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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不吃饺子，“年夜饭”自己
定日子而且是早上吃，每年的年夜
饭至少要凑足 22 道菜……作为地
地道道的滨州人，因为娶了个湖北
随州的媳妇，记者今年在岳父家体
会到了与滨州不一样的年味，不一
样的春节习俗。

腊月二十九，记者带着妻子坐
了13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在晚上赶
到了岳父家。知道女儿女婿来家
过年，岳父便把年夜饭定在了我们
到家后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大年
三十早上。

这里要说明一下湖北不同于
滨州的关于年夜饭的习俗。岳父
介绍说，在随州，过了腊月二十四
就叫过年啦，而吃年夜饭的时间可
以选在腊月二十四到大年初一的
任意一天早上。这个习俗的好处，
就是让出嫁的闺女不仅能在婆家
吃上年夜饭，在娘家也能吃上年夜
饭，只要两家不挑选在一天便可。

大年三十早上四五点钟，天还
没亮，岳父一家人就早早地起床准
备“年夜饭”了——早上7点之前，
这一桌子大餐就得准备好。岳父
说，三鲜、蒸肉、腊肠是每个随州人
过年必备的三道菜，也是最能体现
一家厨艺高低的代表作。随州的
三鲜由猪肉和豆油制成，以馅中有
鲜肉、鲜蛋、鲜虾而得名；蒸肉，顾
名思义，就是用蒸的方法做成的肉
食，与其他地方的做法大致相同；
腊肠是湖北的名菜，如果你有幸认
识一个湖北人，那么腊肠的话题是
肯定不会错过的。

岳父介绍，在随州或者说湖北
的大部分地区，每年的年夜饭最少
要有22道菜，如果时间和精力充裕
的话，还会准备更多的菜，再加4道
或者更多。年饭里面的讲究也不
少，必须荤素搭配、冷热配合，适合
一家老小的口味。湖北人过年，讲
究精心准备一大桌丰盛的年夜饭，
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家人和自己。

短短的两三个小时，是不足以
凑齐22道菜或者26道菜的，所以，
每个湖北家庭还没进腊月就得早
早开始准备年夜饭的食材了。湖
北人的年夜饭，肉食是必备的，而
且用量极大，这从三个主菜的组成
就可以看出。此外，还会有不同类

型的肉食，如腊肉、卤肉、扣肉等。
套用网上形容湖北人过春节的一
句话就是：“过个春节要买一头
猪。”

往年，在吃年饭之前，随州人
也有放鞭炮的习俗。但是，今年这
里颁布了“限鞭令”，因此听不到鞭
炮声。饭桌上，一家人都在感叹，

“终于能过个清静清新的春节了”。
年夜饭开始之前，已经出嫁的

姐姐带着姐夫和孩子，也赶到岳父
家一起吃饭。随着一盘盘热气腾
腾的菜陆续上桌，一家人围桌就
坐，一年来最隆重的吃年夜饭的时
刻到了。

年夜饭的开场是大家共举一

杯祝福酒，共祝新年快乐，随后就
是开吃！吃饭间隙，由晚辈向长辈
敬酒。喝酒之前，举杯人要说祝福
语，被敬酒之人也要回敬祝福语，
双方对未来一年的美好祝愿都要
一一讲出来。

其乐融融中，一家人慢慢品尝
一桌美食。在随州，吃年夜饭没有
时间限制，可以吃一个小时，也可
以吃一天。更有趣的是，一家人吃
年饭之前，还要把大门关上。如果
没有什么特别紧要的事，就算有人
敲门也不能开——这叫“不漏福”。

如果你以为年夜饭二十多道
菜是一年中盛宴的顶峰，那你就错
了，因为这只是盛宴的开始。在随
州，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只要
家里来客人，或者外出拜年，都会
享受到如此待遇。

大年初一，无论男女老少都会
走出家门，向邻居、亲戚拜年问
好。本家的亲戚更是很早就会来
到家中拜年，寒暄之后，就会上桌
吃饭。这里的早饭也如同年夜饭
一样丰盛，而且还可以选择吃一顿
或者两顿。初二、初三还要去其他
亲戚家拜年，同样有盛宴款待！

套用岳父的一句话，“如今，好
日子来了，更要热情相待！”

爆竹声声除旧岁，张灯结彩
迎新年。宽阔的公路上汽车川
流不息，走亲访友的人们笑容满
面 …… 这 正 是 新 农 村 的 新 年 景
象。

今年春节，记者回到在阳信县
的老家，看到新农村的变化越来越

大：宽阔的水泥公路代替了原来坑
坑洼洼、年久失修的柏油路，砖砌的
地面一直铺到家门口；几乎每家门
口都停着一辆小轿车，年轻人衣着
光鲜，纷纷从外地赶回家过年；晚
上，村里的路灯会定时亮起，照亮村
民串门的路……

同时，得益于农村改厕、城乡环
卫一体化，更是让村民在卫生方面

切切实实享受到了实惠。村里增设
了垃圾箱，并有专门的人员打扫卫
生、清运垃圾。改厕后，村民们上厕
所更方便、更干净了，环保意识和卫
生意识明显增强。

除了硬件设施外，农村的“软
件”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智
能手机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村里
五六十岁的妇女们也开始拿着智能
手机淘宝、抢红包了；家家户户开始
告别电线杆，路由器将WIFI信号引
进家，电视电话实现信号共享；村里
人建起了以村命名的微信群，男女

老少纷纷在群里分享小视频、村内
事儿，聊得不亦乐乎……

“软硬件”的提升，也带动了村
民观念的变化。交通工具的改进和
公路的畅通，让村民们大大节省了
走亲访友的时间。对于外地返乡的
务工者，节省出来的这些时间，正好
可以多陪陪父母和妻儿。与此同
时，由于开车的多了，喝酒的就少
了。饭桌上，果汁、饮料成了主角，
聊天、谈心代替了劝酒、拼酒，一家
人的热闹劲儿不仅没减少，还多了
些理解和温情。

每年春节，由于时差和习俗不
同，总会有很多留学生无法回家过
年。好在随着中国春节文化在世界
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留学生们在
异国他乡过起春节来也是有滋有
味。春节期间，记者电话采访了目
前在美国西雅图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李运姣，听她说说西雅图的中国留
学生们是如何过春节的。

李运姣说，每年除夕，公寓里的
留学生们都会聚在一起，一边通过
网络看春晚，一边动手包饺子、做
菜，之后一起庆祝中国春节。当然，
也有很多人会用电脑或手机和家人
视频，表达自己的思念和祝福。

“腊月二十三，小年，国内家庭
开始扫屋，我们也不会落下，会像在
中国一样打扫房间，收拾屋子，干干
净净地迎接新年。”李运姣说，随着
西雅图华侨华人数量的增多，春节
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当地的重视。如
今，在西雅图的超市里，春联、福字
等春节用品都可以轻松买到。同
时，不少商家也借机推出优惠活动，
吸引中国留学生“扫年货”。

“今年的中国农历年，刚好跟西
方的情人节挨在一起，因此在西雅
图，可以看到‘红玫瑰+中国年’的
诸多元素混搭，十分热闹。”李运姣
说，西雅图有专门的亚洲超市，中国
物品应有尽有，别说春联，就连迎春
花、水仙花都有。

李运姣介绍，美国华人过春节
的方式还是以传统为主。比如今年

春节，中国城举行了“2018年狗年庆
典”，现场有舞龙舞狮、武术等表演，
还 有 达 美 航 空 主 办 的“ $3 Food
Walk”，即只需3美元就可品尝来自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美食，这类似于
国内的“美食一条街”。另外，中国
城里也会装饰一下，体现春节元素，

如挂上灯笼、摆放鲜花，营造出过节
的气氛。

李运姣说，西雅图地区规模最
大的春节晚会由微软华人举办，晚
会上有众多精彩的活动及表演，宛
如央视春晚。而参加完白天的各种
庆典活动后，就迎来了过年的压轴

大戏——吃年夜饭。李运姣说，别
看留学生们在国内大都是娇生惯
养，但在国外，大家都会在春节时露
两手厨艺——“组团”包饺子。忙活
完年夜饭，大家就会像家人一样聚
在一起，举杯欢庆中国年。

当春运大军跨越千里，也要回家
乡与亲人团圆时，还有一群人选择走
出家门，用另一种方式体验新春。

“今年春节我们全家去海南过年，
这两天先去深圳逛了一圈，然后会去
香港看看，等年三十再到海南体验当
地的年味。”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以
前生活条件不好，总盼着过年，吃点好
的，穿点好的，如今过年备点年货，吃
吃喝喝就过去了，今年全家打算换个
方式过春节。

记者连线到正在三亚过年的滨州
市民孙女士，她向记者介绍，“旅游过
年真的值得提倡，这是她们一家人第
二次到三亚旅游过年了。在家过年免
不了聚会喝酒，没完没了的应酬让人
疲惫不堪，不如出来旅游体验一下不
同地方的新年味道！”

孙女士说，除夕在海南，人们习惯
把“过年”称之为“做年”。他们认为所

有的民俗都是按人的意志、愿望，人为
地做出来的，一个“做”字体现出人们
在“年”到来时积极的参与感——做好
准备，才能过年。

海南人吃年夜饭时离不开两样东
西，火锅和鱼。火锅沸煮，寓意红红火
火；“鱼”喻示“年年有余”。除了白斩
鸡、斋菜煲外，来自大海的馈赠怎能错
过？海味生鲜都是年夜饭的重头戏。
龙虾、鲍鱼等煎炸食物，是祝愿家运兴
旺。

“以前，春运还只是返乡团圆的代
名词，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全家人
一起出去旅游过年。”在旅游行业从业
近 10 年的梁先生见证了滨州人过年
方式的变迁。他告诉记者，近年来，随
着滨州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
越多的市民选择旅游过年，利用春节
的假期到外面看一看，了解更多的风
土人情。

春节一到，无论身处何地，回族同
胞都会回家过年。而在不同地方居住
的回族同胞，过年的内容、形式也不完
全一样。

在山东，回族大多以“小聚居”的
群落分布。对于回族同胞来说，真正
意义上的春节其实是开斋节。但受汉
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同样也会庆
祝春节。记者的老家在阳信县河流镇
刘庙村，是回族同胞们聚集的村子。

今年，村里的鞭炮声较往年少了
许多，街道上也更加干净、整洁了。
大年三十中午，村里各家都会聚在一
起包饺子。晚上，家里的长辈通常会
提前淘洗好大年初一早上做“年糕”所
需的食材。“年糕”是用黍子粘米、红
枣、红糖做成，一般由家里最有经验的
长辈掌勺，以控制水、米、糖的比例和
火候。

你可别小瞧做年糕，这可是一门
学问。小时候，长辈会告诉小孩子“一
碗年糕都要吃完，才会完整的长一
岁”。大年初一早上，做好一桌菜后，

“年糕”端上桌，寓意新的一年丰收兴

旺。
吃完饭，便开始了家家户户走亲

访友的拜年活动。记者看到，今年村
里多了不少私家车，说明村里人们的
勤劳都得到了好的回报。到了初一中
午，各家通常会做各种带馅料的佳肴，
如包子、饺子、馅饼等。下午，一家人
会相聚在一起，看电影、赶庙会、聚餐。

在记者看来，近几年，回族同胞年
节时的休闲生活越来越开放、文明，村
子里很多家庭会带着老人、孩子去其
他城市“旅游过年”,或者在街道、广场
上扭秧歌、唱戏曲，打秋千、放风筝。
另外，村里会组织举办“村晚”，能歌善
舞的回族同胞们会登上舞台各展才
艺，迎春贺年。这时候，往日威严的长
辈们也变成了“小孩”，投入到各种文
娱活动里。

正月初三，一般是出嫁的闺女回
娘家，宴请女婿的日子，或者走动距离
稍微远一点的亲戚。记者串门时，正
好遇到有一家在祭祀先祖。祭祀时，
通常会请两位阿訇去先祖的坟前诵念
经文，寄托思念、求得后世的恕饶。

2月15日，大年三十，家住滨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馨露鑫苑小区的四川媳
妇傅琨，正忙着准备火锅食材。羊肉
卷、冻豆腐、鱼丸、白菜，再配上一份精
心调制的蘸料，这顿年夜饭可谓“红红
火火”。“我春节回不了娘家，老公特别
体谅我作为四川人的心情，就劝说公
公婆婆把年夜饭改成了四川火锅。”傅
琨边忙活边说。

傅琨的娘家，远在距两千公里之
外的四川泸州，今年是她在滨州过的
第24个春节。傅琨回忆说，在娘家时，
大年三十儿早上一睁眼，一家人就开
始准备年夜饭了。傅琨最拿手的就是
制作调料，最喜欢吃的就是哥哥做的
红烧鳝鱼和妈妈炖的白果鸡。饭点一
到，饭桌上鸡、鸭、鱼、肉、青菜无比丰
盛，凉菜、煎菜、热菜、汤菜、甜品一应
俱全，麻辣的、糖醋的、咸鲜的、白味的
应有尽有。

1994年，傅琨来到滨州，成了一个
滨州媳妇，开始了自己的北方生活。

“北方的年夜饭以炸货和饺子为主，会
提前炸一些藕盒、鱼，这跟四川的习俗
有很大不同。”傅琨回忆说，在滨州的
第一年，她就被滨州大年初一“拜年”
的习俗震惊了——“我发现这边拜年
通常是互相上门问候，稍一住脚，就去
下一家，比较简单。在泸州，拜年都是
一天去一家，每家都是亲朋好友欢聚
一堂，从午饭吃到晚饭，两餐间隙还穿

插着打牌、钓鱼、爬山之类的娱乐活
动。”在她看来，南北方过年的差异还
是比较明显。

作为外地媳妇，傅琨对家人和家
乡美食的思念，每逢佳节尤为强烈。
24 年来，傅琨的小姨一直不间断地为
她邮寄家乡的小吃。今年腊月二十
八，来自家乡的新年“风味大礼包”又如
期而至。风雪糕、大头菜、腊肉、香肠、
黄粑……这些并不贵重的小吃，总能在
这样特殊的时刻唤醒她对家乡的记忆，
每一口都足以慰藉她的新年情结。

以前，除夕时只能打电话或者发
短信给远在泸州的亲人问好，现在可
以视频聊天，挨个跟亲人们面对面交
流，方便多了。“今年春节，我还没有特
别具体的安排，可能跟家人看看电影、
逛逛书店，带上相机出去转转，拍点片
子吧。”傅琨说。

这些年来，傅琨不但把滨州当成
了第二故乡，还主动用镜头捕捉滨州、
记录滨州、宣传滨州。仅2017年一年，
她拍摄的宣传滨州题材的照片就有数
十组，并被市里及全国多家媒体转载。

一幅幅精彩的照片，定格了傅琨
眼中的滨州，也浓缩了这个四川媳妇
对滨州的深厚感情。一年又一年，她
已然从初入滨州的外来媳妇，变成了
滨州故事的发现者、记录者、讲述者。
如今的她，正用快门为滨州留下精彩
的注解。

滨州女婿到湖北过年滨州女婿到湖北过年““年夜饭年夜饭””三十早上吃三十早上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董锋磊

“软硬件”同步提升的新农村过年有趣事儿：

村里五六十岁的妇女们淘宝抢红包那是真热闹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王志学

四川媳妇傅琨在滨州的第在滨州的第2424个春节个春节::

娘家寄来的娘家寄来的““风味大礼包风味大礼包””
慰藉浓浓乡愁慰藉浓浓乡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婧雨

旅游过年成春节“新宠”：

除夕在海南
一家人相聚“做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王宗尧

美国西雅图的中国留学生们过春节：

“组团”扫屋包饺子 年味一点也不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宋静涵

滨州回族同胞过春节：

初一早上吃年糕
寓意新的一年丰收兴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杨孟子

福

西雅图的中国城里春节舞狮表演西雅图的中国城里春节舞狮表演。。

随州的年夜饭最少要有22道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