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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在南海之滨的澳门，是一座有着精
致瑰丽建筑和长长迷人海岸线的漂亮城市。
春节来临之际，尊重传统的澳门人，都会热气
腾腾地去连锁超市、海味店、街市和花市，挑
选充足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心水食品、本地特
产、鲜鱼活虾，以及象征事业兴旺、财源滚滚、
家庭美满的金橘树、对联和利事袋等，以便在
春节长假里营造红火气氛，向长辈拜年、派小
辈利事，然后天经地义从从容容纵容慰劳一
下为事业为谋生辛苦了一年的自己。
在“新苗”“花城”等年货堆得满满的超市

里，挤挤挨挨的人们，纷纷从货架上拿下美国
开心果、英国拖肥糖（太妃糖）、瑞士水果硬
糖、意大利金莎巧克力、乐事薯片、墨西哥玉
米片、丹麦曲奇、三文鱼粒、陈皮梅等糖果零
食，以及由鲍鱼等海味组成的象征美好团圆
的半成品盆菜，再带上中意的澳门花酒、法国
波尔多红葡萄酒，或葡萄牙红葡萄酒、英格兰
威士忌和德国黑啤等，装在小推车里去结账。
至于我和老街坊们，会用另一天，去分布

在城市各处的热闹营地街、福隆老街或红街

市、义字街等海味店买为煲汤增鲜或做菜的
瑶柱、蚝豉、冬菇、鲍鱼、海参、发菜（发财）和
腊肠等。
备年货，大多数澳门人家必备年糕，其不

仅有着新年“年高”的美好寓意，软软糯糯的
口感更受澳门本地人欢迎。萝卜糕是首选，

吃时将它切成长方块在少油锅里稍稍煎一
下，再将散发着香味的它送进嘴，会吃得相当
满足；还有类似于上海糖年糕的圆形年糕，将
它切成薄片，蘸上蛋液，用慢火煎，细细咀嚼
着香甜绵润的它，是好多澳门人的心头好。
好些澳门人还会准备些喜欢吃的油炸

物，例如芝麻花生馅心的油炸酥角（饺），松松
脆脆的巧果形状的蛋散、开口枣（笑）、脆牛
耳，以及糖姜、糖莲藕、糖冬瓜等特色小吃。
节前，回故乡过春节的外地人，或进澳门

备年货的外省人，除了去澳门超市买糖果、巧
克力、零食、奶粉和盆菜外，还会到手信店里
买澳门特产——咸鲜中带点甜味、口感一流
的鲜烤牛肉烧肉干。很受欢迎的还有鸡仔
饼，嚼着当中满口肥腴、相当入味的用南乳白
糖腌渍过的肥头肉，让人极过瘾。紫菜肉松
凤凰卷和三文鱼凤凰卷，扑鼻蛋香味中带出
海鲜味，很松脆，带回献给长辈，很受欢迎。
很多人也会再入手一些澳门经典特产之一的
各种口味的杏仁饼。
这几天，澳门本地人在陆陆续续地准备

年货，澳门附近地区的人也兴冲冲地赶去澳
门备年货。大湾区兴隆红火，好多澳门人也
喜欢去珠海等内地城市用餐与消费了，如同
当下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一样，以浓郁
兴趣深入后，因淘金般的新发现，惊喜连连。

蓝调莎

注重传统是精髓

今年的元旦和春节离
得近，不足一个月的时
间。早在元旦之前，上海
的宾馆、酒楼、大饭店乃至
不少中档大厦里的饭馆，
都推出了年夜饭，品种繁
多，格调不一，突出各自菜
肴的特色，吸引着路人。
年夜饭啊年夜饭，在我

们这一代人的青少
年时期，是家庭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进
入腊月中旬，年夜
饭已经成为邻里间
的一个话题。首先
说到的，就是鸡、鸭、鱼、肉
四个大菜要配齐。所谓配
齐，就是鸡鸭要整只上桌，
鱼要整条端上来，肉至少
得是一锅的红烧肉，或者
是一整块做得红亮晶莹的
东坡肉。其实是不是苏东
坡当年的做法，人们不会
深究，人们要的是苏东坡
这个大文人的名气。长大
后经常出差，几乎走遍了
全国所有省份，餐桌上吃
到的东坡肉、东坡肘子、东
坡红烧肉各有各的烧法，
菜色形状和味道迥然不

同，食客也从不深究，要的
是苏东坡的名气，只要是道
道地地的肉就行了。如若
老家有人来，带了家乡的
活鸡活鸭和新鲜的鱼，更
是会引得邻居们热议。
四个大菜有了，年夜

饭的主要食品似乎已经有
底。其余的菜肴，就得由

女主人各显神通了。宁波
人有宁波人的规矩，苏州、
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各
地定居上海的家庭，都有
各自家庭的特色。总而言
之，在四个大菜的基础上，
起码要有四个冷盆、四个
热炒，加上两道点心和
汤。点心里最好要有糕，
寓意节节高，来年全家人
都能往高处走。汤呢，经
常以一只大砂锅端上来为
代表，里面蛋饺、粉丝、咸
肉、肉丸等配料丰富多彩
得数不过来，说是汤，其实
菜比汤多。汤不够了可以

加，边加边吃。当然，年夜
饭少不了酒，上海那时没
什么好酒，七宝大曲是上
世纪五十年代推出的高度
白酒，神仙大曲是八九十
年代红过一阵子的白酒，
但是酒质酒体酒味都不能
和以茅五汾为代表的白酒
相比。但是上海人独辟蹊

径，说我们不爱喝
白酒，我们的文化
是喝黄酒，古越龙
山、女儿红、加饭
酒、善酿包括后来
改良推出的石库

门黑标和红标。只要是酒
就行，在这一点上，上海文
化也发挥着一点自我安慰
的作用：不要那么讲究嘛，
将就一点就行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

上海年夜饭的话题。现在
全家人相聚，只要是老少
几代，能够有七八个人，都
到饭店里去聚。有老人在
的，老人发话；老人不在
的，就由兄弟姐妹中的老
大召集。也有例外，那就
是几兄妹中最有出息的那
一位出面召集。自然也由
他买单。所谓出息，无非
三种：一是做生意、办实
业发了财，吃顿饭对他是
毛毛雨。二是事业有成，
收入不菲，平时忙忙碌
碌，兄弟姐妹少见面，出
头召集。三是当了官的，
出面相邀兄弟姐妹团圆，
在尽情吃喝之间放松身
心，享受幸福的亲情。在
吃年夜饭的场合，什么话

都可以说，什么情绪都可
以发泄，什么牢骚都可以
发一发，都是亲人。
至于菜肴，那已经不

是主要的了，所订的饭店
有啥特色菜和新品或名菜，
就订什么菜，请客买单的人
不会在乎。酒也讲究起来
了，九十年代我调回上海那
几年，兴的是五粮液；茅台
酒么，难买。记得我调回上
海时，茅台酒当年
的一把手邹开良遗
憾地对我说，这么
大的上海，茅台的
销量不足100吨，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问
题。现在呢，我问茅台集
团，他们说今天的上海人
接受茅台酒了，上海市场
我们供应1100吨酒，苏浙
两省的酒还时常往上海
送。故而茅台酒在今天的
年夜饭餐桌上，也成了主
角。一年忙到头，总得吃得
丰盛点，喝得讲究一点。
所谓讲究一点，在上海话
的内蕴中就是要最好的。
年夜饭的氛围，总的

是融洽的，欢快的，幸福感
满满的，尽欢而散的。当
然也有在饭桌上酒醉后失
态的。不过都是至爱亲

朋，睡过一晚，春节相逢
时，一切也就过去了。
上海人曾经的年夜

饭，团聚总和守岁连接在
一起。吃饱喝足了，一大
家人坐在一起，仍不会
散。老规矩是要过了半夜
12点，才去入睡。为什么
呢？过了12点，就是迎来
新的一年。清醒地迎来新
的一年，据说也有吉祥如

意的蕴含。坐着干
什么呢？嗑瓜子，
吃花生，还有五香
豆，当然少不了糖
果。糖果是给孩子

们吃的。过年的糖果一定
要选糖纸五颜六色的，为的
当然是悦目。其中的大白
兔奶糖更是点睛之笔。
大年夜，白天忙不过

来的家长会选择在年夜饭
之后的这段空档时间，炒
瓜子炒花生，瓜子分成南
瓜子、西瓜子，还有香瓜
子，炒得喷喷香，趁热端上
来，让坚持守岁的老人、小
辈们边吃边聊。忙进忙出
的家长还会把大年初一早
餐、午饭、晚饭的菜肴准备
好。真正到了大年初一，
得尽量少做一点。其间的
寓意是家庭里一年到头都

丰衣足食，不但事儿得少
做，连地也不能扫。半夜
之前，还得把家里的清洁
卫生打扫一遍。老人们说
大年初一到初三扫地，是
会把来年的财运扫出去
的。提倡过革命化春节的
那些年里，说这是封建迷
信，得像“四旧”一样破
除。发展到今天，这样的
意识已然淡化了。年夜饭
也不像原来那么讲究了。
吃吃喝喝已是次要的，但

聚会活动还是要有的。不
但家庭成员之间的聚会还
是在延续，朋友之间也借
着吃年夜饭的名义聚一
聚，为的也是联络感情，增
进友谊。
上海的年夜饭，随着

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又
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真是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读
者朋友，你准备好今年的
年夜饭了吗？

叶 辛

上海的年夜饭

我从小就刻意追寻内心平静，并不愿意对新鲜事
物做太多尝试，保持尊重、理解、但不靠近的状态。不
管何时，对生活总有一些疏离。但随着年岁上长，陪伴
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心境也不自觉发生了变化。我
开始以欢喜热烈的态度，投入真实也未知的生活，发掘
短暂生命中可能发生的无数种时刻。
一种变化就是对运动项目的勇于尝试。这些年，

我先后尝试了卡丁车、蹦极等项目，也喜欢与老同学骑
着自行车，在阳光和风雨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妙。从五
十米高处落下时，风的声音清晰凛冽；握
着卡丁车沉重的方向盘，内心只有坚定
的信念，要全速前进到达终点；踏上自行
车的那一刻，日出日落如一幅长卷，毫无
保留舒展在眼前。我意识到，在运动的
时间里，也是有无数情感在内心涌动。
新年素有登高传统，于是今年元旦，

我决定体验一次攀岩，也为新的一年起个
好头。穿上装备，我的心情既期待又兴
奋，在教练指导下，迫不及待试着攀登，手
脚同时发力，跨越一个又一个石坎。最初
五六米，速度还是稳定的。然而越往上，
越觉得手指手臂开始沉重，平常轻易做到
的抬腿也愈发吃力。我调整呼吸，将身体紧紧贴住岩
壁，寻找最合适的石墩，一手抓住，另一只脚赶紧发力向
上蹬去。如此反复，摒除内心杂念，每一米攀登就如跨
越一道屏障，只为拍响顶点处那红色的铃铛。
三十五岁了，我当然明白生活暗流涌动，处处都像

攀岩，需要尝试和坚持的事情实在太多，而不同的心态
决定了不同的结果。于是，暗暗告诉自己，无论何时何
地面对怎样的处境，都要保持三颗心。
第一颗心就是赤子之心。单纯的信念，初生儿般

的赤诚，只要回归简单的初心，就足以抵抗人世间的所
有纷扰嘈杂，让自己拥有面对问题的能力。第二颗心
是狮子般的勇猛之心。如《狮子王》中的辛巴，总是能
够把握眼前的机会，坚定勇敢地迎向每一个挑战。无论
做什么事情，只要全心投入、事事用心，就能达到理想的
效果。第三颗心则是骆驼般的耐心。骆驼心志坚定，从
不散乱，不管天气冷热都能忍耐得住，实在是很好的榜
样。面对不同人生境界，只要有耐心，就能到达遥远的
终点。信心、勇气、毅力，若三者兼备，天下又有何难事
不可攀登呢？生活的琐碎也好，心灵的苦楚也罢，只要
找到内心的力量，我们都能到达辽阔的远方。
我如此想着，终于摁响了岩壁顶点的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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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的冬天，母亲骤然离世。处
理完后事，我带着母亲留给我的一个小
蓝包裹踏上了返程的列车。三年后的
一个晚上，我打开了那个包裹，摸了摸
那把我送给母亲的牛角梳，它曾经代替
我陪伴了母亲一千多个日夜；然后，逐
一打开母亲保存的我儿时写的三本日
记本，一篇篇地读了下去。
我花了一整晚把这些日记读完，就

像是看一部电影，把儿时的事情回忆了
一遍。我发现每一本日记里都有一页
是折叠起来的，那一页无一例外地都指
向同一个日子——正月十五元宵节，而
这天也正是母亲的生日。

在1979年2月11日的日记里，11岁的我写道：“今
天是元宵节，也是妈妈的生日，县城里人山人海，满街
的花灯让人眼花缭乱，钻天猴和烟花此起彼伏地在天
空炸开。回到家，全家人在一起吃了饺子，共同庆祝元
宵佳节和妈妈的生日，真是开心快乐的一天啊。”在第
二本日记本里的1982年2月8日，我这样写道：“今天
是元宵节，又到了妈妈的生日。早上，我吃了一大碗汤
圆，是妈妈包的，糯米面芝麻红糖馅，真好吃。每到这
天我总是会说，妈妈的生日最好，普天同庆。希望妈妈
永远年轻，也希望我会一直陪在妈妈的身边。”
翻开第三本日记本，1984年2月16日，上高一的

我写道：“又到了每年我最盼望的节日——元宵节了，
一大早照例要吃元宵，而晚上吃饺子才是重头戏。吃
饺子前，妈妈让全家每个人都在心中许一个元宵节的
愿望。二姐问我：‘小弟，你许了什么愿望？’我回答：
‘我可不告诉你。’我的愿望是：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考
一个好大学，赚很多的钱，在一个大房子里陪着我最亲
爱的妈妈一直到老。”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元宵节的
夜晚，一家人围坐吃饺子的情景，那时还是白炽灯泡，
橘黄色的灯光显得格外温馨。我还想起第二天的清
早，踩着厚厚的积雪，妈妈带着我出门，妈妈穿着一件
灰色的旧粗布棉袄，我穿着一件草绿色的新棉袄，脸被
呼呼的北风刮得生疼，妈妈笑着问我：“儿子，其实妈妈
也很好奇你昨天晚上许了一个什么愿望呢？”我笑着回
答：“妈妈，我可以悄悄地
告诉你，但是你要保证不
给哥哥、姐姐讲哦。”妈妈
笑得更开心了，说：“好，我
保证不说。”我很认真地告
诉了妈妈我许的愿，妈妈
笑得很开心，满脸都是幸
福的微笑。过了好久，妈
妈才说：“我知道，我的儿
子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
后来，考上了大学，毕

业后留在外地，在国企有
了稳定的工作，有了自己
的房子，成了家，也有了孩
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妈
妈退休后一直在山东邹城
养老，直到84岁去世。那
个元宵节许下的愿望我居
然忘得干干净净，妈妈也从
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
儿女对父母许下的诺

言有多少是可以实现的
呢？父母却从来不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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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碗菜，在镇江被
称为“什锦菜”，又称“十
香菜”，更有当地雅客称
之为“十香如意菜”。请
看明日本栏。

来福是饭店老板老耿
家的一条黄色混血狗。
那年，我和几位笔友又

到山庄饭店用餐，一进门不
见来福，就问：“来福呢？”以往我只要来
这，来福总是摇着尾巴欢快地围着我
转。老耿叹了口气说：“来福失踪了。”
来福原是一条宠物犬。九年前，一

个旅游团在老耿家用午餐，饭后团内一
对小夫妻骗过这条狗，随后把它遗弃在
停车场。狗以为主人会来找它，每天蹲
守在停车场的竹棚内，双眼盯着来此停
车的旅游大巴士。
这条可怜可叹的狗，守了半年，感动

了老乡。老耿见它风里来雨里去，日益
消瘦，便收养了它，取个新名：来福。
俗话讲，好人有好报。来福到老耿

家后，饭店生意比以前更兴旺了；儿子结

婚第二年媳妇生了一对龙凤
双胞胎，有村民说是来福带
来的福气。但是，来福的
“臭”脾气未改，只要听到旅

游大巴的喇叭声，它便直奔过去……
这年春末，来福突然萎靡不振，也不

进食。老耿以为它病了，特别挑些它最
爱吃的猪肉软骨给它。晚上，老耿发现
来福不见了，发动家人和伙计四处寻找，
几天过去了，仍不见踪影。有人说在景
区山道上看到它，招呼它回家，可来福头
也不回，向林子深处蹒跚而去……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舍北行饭》对

犬“忠主”留下佳句：“犬喜人归迎野路，
鹊营巢稳占低枝。”来福正是这样一条义
犬。我想，如果世上没有界限，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互相关怀，那么世界会变得更
加美好！

春 迅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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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在
家发火，大
声吆喝，古
人 有 一 个

比较风雅的说法，叫“河东狮吼”。为什么特指“河东”
的狮子？这背后有个故事。
北宋诗人陈慥，字季常，家里富裕，他喜欢饮酒击

剑论兵，风格豪放，又多蓄声伎，自称龙丘居士。他一
度隐居于黄州岐亭山，苏轼被贬到黄州时，他们来往甚
多。苏轼在《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写到这位老兄的
风采：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

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陈慥的夫人姓柳，在

家强势；陈慥身边美女较
多，心虚，有点怕她。柳姓
的郡望在河东，又佛经里
用“狮子吼”形容威严，所
以东坡就把陈夫人在家发
威戏称为“河东狮子吼”，
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还有一个指代怕老

婆的词叫“季常之惧”，也
出于陈慥。陈慥的诗作
亡佚殆尽，其词今存仅一
首《无愁可解》，其中有
“万事从来风过耳”等句，
这种解嘲的空话人们大
抵置之不理，倒是他“拄
杖落手心茫然”的形象被
记住了。其实“风过耳”
之句也很精彩，那边“狮
子吼”，这边“风过耳”，日
子才能过得下去——对
着吼有什么意思？

顾 农河东狮子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