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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在本文中分享温馨回忆的
“感恩的心”“不羁的风”“小强强摩
羯”“绍彤”和“矛盾螺旋”5位网友
获得66元评论“压岁钱”。

年夜饭里满满都是年味儿
在网友“感恩的心”对过年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杀猪的热闹场景和自家

灌的血肠。

每年催我回家的除了电话
还有老妈做的年夜饭
“我和我的年夜饭”活动即将截止，快来选河北人的“头牌菜”

截至1月6日19时，燕赵都市报
官方微博发起的“河北人餐桌上的头
牌菜是什么”的调查中，已有5000余
名网友参与投票，“河北八大碗”依旧
保持领先地位，紧随其后的是“金毛
狮子鱼”。

如果你也有对年夜饭特别的记
忆，快来参与“河北人餐桌上的头牌
菜”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年夜饭头
牌菜。1 月9日，燕赵都市报将结合
微博、微信、头条号等渠道的结果，选
出咱河北人年夜饭的头牌菜。最终
被选中的“头牌菜”还将被收录在支
付宝集五福的彩蛋卡里，天南地北的
河北人扫福字就有可能扫到。

参与方式及获奖网友
扫描二维码参与投票并转发该

条微博，1月9日12时，我们将从中
抽取幸运福娃：一等奖1名，获得666
元；二等奖9名，每人获得366元；三
等奖10名，每人获得166元。

此外，我们还将在各平台选取部
分精彩留言登报刊发，一经采纳可获
得66元的“压岁钱”。

快来选出
你心中的年夜饭

年夜饭是一份团圆的希冀
和年轻人的感受或许不同，76岁的网友“绍

彤”关于年夜饭的记忆里，充满了过去岁月的艰

辛和艰辛中的小温暖。

我们这代人，绝大多数小时候生活是非常

困难的。所以，那时的年夜饭是我们能盼望一

年的“解馋饭”。

那时候，我们姐弟三个，就是盼着年三十晚上

的猪肉炖粉条和大米饭。基本上是一进腊月我们

就开始盼，我们仨轮番问母亲，离过年还有几天

啊？母亲只是笑，说我们是“馋猫”，她懂我们。

进了腊月，放寒假的父亲会带回来两三斤

大米，那大概是他在粮本上存了一年的细粮。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儿，母亲会从集市上拎回一

条猪肉，我记得也就十斤左右。我们几个高兴

地围着母亲，我们都知道，离我们吃炖肉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那时农村冬天特别冷。母亲把肉分成两份，一

份切出来放院子里的大缸里冻起来，备着三十那天

炖肉；另一半稍微肥点儿，她就把肥肉放到铁锅里

炼成猪油，存到一个罐子里封起来，备着平时炒菜

用。而炼出的油渣，她就剁碎了撒上盐，放碗里也

冻起来，准备正月初一、初五包饺子用。

我们农村那个时候，进了腊月，每天都吃两

顿饭。年三十吃过上午饭，母亲就在大锅里烧

上开水，准备捞米饭。那时候没有高压锅电饭

锅啊，只能把米煮五分熟，捞到笼屉布上，再放

到锅里蒸熟，米汤也留起来喝。米饭在东屋大

锅里小火蒸着，母亲就在西屋小铁锅里开始炖

肉，她会把肉炒了糖色再炖。

我至今记得，整个下午，三间屋子里都弥漫

着炖肉的香气、大米的香气。我们姐弟仨，就会

在院子里耍一会儿，再跑进屋里闻一会儿。到

了傍晚，母亲在东屋热炕上摆好方桌，把碗筷和

一盆米饭、一盆粉条炖肉摆到桌上。一声“开饭

了”就像是冲锋的号角，我们仨会齐刷刷地围拢

到东屋暖暖的炕头上，跟父亲母亲一起享用一

年一顿的猪肉粉条大米饭，三姐弟一定要吃到

肚子鼓鼓的，才放下筷子。嘴里的那种米饭炖

肉香，是能记一整年、一辈子的。

回忆着过去，今年76岁的绍彤感慨地说，现

在的人们，兜里越来越有钱，人们早已不再为吃

什么、去哪儿吃发愁，“年夜饭”已经不再是满满一

桌子的菜了，是等待的老人一直盼着离家的孩子

团聚在一起的一顿团圆饭，是在外的游子对家的

思念。它更多地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团圆、美

满，和对新的一年的希冀。

年夜饭里
藏着团圆的意义

网友“矛盾螺旋”说,这几年每年春节的

年夜饭，都是几家人聚到姥姥家，一家出两

三个“创新菜”，如此凑出一大桌。菜单年年

都在变，也就没了所谓的“年夜饭必点菜”，

回回都吃新鲜的，却也难免有些菜还没吃过

瘾，等和它再聚首时，何止已过一年，还可能

根本就是再也碰不着……

矛盾螺旋

去年春节，身为家中大厨，妻子决定要

做“福满全家什锦锅”。年三十的下午，咸肉

切片、松花蛋剁丁、鲜虾开背去线、鹌鹑蛋煮

熟去壳，和冬笋香菇娃娃菜等各色新鲜蔬

菜，一起整整齐齐码进小坛子里，浇上熬好

的高汤，快到开饭的时候，加水没过各种食

材，上灶中火焖煮。暖乎乎的一坛子汤菜上

桌，汤汁浓郁，食材鲜美，热腾腾的白气和香

味溢满整个房间……

自那之后半年多，在自家和姥姥家，我

也曾多次吃到简版“福满全家什锦锅”，但总

是感觉不如年夜饭那次的好吃。我想一则

是为了避免浪费，食材种类缩减，味道不那

么足；二来不逢年节，一大家人总是聚不

齐。或许，只有几家人一起聚齐的年夜饭，

这道菜才能有那样令人难忘的味道吧。

燕都融媒体记者 李春炜

年夜饭里都是妈妈的味道
在网友“不羁的风”和“小强强摩羯”看来，年夜饭代表的是妈妈的味道。

小时候，过年是日日盼望的。一

过了腊八，便扳着指头算日子。那时

年味儿极浓，杀猪、扫房、磨豆腐、煮

肉、蒸馒头，一个都不能少。最难忘

的还是杀猪。

儿时的记忆里，杀猪是一年中最

热闹的事情。吃完早饭，几个帮忙的

邻居便都早早来了。很快猪圈门大

开，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进去围成一

圈抓猪。一向生活安逸的猪见到这

样的场面被吓坏了，拼命地左冲右

突，想杀出一条生路。有时它还真能

逃出猪圈，跑到院子里。然而，被杀

的命运终究是改变不了的。一番追

逐之后，猪嚎叫着被绑了四条腿由两

人抬着过秤……

大人们在院子里忙碌的时候，我

和奶奶坐在炕上剥蒜，蒜瓣总要剥上

一小盆才行。这蒜是用来灌肠的，把

蒜切碎，与猪油和玉米面一起放进血

里，搅拌之后再灌到洗干净的肠里。做

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看起来

就很重要了，因为每灌一段肠都需要用

细线把口扎紧，这个“重担”往往是小孩

来承担的。血肠灌好，一根根放进大铁

锅里，下面烧起木柴，很快，诱人的香味

就飘散出来。捞起一根，掰下一截儿尝

一尝，嗯，真香，都来尝一口！

如今离开家乡，定居城市，血肠

也有几年没吃过了。快过年了，真想

重温一次那热闹的场景，那里面满满

的都是让人难忘的年味儿。

这几年，每年的年夜饭都特别丰

盛，但山珍海味都比不上的，还是妈

妈炖的大锅菜。大锅炖肉，加上粉

丝、蘑菇、冬笋、白菜、豆腐……都放

在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随吃随

取，每当过年回家吃到那一锅大锅

菜，就特想直呼：“家，就是这个味

儿！年，就是这个味儿！”

小强强摩羯

绍彤
感恩的心

不羁的风

小时候，到了过年前一个星期，妈

妈和爸爸就要开始准备过年的菜谱和

采买年货了。村里的年夜饭很简单，

煮点饺子，炒几个菜，然后就是豆包馒

头。过年前，每家每户都要蒸很多馒

头和豆包，要一直吃到元宵节。我们

家比较讲究，年夜饭有几道必不可少

的菜肴：一道全鱼，一道鸡，一个肉丸

子，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就是豆包。

在外工作的这些年，每年催着我

回家的除了老妈的电话，就是老妈做

的肉丸子和豆包。我一直不知道老

妈是怎么做的，只知道她做的肉丸

子，松软绵口，入口即化。我在外面

吃的肉丸子总感觉硬邦邦的，颜色也

不白。老妈做的豆包，以前用玉米面

做皮，现在则用白面做皮，馅里既有

红豆，还有当地特产——柿子。豆包

的精髓在于馅儿，柿子去皮后可以做

成柿饼，柿子皮则和红豆一起煮，做

成豆包的馅儿。老人都喜欢吃这种

豆包，软甜不腻，还有柿子的香味。

这些年来，柿子树越来越少，豆

包也慢慢少了些柿子的香味。年夜

饭更加丰富，但每年的年夜饭，妈妈

做的豆包和肉丸子仍是雷打不动的

“抢手菜”，这些都是在外打拼的我想

念一整年的味道。

燕赵都市报
与支付宝联合推
出的“我和我的
年夜饭”活动启
动后，收到了很
多读者和网友们
留言，有人回忆
起某年某月一顿
特别的年夜饭，
有人更留恋过年
之前期待年夜饭
的过程……对于
每个人来说，年
夜饭不仅仅是一
顿饭，更是春节
期间一项不可或
缺的仪式，寄托
着太多的情感，
令人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