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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杭州友人寄
来年糕，更确切地说，是
富阳特产——手打年
糕。

天南海北，其实到
处都有年糕的身影。
在期待中，我想象着江
南年糕的模样。小小
的，一枚一枚，软糯香
甜。也许，颜色也是青
青绿绿。

在超市，每逢端
午，总能看见包装待售
的青团，小巧玲珑，煞
是可爱。江南的年糕，
或许也是那般模样？

及至拆开邮包，富
阳年糕忽然就现于眼
前了。一袋袋，皆是圆
圆滚滚，拿在手中，颇
感沉实。再看配料表，
只有糯米和水。单纯
的食材，几经繁复的工
序，与水化作了这样坚
硬的食粮。

细心又暖心的友
人，叮嘱了年糕的多种
吃法。末了，又微微遗憾地补充一句：忘了寄上几
片新鲜的竹叶。将竹叶铺在年糕下再蒸，会有竹
香。

青青竹叶，衬托洁白年糕，哪里只是清香？分
明是一幅清简雅致的宋人小品了。竹叶虽无，然而
我却存有夏天的玉米叶子。新鲜的嫩玉米的叶子，
在北方也一样是“法宝”，与翠竹的叶子，有异曲同
工之妙。

将冷冻的玉米叶从冰箱里取出，清洗之后，一
片片铺于蒸帘之上。偌大的一块年糕，也放于菜板
上，用力切成略有厚度的方块，一一铺陈于笼屉
里。灶火徐徐，袅袅热气开始蒸腾、弥散，氤氲雾气
中，淡淡清香若隐若现。

蒸好了的年糕，温润如玉，洁白似雪。连同玉
米叶子，同时取将出来。初尝一口，是糯米之香；再
尝一下，筋道和滑润之感立时弥漫唇齿。蘸上一碟
白砂糖，那种甜蜜与醇香，仿佛瞬时将隐藏于年糕
中的精华呼唤出来了。

黏食配糖，南北东西，大概都有此类习惯。有
了绵软清甜的白砂糖的加持，年糕瞬间变得甜蜜
蜜。

吃着富阳的年糕，一时恍惚。仿佛，我们在吃
着东北黏豆包的外皮。东北黏豆包，有一种也是以
糯米磨粉之后做皮，裹以豆馅，蒸熟食之。然而，细
细品味，这江南的年糕与北国的豆包，着实还是不
同。

据友人说，这江南的手打年糕，是用传统的石
磨碾磨糯米，再用人力捶打，多道工序制作而成。
而我们东北的黏豆包，糯米磨粉之后，经过发酵，妇
孺们坐在家中的热炕头上即可完成。没有繁复的
捶打工序，自然也就少了一些软糯弹牙的口感。

细一思忖，这江南的年糕，为何吃法多样，煎炒
烹炸皆可？大概就是因为它没有馅料。没有了那
一团馅料的牵绊，红豆沙也好，绿豆沙也罢，这江南
的年糕，仿佛誓要清清白白、独行一生。

这样的年糕，以最清简的姿态，行于世间。它
可以搭配任意的食材，上至海天盛宴，下至几根青
菜，皆可成美味。想象着，洁白的糯米，化身为米
浆，从古老的石磨里汩汩流出。

那时节，江南的茶也青了，桂花飘散浓浓香
气。在这样美丽的工笔画一样的江南背景下，这洁
白的米之河，历经沉淀、蒸煮、捶打，颇似百炼钢化
为了绕指柔。

然而，这还不够。为了便于保存，江南的巧手
农人们，又将蒸煮好的年糕晾晒，而有了砖石般的
硬与厚。这使我想起了北方的粉条。刚刚做成的
土豆粉、红薯粉，也是要晾晒得干燥坚硬，而历冬
春，随吃随取，是那样一份安心与妥帖。

每到年关临近，天南海北，人们的味蕾都在呼
唤黏食了。追溯起来，糯米做成食物的“妙用”与

“大用”，无论现实生活还是传说故事中，都曾留下
过许多印记。

犹记曾在江西赣南，驻足于耸立三五百年之久
的客家围屋里。这些围屋，原本客家人在异乡安身
立命之后，举家族之力而兴建。艰苦打拼富裕起来
的客家人，为了防范贼寇的入侵，会将自己的房屋
建成几乎坚不可摧的“堡垒”。

那样高高的围墙，动辄高约十数米，厚达几米，
围屋四角，还各建有高耸的炮楼。相传，有围屋的
围墙，当年就是用糯米粉、红糖和蛋清搅和粉刷上
去的，一旦围屋陷入困境，可将这些粉刷上去的“材
料”剥下来水煮充饥。这清香甘甜的糯米之粉，竟
可以救人于危难之间了。

友人说，江南的年糕，其实也有美丽的传说。
相传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后，终于战败
吴国。越王又将煮熟的稻种送于吴国，被吴国大夫
伍子胥识破。无奈吴王夫差执意将越国的稻种种
下，并将伍子胥赐死。

伍子胥死前，含泪嘱咐部将：日后若国家有难，
民众缺粮，可到相门城墙挖地三尺。其后情形正如
伍子胥所言，而他的部下果然在城墙下，挖出了以
糯米制成的“城砖”。

生死存亡之际，这样的“米砖”，真可谓千万金
而不换。

传说，总是寄托了美好的愿望，而对黏食的喜
爱，却是天南地北，真真切切，无关岁月与风土。大
概，这源于人类基因里相关的古老记忆？在漫长而
寒冷的冬天，人们总在寻求着饱腹的安全感。而黏
食，可以在朔风凛冽之时，尽情地冰冻于室外，长久
地保存而不失其口感与品质。

黏食极易饱腹，用东北的方言来说，就是“扛
饿”。不仅存储方便，吃法也简单。如果着急，只需
一锅开水，就可迅速将冷冻的黏食复原，魔法一般
变成热气腾腾香气缭绕的食物。如此，怎能不赢得
全天下的喜爱？

年糕，又寓意着年年高之意。吃上一口，自然
美在心头了。

又一年春节来临。离着节日最近的，永远是那
一份美味的食物，那一缕难舍的感情。无论是遥遥
古时友人书信里的“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还
是杜甫诗中的“但使残年饱吃饭，唯愿无事常相
见”，自古而今，美食与爱，皆是不可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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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山县民俗文化节双桥现场，有一辆摆满手工布艺的小推车，活
灵活现的虎头鞋、布老虎、金鱼、莲蓬、香囊、福袋、春鸡、春娃娃让人爱不
释手。

个头最大、数量最多、最惹人喜爱的是布老虎，它们有的乖巧勇猛，有的
威风十足。

缝制这些宝贝的是80多岁的老奶奶吕士玲，有人们就问了：“今年是龙
年，为什么缝这么多布老虎啊？”奶奶说：“龙腾虎跃、龙吟虎啸啊！龙是天上
的吉祥物，虎是百兽之王，它是大地上实有的动物，不是说金虎纳福、瑞虎迎
春、虎报佳音、金虎送喜吗？”

吕奶奶还说：“布老虎还是传统的镇宅辟邪之物，在家里、店里放上它，
可以趋吉避凶、纳福保平安。家里有小孩的，可以将布老虎放在床头，以保佑
小孩像小老虎一样虎头虎脑、活泼强健！”

吕奶奶说，莲蓬是喜事连连，莲生贵子，子孙满堂；金鱼是年年有余，金玉满
堂；春娃娃是娃娃闹春、欢乐吉祥，福袋福气满满、好运连连。

吕奶奶缝制的这些微山民间手工艺品，承载着丰富的微山湖文化内涵，不仅为寻
常的生活增添了艺术的美感，也是一方水土上诞生并传承的文化瑰宝。这些巧夺天工的民
间手工艺品，装点了五彩缤纷的中国大年，绵延不断传递着人间的祝福与和和美美。

八旬巧手奶奶：你看看我有创意不
特邀记者 孔令娥

祥瑞之雪飘飘洒洒，运河之水浩浩
荡荡。两岸银装素裹，渔家笑语欢歌。
微山县的南阳古镇在诗情画意中走进
了2024年春天。

运河四大古镇之一的南阳古镇，小
船靠岸归乡，桥头人来人往，柳条左摇
右晃，迎春的故事新俗在大河里悄然酝
酿；乡人收拾庭院，孩童换上新装，巧妇
的针线越扯越长，过年的光影正一点点
地爬上迎门墙。蓦然间，迎亲的船儿来
到了河道中央，渔家的婚礼热热闹闹，
唢呐声声响。新人戴红花，赶上吉日，
喜上加喜。

在状元胡同，南阳古镇新春文化节
如火如荼。南阳人欢欣鼓舞，喜获一年
来的好收成。街上观览“康乾盛世”“状
元出门”“宫女出游”“锦衣护驾”。霎时
间，水袖翩翩，仙子起舞。

到南阳过年，当然要品一品传统美
食。庆三恒，老字号，酥皮月饼、香脆麻
板、秘制三刀，老包装纸，老纸线团，一
缠一绕打个结，甜甜蜜蜜。原汁原味的
渔家饭，乾隆御饼，口口相传。老鳖靠
河沿、清蒸风干鱼、五香烤鸭蛋，老手
艺，老做法，一菜一汤皆入味。

璀璨的河灯蜿蜒十里，与波光辉
映，同愿景共明。火红的灯笼走街串
巷，与青石板路交织，与烟火气相伴，古
色古香的意境中幸福安康。南阳古镇
过大年，有滋有味有情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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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风聚瑞气，飞雪迎春归。入乡随俗，微山县两城镇独山岛的年味越来越浓。
沿着逼仄的小路上山，乡音绕耳，村人穿梭，正赶上忙年的好时候。一排排民宿，

一串串灯笼，一声声鸡鸣，新春佳节的乡村着实能让人找回儿时的记忆。
站在观景台眺望，独山岛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广袤的大湖之中，一圈碧波荡漾，

一圈又薄冰相封。雾气散去，仙境回人间，冬阳生辉，波光粼粼。村人又打上来了一网
鱼，果真是日出斗金，年年有余啊。

独山岛第一届庙会来了，“农夫集市”更加热闹。特色小屋农家的年味里，有秘制
的“姜枣茶”，新编的“荷叶娃”，精雕的“桃木剑”，还有好多地道的两城特产。

朝阳洞大红灯笼喜迎宾朋，寻山、看山、听山、问山，山中过年趣味多多，奥妙多
多。伏羲庙雄伟壮观，夫子庙巍然耸立，皇天大道连亘绵延……来两城过年，原汁原
味，故事悠长。

逛累了就到“熊猫营地”歇歇，这里能打卡还能露营，在山中邂逅“国宝”，再随“国
宝”去寻觅。亲子拓展、农业采摘、艺术餐厅、奇石景观、夕照水乡就在周边，饱眼福又
饱口福，收获各种各样的福。

夜幕降临时，火树银花。重走山路，如梦如幻，如痴如醉，来独山岛过年真好！

风情独山岛多彩乡村年
特邀记者 种衍洋 马加强 郭成佳 颜琦韬

俗语说“进入腊月门，转眼就是年”。腊月过一天，离年就近一
天。进了“腊月门”，就要准备忙年了。是时候去微山农村大集逛逛
了，置办年货，寻觅美味，感受微山湖的年味。

腊月十六的微山湖大集上，满眼望去都是红红火火的年货，想到
的、没想到的应有尽有。水灵的水果蔬菜，肥嫩的牛羊肉，活蹦乱跳的
各种湖鲜，饱满的微山湖鸭蛋鸡蛋，五彩缤纷的花束和手工布公鸡，扑
面而来的酥菜淳淳的香气，炸鱼鲜鲜的香气，馒头甜甜的香气……整
个大集到处是欢乐的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声，烟火缭
绕，浓浓的年味让人流连忘返。

腊月里赶大集俗称赶年集，办年货是很多人儿时的美好回忆。瞧
瞧开满枝头的迎春花，看看五谷杂粮，挑挑鱼肉，选选糖果干货，大集
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买卖有商有量，在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中既做
成了买卖，又联络了人情，浓郁了年味。

红红火火的大集，不仅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心仪的年货，
也能让人们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黄河大集”之兴，展现了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足和消费品位的提
升。在微山湖畔，年味满满的“黄河大集”，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乐园，也
已成为精神生活的家园。

“黄河大集”上的湖鲜与湖味
特邀记者 种衍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