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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明天就是大年夜，龙年新春的序
幕就此拉开。过年，讲究一个“过”
字，其中肯定少不了“吃”。与过去大
鱼大肉相比，现在人们在“吃”上追求
的更是一种“味道”，用上海话来说，
就是“味道”。这两天，位于淮海路上
的上海全国土特产食品商场，购买酱
菜的顾客排起长龙，每天卖掉的酱菜
竟然要以“吨”来计算。

深藏在记忆中的那些好味道，
是我们开启过大年的“钥匙”。酱

菜热卖，与热播电视剧《繁花》有一
定的关系。事实上，即使没有这部
电视剧，不少上了年纪的上海人，
也喜欢在过年前买点酱菜备用。
老底子的“上海味道”，是关于年味
最好的阐述。  世纪   年代的
《新民晚报》，在报道过年时就曾有
这样的记载：“百年老店‘三阳’和
‘邵万生’特制的醉蚶、醉蟹……都
很受顾客欢迎。”

年味，是“味道”，又不仅仅是
“味道”，更是一种记忆。许多  后、
  后每逢过年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外
婆床下的饼干桶，脆麻花、苏打饼

干、万年青……各式各样好吃的零
食让人垂涎。在今年的年货市场
上，老字号泰康金鸡复古的万年青
铁听盒子，上面的大公鸡被许多人
晒到了社交媒体上。同样复古的还
有中华老字号上海稻香村的鸭胗干
包装，重新用上了传统的白色三角
包，让不少人回想起小时候过年与
父母一起逛南京路的情景。

年味，不仅要守住传统，更要拥
抱变化。在 月1日下午举行的“龙
腾浦江 春满申城”    上海春节系
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就提到了邵
万生推出的糟香烤鸡等创新产品。

这样的创新产品在今年南京路老字
号年货市场还有不少，像三阳南货
店推出的苔条鸡柳、苔条鱼块、苔条
大虾，真老大房在熏鱼、熏蛋基础上
推出的熏红肠，都很受消费者欢迎。

人间烟火气，年味正浓时。“烟
火气”与“新潮味”相融合，既兼顾
留恋经典的老顾客，又迎合热衷新
花样的年轻人，打造出别样的“上
海味道”，让今年上海的年味格外
浓。像锦江旅游不仅以《繁花》同
款打卡地串联起锦江文化建筑，还
联合锦江饭店、静安昆仑、中信泰
富锦江、虹桥西郊丽笙等特色酒

店，还原记忆中的“上海味道”，为
新春增添不同的饮食文化体验。

既吸引眼球又保质保量，“上海
味道”才能跟得上市场的变化；既注
重内涵又创新服务，“上海味道”才
能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既有一
代人的集体记忆，又不断融合各地
口味，“上海味道”在消费新趋势中
延续着影响力，正成为上海这座国
际化大都市的文化符号之一。

“上海味道”风味足，幸福喜庆
年味浓。趁着新春，唤醒记忆里的
“上海味道”，在不凡品质与厚重文
化中，为过年添滋味。

用“上海味道”为过年添滋味
方 翔

春节
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世界进入“春节时间”
曾几何时，想在海外寻找过

年的气氛，得去各国唐人街或亚

裔社区。近年，随着中国影响力

扩大，人们开始在更多的地方发

现春节元素。法国巴黎的埃菲尔

铁塔、日本的东京塔、澳大利亚的

悉尼歌剧院等地标会披上“红

装”，不少商家挂上灯笼售卖年

货，各大国际品牌竞相推出春节

限定商品，越来越多国家的政要

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在春节到来之

际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近日，世界同中国一道进入

“春节时间”，异国他乡的人们和

我们一样早早感受年味渐浓。

1月21日，豫园“山海奇豫记”

海经篇灯会亮灯8个小时后，同样

取材自《山海经》、充满奇幻色彩

的灯会将上海的年味带到了距离

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巴黎风情

园”，让法国人近距离感受着原汁

原味的中国文化。

1月3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洛

拉 ·门布里韦斯剧院，《皮金滚灯》

等川剧经典剧目和独具特色的变

脸表演引得观众鼓掌叫好，拉开

了当地欢庆中国春节的序幕。

2月3日，一条红色烫金的中

国龙，在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厅

舞动飞腾，开启了大都会一年一

度的春节庆祝活动。

联合国喜添新假日
春节文化正以意想不到的速

度超越族群，为不同肤色、语言的

人们知晓喜爱。而春节，也在更

多层面获得国际社会官方认可。

环顾全球，已有近20个国家和

地方将春节列为法定假日。深受

中华文化圈影响的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尼、韩国、越南等自不用说，

美国和纽约和加州、加拿大的温哥

华和多伦多、巴西伯南布哥州首府

累西腓以及里约州等地也将春节

作为的法定假日。

去年8月10日，中国等12个国

家签署信函，共同提议从2024年

开始将春节（农历新年）列入联合

国浮动假日清单。12月22日，第

78届联大一致通过决议，春节（农

历新年）成为联合国的浮动假日。

“过去，联合国举办的小型春

节团聚，参加者主要是中国籍雇

员和一些受邀的外国同事。”奥地

利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常恺告

诉记者，农历春节在联合国获得

“官方身份”，意味着联合国从今

年起也要正式“过年”了。

当地时间1月31日，中国常驻

维也纳代表团与维也纳联合国中

文会在维也纳国际中心共同举办

春节招待会，这是中国常驻团首

次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举

办春节庆祝活动。据中国常驻联

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

织代表李松大使介绍，“维也纳各

国际机构的负责人当天全部到场

致辞。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

中，700余位来宾充分感受到中国

人民的好客之道，深切体会到中

国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接下来每当农历春节这一

天，联合国位于纽约、日内瓦、内

罗毕和维也纳的4个总部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也将避免安

排重要活动，5万多名雇员都可以

在这一天享受假日休息。

在常恺看来，春节“升级”为联

合国假日，可谓瓜熟蒂落、顺理成

章。一是归功于中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携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1

个国家代表团的齐力推动，二是中

国农历春节本身具备广泛国际影

响力。“欢度春节，或者说欢度农历

新年的人口十分庞大。”常恺说。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5个人中

就有1个人过农历新年。

充分认可中国影响力
“文化是多元的，世界是多极

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教授朱杰进认为，在西方

节日、西方文化盛行的当下，春节

走出中国，走出亚裔文化圈，走向

世界，是非常好的国际传播与交

流。正如外长王毅在外交部2024

年新年招待会致辞中所说，中国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

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春节

成为联合国假日，表明联合国对

文化多元化的尊重和对世界多极

化的支持，以及对中国的重视、对

中国影响力的认可。在2月6日发

表的农历龙年新春致辞中，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和中国

人民坚定支持联合国、多边主义

和全球进步表示感谢。

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也是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全球华

人的共同节日。”李松大使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春节传承着

和平、和睦、和谐等中华文明理念，

也承载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全人类共同价

值。联大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

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进一步丰富了春节的世界意义。

爆竹声中一岁除，日日花开

日日新。朱杰进指出，在中国人

的观念里，春节意味着团圆平安、

辞旧迎新，浓缩了中国人对美好

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在告别了俄

乌冲突未止、巴以冲突再起的

2023年，踏入充满诸多不确定性

的2024年之际，世界需要春节所

承载的这些美好寓意。

本报记者 齐旭

农历甲辰龙年即将到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龙，象征着吉
祥和力量。龙年春节到来之际，人们更是会用龙来表达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光明未来的期许。

今年的这个龙年春节，在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
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大使看来，它的世界意义更丰富了，因为，不
久前，第  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
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从此春节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蕴含着和睦、和谐、和平
的中华文化理念的春节文化，将把中国人对全人类美好未来的期
待传遍四海。

 近日，一位来宾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农历龙年春节招待会上观看青瓷展示 新华社 发

■ 近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唐
人街新春庙会上，一名女孩体
验舞龙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