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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奶奶学制窗花喜气满溢
高了、低一点、又歪了，没错这是

在贴春联；除夕夜一家人围在一起包

饺子、张罗年夜饭、吃着零食看着春

晚；新年的早晨，一碗热气腾腾的汤

圆下肚后，就跟着长辈去祖辈家拜

年，手里自然还提着各式各样的年货

⋯⋯迈入了农历羊年，年轻人陆续在

微博微信上分享着自己家乡的过年

习俗，别有风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

院赖文炜的家乡在福建省晋江市，为

了用心感悟春节的习俗，他这次专门

请教奶奶教他如何制作窗花：用刀子

刻前，须将画面和纸用订书机订好，

将四角固定在蜡盘上，为了保证形象

的准确，人物先刻五官部分，花鸟则

先刻细部或紧要处，再由中心慢慢向

四周刻，刀的顺序如同写字一样由上

到下，由左到右，由小到大，由细到

粗，由局部到整体⋯⋯

“ 在制作窗花的过程中，不仅有

趣而且还富有挑战性，我有了更多时

间陪伴自己的奶奶，奶奶也觉得非常

的幸福，最后当窗花制作完毕才发现

原来春节是那么的有趣。”赖文炜开

心地说道。

挣供水仙花图个好兆头
法学院的苏丽虹来自广西省桂

林市临桂县，她所发现的最能体现年

味的元素莫过于每到过年许多人家

就会买一两盆金桔，金桔象征“ 大吉

大利”。

“ 其实，现在人们所喜爱的，是

它那小巧而丰硕的造型：一棵三四

十公分高的小树上，硕果累累，金光

灿灿，还有那青枝绿叶相扶，确实逗

人喜爱，置于几座之上，玩味许久。

弟弟实在忍不住嘴馋去摘了几颗金

桔吃，却被酸掉了牙，爸爸就会笑着

和我们说，这些果树是观赏品种，不

能吃的，我就和弟弟在一边互相大

眼 瞪 小 眼 然 后 傻 笑 着 弟 弟 的 天

真。”

苏丽虹说，壮族春节还要插供

水仙花。每年腊月初，市面上便有从

福建漳州运来的大批水仙头，人们

买回后，精心培植，水仙花似乎也能

解人意，常常就在除夕合家吃团圆

饭时，或在正月初一的爆竹声中依

次开放，这情景给人们带来无穷的

乐趣。俗语说，“ 花开富贵”，这正巧

取了个好兆头。加上水仙花外形清

秀、亭亭玉立，香气袭人，所以家家

必备。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人都觉得

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了，苏丽虹却表

示，“ 身为少数民族一员的我，却还是

能感受到深深的年味，每次过年回外

婆家，外婆都已经准备好了许多的特

色菜肴，还会腌制我最爱的酸肉，糯

香可口，让人回味无穷。其实，无论在

哪，年味都是有的，只是需要我们用

心去感受，用行动去践行。”

一起自制食品感受年味
会计学院的王子婷来自甘肃省

张掖市高台县，她说，在家乡，家家

户 户 都 要 准 备 一 种 样 式 与 口 味 各

异，但全都符合美味酥脆耐储藏兼

漂 亮 的 特 征 的 油 炸 食 品———油 果

子。

“ 也许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名

称，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制作工艺

丝毫算不得简单，和面就有一定技术

含量，其中可以加入很多牛奶、蜂蜜、

鸡蛋等的作料，同时揉面也必须达到

一定的时间长度，否则影响其口感，

由于其数量必须达到每家每户从初

一吃到十五，它的制作时间显得尤其

长，基本上都是好几家子一起做，大

家有说有笑的相互帮助，大约有4天

或5天都在做这种年货，这让年味充

斥了每个人的心间⋯⋯”

制作灯盏、灌香肠、包团圆果

⋯⋯许多大学生都用自己动手的方

式为家里增添了年味，“ 当一家人坐

在一起享受美味的同时也在享受着

那份浓浓的亲情，我们应该多和父母

在一起，并再次拾起中华传统文化，

为其传承再添砖瓦！”来自浙江省的

竺俊慧同学感悟道。

“ 让年轻人传承过年习俗”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团委书记陈

颖辉表示，正值传统新春佳节，大学

生们在家中陪伴老人的同时很容易

通过与长辈的聊天深入了解到当地

传统年俗，有利于实践更为传承传统

文化尽自己的力量。“ 希望通过细品

年味，让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

一步思考，在实践记录的过程中逐渐

做到传习，继而让在年轻人中逐渐失

落的传统习俗慢慢恢复其原本的灿

烂。”

校方还鼓励更多的参与学生将

年俗记录及心得体会通过微博微信

等新媒体的有效传播，让此次活动更

具唤醒意义，让更多的人回忆曾经浓

浓的年味，并一起传习传统年俗。

□刘晶晶
小时候最喜欢过年，因为可以穿

新衣服，收压岁钱。顶顶好的还是能

有好多吃食儿。

我是知青子女，少时常和父母在

安徽过年。安徽省名取自“ 安庆府”

和“ 徽州府”的首字，爷爷家便在安

庆。过年的时候，一家老小从四面八

方都聚到了爷爷家，两层楼小院，一

楼正厅中堂要换上爷爷亲手写的崭

新对联，四方桌上一碟碟的都是好吃

的零嘴儿。大人们围坐着聊山海经，

我们这些小孩们四处撒野，逮着空去

桌上抄一把揣兜里，玩好了吃光了再

回来偷抓一把。

徽州的小零嘴都有好听的名字。

寸金糖，半根手指长，里边的馅是桂

花拌桔饼，包了糖皮儿，外面裹上薄

薄的芝麻，炸出来金黄金黄的，像根

小金条，因而得了“ 寸金”之名。吃起

来嘣儿香，甜甜的一点不粘牙，咬一

口，先是芝麻的香味，再是桂花的清

甜，又有点桔饼的腻滑，最受孩子欢

迎。每每去拿，若是被爷爷看到，总得

说教一回：“ 吃了寸金糖，可要明白寸

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

安徽人爱吃酥糖，酥糖的品种奇

多，不仅要做得好看，吃起来好吃，还

得有点讲究。最有名的便是徽墨酥。

小小一块宛若墨锭，黑芝麻粉拌着百

花蜜，看上去像墨，闻起来幽香。这是

大人们最爱吃的。抿口茶，吃块酥，茶

便没那么苦，糖也没那么甜腻，一嘴

的芝麻香。只是我们这些小孩不懂喝

茶，也对这油黑的酥糖兴趣不大。

还有种顶市酥，是安徽人过年过

节桌上必备的零食。常用张红油纸包

着，又称“ 红纸包”。徽州兴商，“ 顶

市”的意思大抵就是“ 牛市”之意。有

句民谚：“ 拜年不带顶市酥，请君不要

进厅堂”。拜年的时候，主人桌上备

着，客人手里也总拎了一盒。一样是用

芝麻加饴糖配上米粉，入口即化，满口

喷香。小孩们喜欢。吃完了，红纸铺铺

平，一张张收着，觉得特别喜气好看。

过年的时候，便是再贪嘴，大人

也随了去，酥糖吃得总不少，因此

记忆中安徽的年总是带着散不去的

甜味。

如果回上海过年，热闹是一样

的。印象最深的不是吃什么，而是做

什么。上海人过年要吃蛋饺。那时的

蛋饺，都是自己家做的，我不会做，站

在外婆身边看也是津津有味。鸡蛋一

个个下来打成蛋液，想要蛋皮黄一

些，可以多加点蛋黄，和好的肉馅放

一边，调羹烧热，猪板油刷上一圈，臽

一调羹蛋液，手腕一提，勺子轻轻一

转，一张小巧的蛋皮就出来了，中间

放一小团肉糜，用筷子尖小心地挑起

一边的蛋皮，慢慢掀起，盖住肉糜，合

拢，轻轻一压，一只蛋饺就做好了。

做好的蛋饺蒸蒸熟，放冰箱里冷

冻起来，够吃一整个年了。想吃的时

候拿出来，下汤，配上肉圆、粉丝、蔬

菜，味美又营养，每次吃到最后，大人

孩子还得比比赛，看谁捞到的“ 金元

宝”最多。

除了做蛋饺，做汤圆也是极有趣

的。进了腊月，外婆就会去借台石磨，

洗干净了，搁在木板上，一边高一点，

下浆的地方低一点，好让浆汁能流出

来。糯米淘好要先泡上两三天。准备

磨面了，一家人就会围坐在石磨边，

我负责舀米，小心地放一勺，倒进上

磨盘的圆孔中，大人转动磨把子，米

在里边被上下磨盘一压，雪白的米浆

就顺着磨盘边子淌了出来，再顺着槽

盘流到事先套好的布袋里。转磨是辛

苦活，大人们要不断换人手，我们这

些小孩子就争抢着来舀米。一袋米磨

完，装满米浆的布袋口用绳子扎紧，

滴滴答答地过滤完，糯米粉就大功告

成了。

包汤圆当然更欢乐，大人包汤

圆，我们就是玩糯米，包出各种形状

的小玩意，弄得全脸全身都是白面

粉，像是台上唱戏的。因为是过年，大

人也特别宽容，由着你闹。这样全家

老小齐上阵做元宵，和和乐乐，热热

闹现在想来，这样的年味，已是再也

难见。好吃的东西多了，那些老式的

零嘴再也不稀奇。吃个蛋饺、汤圆也

用不着如此麻烦需要亲手做了。现在

的年，也便少了许多的乐趣，淡了许

多兴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发起感悟实践活动，传承传统文化

大学生天南地北品年味习年俗

那些年，吃酥糖随着你去，做汤圆由着你闹

“ 每年的年前，妈妈都要打鱼糕、做珍珠丸子、皮冻、和糯米酒等家乡菜”、“ 让奶奶教我如何制作窗花，奶奶觉得非常
幸福，最后当窗花制作完毕才发现原来春节是那么的有趣”⋯⋯春节期间，2015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发起了“ 细品年味，
传习年俗”大学生寒假感悟实践活动，通过细品年味，让在年轻人中逐渐失落的传统习俗慢慢恢复其原本的灿烂。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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