如意菜”。 有的“老法头”上海人

家，饭里要预埋荸荠，即地栗，吃时
用筷子挑，如掘元宝。

顶顶重要的，是年夜饭上要有

两道菜。一道，八宝饭。用调羹往顶
端挖下去，热气冒出，豆沙满勺，这

真正是上海人过年的感觉。另一道
是鱼。 年夜饭这条鱼，是绝对不能

吃光的，叫做“年年有鱼（余）”。

吃过了年夜饭，上海人在“吃”

这个问题上，就过了一年的高潮。到
了年初七，这一天是“人日”，那就要

测个体重，看自己到底胖了几斤。

小时候住在棚户区。有一年大

年三十， 隔壁一个 70多岁的独居

老人，在共用厨房搬个板凳，喝七
宝大曲、吃七宝羊肉。 他不在屋内

过年，怕的是冷清。见我跑来跑去，

老人破天荒地拿筷子蘸了点酒，给

我尝尝，还夹了一块羊肉。

我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孤
独的羊肉。

过年吃啥
晏秋秋

植物园中
姹紫嫣红

    各种颜色的鼠尾草、娇媚的蝴蝶兰、鲜艳

的马蹄莲⋯⋯春节将至，上海植物园的温室
中，已是一片姹紫嫣红。2020年上海植物园

特色年宵花展今起至 2 月 16 日举办，50 多
种年宵花将陪市民度过温暖喜庆的佳节。

本报记者 周馨 金旻矣 摄影报道

春节我我们们的的节节日日

新民随笔

晚报送 进万家 市民接 迎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