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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年糕
陈甬沪

    年糕是春节年货置办中很重
要的食物，放眼大江南北，不论以
米饭为主食的南方，还是以面食
为主的北方；无论是汉族，还是少
数民族，吃年糕的习俗不可撼动。
年糕的需求为何这么刚性，让千
家万户喜欢、喜爱、喜食，它的魅
力源于何处？
是年糕的历史吗？相传春秋

楚国的伍子胥未卜先知，在建造
著名的阖闾城时悄悄地启用了糯
米制成的砖石，其后竟然让百姓
在战乱时免于饿毙。人们为感激
先人的恩典，用糯米“砖石”制成
的年糕食物，祭祀伍子胥。当然，
这种故事难说有现代人会因“典
故”而乐此不疲。
也许是年糕的滋味吧？年糕

是用糯米与粳米按一定配比合
成。这里的学问很大，如果糯米成
分太多，那么年糕会“软弱无力”，而
粳米多放了一把，年糕又会“生硬燥
滞”，粘合最为出色的当属宁波年
糕，以糯而润、滑而爽闻名中外。

年糕是米粒碾成粉末后形成
的块状食物，这成粉前的工艺与
方式交关要紧。江南的年糕大多
用水磨方式的“吊浆”粉制作，而
其他地方大多用舂撞细碎方式后
“干状”粉制作。吊浆粉与舂碎粉
干湿的工艺不同，年糕组合分子
的结构也有所不
同，在口感上有细
密、糯性与韧劲上
的不同。
年糕的烹饪方

式不同，你的口福体验也会有很
大的不同。
节前一次聚会，朋友的同学

（掌勺的）送上一盘肉丝炒年糕应
景与助兴。年糕不少，色泽不差，
肉丝超多，但与我记忆中的相去
甚远。菜炒年糕的菜叶，无论是大
叶的青菜，还是小叶的荠菜或者
菠菜，形必齐整、色须鲜亮，与片
状年糕绿白相间甚引食欲，那油
而不腻，韧而不粘，顺而不梗，当
年吃上一整碗也是常有的事。

同样，汤水年糕，泡饭年糕，
烘年糕，蒸年糕、炸年糕（常用猪
油、桂花糖年糕）等不同方式制
作，各有特点而口味风格呈多样
性。最让我回忆与难忘的是小时
候妈妈端上的一碗糖炒年糕。千
万不要以为是油炒“糖年糕”，而

是用“糖”炒制出来
的一碗“糖年糕”，
其色清目、其香盈
鼻、其味蜜嘴，我等
这口福，你有过吗？

可惜如今这人间美食难觅其踪。
当然，年糕的人文情怀更不

容小觑。从感恩的传说，从
祭祀的传统，从祈福的传
递，到时代的传承，无不凝
聚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愿望
的企盼之心，“年糕年糕步
步高，年糕年糕年年高”的吉祥之
意无可颠覆。这种意识从小耳濡
目染，这种文化深入脑髓。当年紧
缺经济时代，年糕曾分大小户配
给供应，即使有的家庭经济拮据，

但年糕一般不会让渡他人。而我
短暂的图书馆工作岗位，深受一
位饮食店工作读者的青睐，他将
自己的份额给我，还谎言公司对
店里配给量“损耗”的余品。当然，
这是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才得知，
同样投桃报李，他考上夜大学，我
的图书馆的资料“功不可没”。
年糕魅力持续而不减，带来

的不仅是往事的追忆，也不是生
活成就的新故事。一种食物（产品
或商品）之“刚需”，并“长命百岁”
是一种福分，那么，瞄准生活之
需、市场之需、社会之需创新产

品，倡导引导，创造需求，
或以颠覆过往生活方式，
演绎出类似年糕一样的珍
品，这或许就是年糕赐福
市场，给人的信息点、知识

点与启示点。
是的，经营者如果始终满含

人文情愫、情感与情怀，以造福社
会为己任，那么你可能就是下一
个“刚性”年糕的创业创新者。

“年
”之
初
义
在
甲
骨

顾
建
明

    鼠年到了。往年，有关“年”的逸闻会出现在各大报
端上。“年”，传说是一种吃人的怪兽，其形状与另一怪
兽饕餮相似（今人款待嘉宾常用“饕餮盛宴”称之，自有
典故，不再赘述）。大年三十夜，“年”成群结队而行，专
门吃人，古人为了躲避“年”的袭击而躲进洞穴中，并在
外面点燃火把予以抵挡。翌日大年初一，人们走出洞穴
去各家串门，查看是否有亲朋被“年”所伤。据此传说，
也就有了新年放鞭炮、走亲戚、互道平安的拜年习俗。

与世界任何文字相比，中国文字的神奇之处，在于
字音、字形、字义的三者结合，因为每个
文字都包含着远古时期初义的基因密
码，所以你只要有一把开启的钥匙，就能
找到它的原始初义。“甲骨四堂”之一的
王国维所著《殷墟文字类编·序》曰：“不
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王国维
不“信古”，不“疑古”，他主张将纸上的材
料（文史）与地下的材料（出土）相结合，
用考古中发现的事实为依据，以纠正文
献史料上的误传。如何澄清“年”之本义，
我们不妨借用他的“二重证据法”理论进
行论证。而要超越中国 2000多年前有文
字记载传说的历史，只有再向前推进千
年的殷商甲骨文了。

甲骨文一脉相承而流传至今，它的
每一个字都有着丰富的字义内涵，都是
一部文化史，“血缘”关系至今未曾断过，可谓世上唯
一。它是当今中国文字的起源，是中国文字之根，也是
中国书法之源。但后人想要释读出如同“天书”般诘曲
聱牙的甲骨文字，又实属不易，常常让人敬而远之。

甲骨文的象形文字可以复活历史真相。文字是记
录语言的符号，是对物质生活的具象记事。汉字的神奇
之处，是字形为主，字音为辅，其字形与字义内部之间
有着必然的联系。汉字把事物最具形态的特征浓缩于
文字之中，人们只需对字形稍加解析即可明其义。《说

文解字·叙》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
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
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
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
也。”此“叙”告知人们：仓颉造字是按

照事物的外形进行描摹，所以叫“文”。而“文”之本义，
在于“物象”并被人“书”（记载）于竹帛上。所谓“书画同
源”就是一种绘画文字，其书写是对事物外形的一种描
摹，以揭示字义本源。故此，根据《甲骨文合集》拓片得
知，拓片编号 9995“年”（见左图）字的上半部，与拓片
编号 33328“禾”（见中图）字相同，表示一种形如禾谷
的庄稼。而“年”字的下半部则与拓片编号 68中的“人”
（见右图）字相同，形如一个侧面站立的“人”。将两个独
体字“禾”和“人”组成合体字“年”，人们通过视觉产生
出的联想便能知其本义。“年”在时间范畴上是一个季
节的轮回，寓意古人年初播种禾谷至年底成熟（以前不
可能像现在这样有“双季稻”或“三季稻”）后，人们背着
丰收的禾谷回家享用，故有“岁稔年丰”“岁物丰成”等
成语，说明旧的一年将逝，新的一年将临，要开始过年了。

由于汉字的流变，从甲骨文“年”到秦李斯《峄山刻
石》篆书“年”，汉字字形依旧还保留着原始风貌，但到
了隶书阶段，字形则从绘画性向线条性发展，这是古文
字与今文字的分水岭。今人所用汉字字义之减弱，自然
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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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弹搭京剧，侪是我伲民族文化的优秀瑰宝。
讲起岁数，评弹是阿哥，400多岁了；京剧是阿弟，

只有 200多岁。但讲起影响，京剧是阿大，号称“国剧”；
评弹也勿摊板，阿二勿一定挨得着，不过“江南明珠”的
美誉还是蛮响格。
侬勿要看京剧的影响介大，但是京剧艺术家交关

谦虚，周信芳、盖叫天这些名头响了勿得了的大师，也
是书场里厢的常客，伊拉到书场里厢听评弹，吸取养
料；特别对说书先生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环境场景的描
绘，以及弹唱的技巧、说表的功力，也是十分肯定的。

刘天韵先生是一位说表大师，勒了《王魁负桂英》
这部书里，伊的精彩段落，打动着周信
芳。后来，周就拿格回书改编成京剧《义
责王魁》，大获成功，它也成为了周信芳
先生剧目宝库中的经典作品。

阿弟虽然年纪轻，但是“唱念做打”
“手眼身法步”这“四功五法”着实了得；
阿哥年纪大，手段稍许少了点，“说噱弹
唱”，台浪厢总归显得单薄点。
阿哥勿怕坍台，放下身段向阿弟学

习。蒋月泉、杨振雄、张鉴庭，特别是说大
书（评话）的先生，穿么穿个长衫，讲到书
中人物的辰光，总归会弄点身段、功架、
造型，来增强伊的表现力，侪是从京剧里
厢学得来的。
现在会唱京剧的青年评弹演员已是

凤毛麟角，只是上海评弹团的团长高博文，能唱“程（砚
秋）派”青衣，曾经得到程派传人李蔷华先生的好评。
俗话讲，“一花独放勿是春”，一人会唱唔没劲。高

博文很有想法，伊想让现在的青年演员，像老一辈名家
一样，通过学唱京剧唱腔，丰富评弹的唱法；通过学习
京剧的做工，增强台浪的表现力。“上海评弹团迎新年
京剧演唱会”，勒了迎新年之际亮相了。
著名演员毛新琳和周慧，一个是张鉴庭流派的传

人，一个是蒋月泉艺术的后人。格日天，毛新琳来了一
段《姚期·皇恩浩调老臣龙庭独往》。周慧师从沈世华，
嗓音甜美，擅长蒋调、俞调，一段京剧
《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有板有
眼，老旦的声腔也蛮有味道。
评弹演员唱花脸的勿止毛新琳一

人，拜师张君谋、杨聪的著名演员姜啸
博也来了一段花脸唱腔《铡美案·包龙图打坐在开封
府》。他是蒋月泉、杨振雄流派的传人，他晓得自己京剧
花脸唱得勿好，“但我就是欢喜”。伊欢喜，是伊懂得，京
剧艺术对伊的说书艺术的提高，会有很大的帮助。
著名演员陆锦花当天以一段余叔岩流派的《搜孤

救孤·娘子不必太烈性》亮相，老生的唱段唱来还蛮有
样子。而《大唐贵妃·梨花颂》，被吴啸芸唱出来也中规
中矩，蛮像样子。
著名演员王玥上台来一段老生《三家店·将身儿来

至在大街前》先声夺人；没想到接下来又唱了一段梅派
青衣《生死恨·夫妻们分别十载》，让人耳目一新。
另外，优秀的青年演员方朱万未、陈超、侯晓晟、陈

佳卫等纷纷登台学唱，尤其是身材魁梧的徐一峰上台，
学唱程砚秋先生《锁麟囊·春秋亭外》。坐了台下的听客
们报以谅解的笑声。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著名演员沈伶俐，来了一段现

代戏《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唱完一阵风下去
了，真是 17岁的节奏。
作为团长的高博文登台，大家晓得伊也是擅长程

派唱腔，但是格趟伊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唱了一段老
生唱腔《珠帘寨·贤弟抬头来
观瞧》，俗称“数太保”，让人
眼睛一亮。
评弹演员学唱京剧赛过

如虎添翼，“欲善事，利其
器”，大有帮助。

孙儿仍陪伴
詹超音

    清代道光间顾禄在《清嘉
录》中写道：“俗以冬至日前后
逢雨雪，主年夜晴。若冬至晴，
则主年夜雨雪，道涂泥泞。”这
便是人们常说的“干冬湿年，湿
冬干年”。这句话后人参考了几
百年，至今仍忒准———这个年
上海湿漉漉的。
往年春节，两个孙儿都会

到我这边度大假。他们喜欢往
爷爷奶奶这边跑，因为没有现
场压力，虽也有管束，但都能商
量变通。今年早早就告知不来
了，说去北京过节，乘乘高铁，
看看首都，圆他们的梦。岂料
刚去两天，天安门还未看到，
长城未爬，全聚德的烤鸭来不
及品尝⋯⋯好多好多地方打卡
落空，要回来了。大年夜晚上退
了高铁票，改乘飞机速速返回
了上海。因为京城所有的景点

皆已关闭。
这张机票

才两百多，稍许抚平懊恼造成的
内心皱褶。

首都游戛然而止，兄弟俩立
马重启多年老方案，一个电话：我
们来啦！我问：为何非来不可？齐
声回答：妈妈太厉害了！⋯⋯原
来，他们是为松绑而来；也为再尝
我精制的“山药擦擦”（山西学来
的煸炒山药丝）。

孩子的意识
来自于大人对外
界事物作出的反
应，他们虽还是
小学生，但已能感知事态的严重
程度。从爸妈的交谈中得知，有一
种病毒能致死，已在全国扩散。大
人坦然娃儿无畏，大人惊慌娃恐
惧。疫情来临，大人所有举止娃儿
静静模仿。他们怕的是打针吃药。

兄弟俩来了，大孙儿悄悄问：
真不能去外面玩了？我知道他指
的是玩了又有积分可奖玩具的儿
童乐园，或是滴水湖畔放飞风筝、

搭个帐篷野餐，也知道只是问问
而已。爸妈这回的叮咛是深入娃
心的，没地玩他们也乐意，一样欢
天喜地。在爷爷奶奶这儿是度假，
在他们自己家不是。

孙儿每次来，我们老两口都
乐此不疲。来的是小祖宗，得侍候
好。伺候人是难的累的，侍候小祖

宗则不然，会精
神振奋，满屋子
的童声能中和忙
碌带来的累。何
况今年不必出

门。在孙儿身上打漂几个子儿倒
无所谓，当他们的跟班确实有点
费劲。

前年在柬埔寨暹粒旅游途
中，到处有孩子尾随乞讨，大都只
有四五六岁，稍大一些的成群叫
卖手串等工艺品，围住你不停地
喊着“姐姐漂亮”“哥哥帅”。一位
叫李毕斯纳的当地导游解说，柬
埔寨教室不够，孩子只能轮着上

学，哪
天不上
学就出
来叫卖；家庭贫困的大人白天不
管孩子，孩子饿了只能乞讨，晚
上回来几个算几个。他始终保持
着吴哥的笑，导游的这份职业让
他的孩子养尊处优。因为亲眼所
见，一车中国人都不认为李毕斯
纳的话有多夸张。我把所见跟两
个孙儿说了，他们一脸懵懂。他
们不知贫穷，没领教过饥饿，无
法理解大人会不管小孩，他们一
直被爸妈管得毫无自由活动的
缝隙，于是回答：不会吧！若不是
窝在家中实在无聊，怎愿听这种
无趣而又费解的故事。我又说，
爷爷奶奶小时候也时常吃不饱。
兄弟俩眼都没抬：怎么可能？爸爸
妈妈晚饭基本不吃，还让我们也
少吃呢。
啊！跟现在的娃儿该怎样忆

苦思甜？太难了！

蒙特利尔的“唐人街”

胡海明

    加拿大蒙特利尔是几
代中国人民熟悉的，那里
有白求恩大夫广场，还有
著名的“唐人街”。

抵达女儿的居住地，
略作休整，我的“中国胃”
便对女儿打包带回的面包
加奶酪的“西餐”提出了
“抗议”。女儿笑嘻
嘻地对我说，明天
我休息，带你们去
“唐人街”逛逛。

我在美国纽约
旅行时候去过那里的“唐
人街”，地方很大，建筑都
有些年头了，人气也很旺，
中国的南北干货、传统美
食应有尽有，而蒙特利尔的
“唐人街”又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
有“唐人街”三个汉字的，
宽约三米，高约四米，具有
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门
楼。门楼于 1998年 6月动
工，1999 年 9 月 19 日竣
工。南牌楼內侧的大匾上
写着“钟灵毓秀”四个大
字，寓意山川秀美，人才辈
出；北牌楼内侧的大匾上
写着“踵事增华”，寓意传
承发展以前的基业。两对
石狮分别摆放在南北牌楼
的两边，是由中国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赠送给蒙特利
尔市政府的。
“唐人街”占地面积并

不大，一条道走到头不过
300米左右。虽然小但比
较精致。马路两侧蔬菜水
果副食店、鱼肉店、饭馆、
旅店、旅行社、保险公司、
中文书店、小礼品店、珠宝

首饰店、药店、日用品店、
茶叶店等鳞次栉比，所售
货品极大多数为“中国制
造”，名酒茅台、五粮液，湖
南猴王牌茉莉花茶，广州
“老抽王”酱油，镇江香醋，
广东“王老吉”、上海“扇
牌”洗衣皂等耳熟能详的

商品在这里都能买到。而
唱主角的莫过于一家挨着
一家、生意兴隆的餐饮店
了。时值中午，空气中已然
弥漫着酽酽的烟火气，我
的胃顿时被撩拨得蠢蠢欲
动。女儿介绍说，“唐人街”
位于 de la Gauchetière大
街及附近区域。这片区域
曾是犹太人聚集的社区。
1890年到 1920年，数千
名犹太人曾居住在这里。
而最先居住于此的华人为
陈、谭、李和黄（或王）姓一
脉。这些人主要来自广东
台山市，是修筑加拿大太
平洋铁路的工人。后来中
国香港人和越南华人难民
也在此定居。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大批福建、广东、
广西的华人陆续迁徙于此
开店经商，如今的唐人街
聚集了 200 多家商户，其
中 50多家为餐馆食肆。
唐人街的中华美食以

传统的粤菜为主, 当然也
有火锅、水饺、拉面、锅贴、
包子、茶叶蛋、珍珠奶茶等
国內常见的点心小吃。我

们根据女儿的推荐去一家
专司饺子的“网红店”品尝
各种馅料的水饺。接待我
们的是位六十开外的奶
奶。得知我们来自上海，她
像遇到了久违的亲人，话
匣子顿时打开。她上世纪
六十年代末随父母从福建

三明来到加拿大，
虽然离开祖国将近
五十年，但血液里
流淌的还是一股炽
热的中国情。她告

诉我们，由于生意的缘故，
很少回到国内省亲，但她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
中国，遇到中国的国庆、春
节、元宵节等，就会在店门
口悬挂五星红旗，舞狮子、
踩高跷，大红灯笼高高挂，
她还将中国的美食文化发
扬光大，不仅当地的华人
喜爱，连土生土长的“老
外”三天不吃馋得慌⋯⋯

在蒙特利尔的十多天
里，我天天在“唐人街”打
“牙祭”，几乎吃遍那里的
华人餐馆，也让我的“中国
胃”有了在家的感觉。

看到商户们都在自家
店门口张灯结彩，我由衷
地感受到鼠年农历春节浓
浓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