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明文

春节将至，北京、天津、上海、河北等20多个省市倡议
就地过春节，全国多地要求取消单位年会、团拜、联欢、集
体慰问等活动，家庭聚会聚餐等控制在10人以下。在防
止人员聚集前提下，年货“买买买”怎么办？年夜饭怎么操
办？近日，小家庭式“大菜”、半成品菜、“快手菜”……一些

“速成”年夜饭走俏，逐渐进入预定和热销高峰。
全国网上年货节放心“买买买”。商务部电子商务司

司长骞芳莉介绍，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1月20日至
2月18日期间，举办“2021年全国网上年货节”，将通过
直播、上“云”等方式，在网上打造“买年货”“赶大集”“云
餐厅”“云拜年”等特色活动。“中华老字号等优质餐饮企
业将提供年夜饭、寿喜宴等餐饮配送到家服务。同时，推
出‘春节不打烊’‘春节也送货’等配套服务，让大家在家
里红红火火网上过大年。”骞芳莉说，参与“2021全国网
上年货节”的各类活动将加挂统一标识，让消费者一目了
然。各参与企业也将推出优惠券、满减、秒杀、直降等促
销，加大投入、实折实扣，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实惠。

小家庭式速成年夜饭流行。盒马工坊相关负责人蒋
军说，今年盒马为就地过年的家庭首次推出了适合4人
至6人规模的“小家庭年夜饭”，以热菜、半成品菜为主。

“消费者无需预订酒席、外出用餐，在家简单操作就能吃
上年夜饭。线上也推出了全国各地年菜，为人们带来家
乡的年货。”

当“春运迁徙”变成“在家掌勺”，便于操作的重要性
凸显。“今年我们开发了港式佛跳墙、花胶鸡，海南文昌椰
子鸡，老北京羊蝎子火锅，本帮八宝鸭，川式沸腾牛蛙等
近百种全国各地风味的‘快手菜’，鼓励大家在家享用团
圆饭，留守的异乡人在家就能吃到故乡的年味。”叮咚买
菜副总裁熊卫表示。

笔者观察到，今年很多酒店、饭店、餐饮连锁店结合
去年春节的战“疫”经验，提前应对，备足备好年夜饭，还
推出“一桌餐”年菜礼盒速成品等，消费者经微波炉加热、
简单烹制，就可以做成一大桌年菜。很多餐饮企业结合
小家庭的用餐特点，把“老字号”菜品做小做精，减少浪
费；加大和配送平台合作，送菜到家。

“云”上买年货 年夜饭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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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着食谱，在家吃遍环球美食

相/关/链/接

智享记忆中的中的味道味道因 为 疫 情 防 控 需

要，近日全国多地发布

“就地过年”的倡议。去

年春节突发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宅家生活常态

化，也倒逼一些年轻人

开启了自己的“大厨”生

涯。有网友坦言：“一个

春节，让做饭的功力又

涨了三成。”如今，做一

个会做饭的“吃货”正成

为年轻人的一种新时

尚。

汪曾祺说：“四方食

事，人间烟火，饮食就是

最真切的生活。”我们对

待食物的态度，往往也

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对

吃讲究的人，能从食物

的五味调和里，品出人

生况味；从做饭的过程

里，感受到人间烟火气

与幸福感。

好好吃饭，是正经

事；学会做饭，是困难

事。真切的生活，充斥

着从菜市场到厨房的全

过程；一个人的厨艺如

修行，在日复一日的打

磨中才会炉火纯青，也

会对做饭更有兴趣。真

正的美食家，从不是山

珍海味的奢食者；一如

真正的大厨，总能用平

淡无奇的食材烹制出美

味菜肴，能从千万食物

中得到幸福的乐趣，这

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能

力。

这个春节不回家，

就努力成为一个会做饭

的人吧。走入厨房，不

仅为安抚口腹之欲，也

为找到一个天地安放生

活乐趣，更是为家人的

安 康 保 驾 护 航 。 2021

年，愿我们认真对待一

日三餐，做一个对吃讲

究的人，过一种不将就

的健康生活。

当“春运迁徙”变成“在家掌勺”

■ 吴苏锦

春节临近，团圆的年夜饭是每个人的期
盼。今年，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全国各地都
在倡议“就地过年”。不能回故乡吃家人做的
年夜饭，我想那不如自己做一顿年夜饭，与远
方的亲人视频连线，在“云端”共享这与众不
同的团圆饭，也是一件“很酷”的事。

记得前年，我还初展了入门级水平的厨
艺，给家人做了一桌团圆饭。当时我就像被
施了魔法一样，内心有些忐忑又万分激动，有
些慌张又干劲十足：温习食谱、买菜买肉、洗
切准备、精心搭配……一个人前前后后热火
朝天足足忙了两天，再经过一上午由生到熟
的加工，“十菜一汤”终于隆重登场：油焖大
虾、烧茄子、葱爆羊肉、蚝油生菜……虽然卖
相差点儿，但上一盘菜吃光一盘，菜品还颇受
欢迎。虽然这顿饭我自己没怎么吃，但看到
大家纷纷点赞，我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满足
感、成就感瞬间爆棚。原来，自己动手做一顿
团圆饭，比吃了满汉全席还美。时至今日，每
每想起这顿对我是“里程碑式”的饭，还是回
味无穷。

吃饭，是人类的生理本能；做饭，则是一
门学问。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
理政的大学问，就藏在煎炒烹炸里。在这个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的年代”，能吃，是福
气；会做，是能力。

当年我是看着《舌尖上的中国》动了学做
饭的念头，心想我的饭碗我做主，想吃什么就
去采购食材，回来自己摘洗涮切、起火放油、
翻炒烹炸、烟火弥漫，这才是人间味道。可是
等自己真下手去做，才发现“一看就会，一做
就废”是多么痛的领悟。

记忆犹新的是，刚学习炸丸子时，丸子一
下锅全蹦出来了，更有甚者满屋飞。后来发
现是丸子里水分太多，火又太大。原来，挑选
食材、如何刀切、怎么配菜、油放多少、火候多
大、何时下锅、翻炒姿势、调料几何……不同
的菜品，要求都不一样，“凡事不可苟且，而于
饮食尤甚。”清代“吃货”袁枚诚不欺我。中华
美食博大精深，能把厨艺练就得炉火纯青，不
下一番苦功，绝不能至。

我的朋友倩辉远渡重洋求学，为了满足
自己的“中国胃”，她打电话向家人请教、手拿
菜谱钻研……经过4年反复琢磨、不断尝试，
从十指不染阳春水的做饭“小白”，成长为发
面蒸馒头、调馅儿包饺子、炖鱼烧肉的能手，
将浓浓乡愁幻化为一道道中华美食。留学归
来后，逢年过节，吃团圆饭，也都是倩辉大展
身手的主场。

的确，如今会做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尤其是去年疫情之初 ，大家被迫过起“宅生
活”。没有外卖、不能下馆子的日子，为了

“吃”这头等大事，“打工人”纷纷学习做饭技
能，撸起袖子下厨房，在“吃货”晋升为“大厨”
的路上，你追我赶。做一个会做饭的“吃货”，

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细细咀嚼便会发现自己
做的饭最香。于是乎朋友圈晒出的不再是四
处游玩的风光大片，而是家常便饭、烹饪心
得。烧得一手好菜，你就是圈里最靓的人，夜
空中最亮的星。

都说生活需要仪式感，在家与亲人一起
下厨做饭，围坐在桌前一起吃饭，不就是最高
级的仪式感吗？“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

粥可温”，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画面？
蔬饭之间，是闲情，是雅趣，也是一个不

断探索、自我成长的过程。林语堂在《生活的
艺术》中说：“我们的生命并不在上帝的掌握
中，而是在厨子的掌握中。因此，中国绅士都
优待他们的厨子，因为厨子实在掌着予夺他
们的生活享受之大权。”春节就要到了，做一
个掌握家人幸福的“厨子”，你准备好了吗？

■ 小森

前段时间休假，在家刷了几集《拜托
了，冰箱》，对节目的宣传语印象很深：最好
的美食，全都在你的冰箱里。

最近刚搬了新家，本着够用即可的不
浪费原则，我们买了一台172L的双开门小
冰箱。随后，糖小姐马不停蹄往返于超市
和家之间，把冰箱填得满满当当。有一次
我随手打开冰箱门，不由感叹道：“冰箱里
还是要填满食物才有家的感觉啊。”这话后
来被糖小姐拿来调侃，但那种油然而生的
愉悦感却久久盘旋在脑子里。

继冰箱之后，糖小姐又陆续添置了烤
箱、煎锅、刀具、榨汁杯等。感谢糖妈妈寄
给我们的玻璃汤锅，锅体晶莹剔透的质感，
让做饭这件充满烟火气的事也变得文艺起
来。然后，糖小姐开始了钻研美食的事业。

真正开始自己做饭后才发现，原来通
过自己的手，吃上干净、健康且美味的食
物，一点都不难！而且，一些看起来高大上
的菜式，比如白灼虾，关键是虾要选好，蘸
料要配好；蒸茄子，用来提味的线椒圈是灵
魂；清炒西葫芦，加一点胡椒粉，就别有一
番风味……做葡式蛋挞为了更健康一些，
用蜂蜜代替白糖，烤出来的蛋挞更清甜，吃
起来也更少一些“罪恶感”。我最喜欢三明
治加火龙果汁的早餐，唤起一天的满满动
力；还有另一款足料鸡蛋羹，点缀上坚果；
红枣姜茶窝蛋，女人的良药。

昨天的晚餐是酸汤肥牛，就是超市买
的冷冻肥牛卷做的，豆腐虾仁汤为我打开
了味蕾新天地。制作工序有点复杂，要把
豆腐、鸡蛋、胡萝卜、西芹、洋葱等食材切碎
揉成团，然后加调料，小火慢煎。但成品很
惊艳，油脂香混合着豆腐和蔬菜的清香，味
道不咸不淡，刚刚好。还有甜点，芋圆牛
奶、烤鲜奶，这里面只加了鲜奶、蜂蜜和玉
米淀粉，外面的一层是饼干屑。最大程度
保持了牛奶的鲜香，不油腻，更健康。当
然，上面这些佳肴都出自糖小姐之手，我只
负责打下手，以及最后的一步——品尝。

美食能治愈人的灵魂，这句话应该没
有人会质疑。我想，除了美食本身对味蕾的刺激外，寄托
在食物上的情怀，以及围绕食物展开的一段段回忆，才是
它能疗愈人心的原因。

糖小姐做的饭很美味，但与她一起做饭、一起吃饭的
时光更弥足珍贵。糖小姐说，在原本看起来那么破旧的
一间房子里，却能烹调出一碟碟美食，本身不就是一件化
腐朽为神奇的事吗？

■ 叶酱

因为疫情和生娃，去年成了我在家
吃饭频率最高的一年。365天，每天换
花样实在太烧脑，于是就开始从各种料
理食谱书中寻找灵感。烧饭的学问太多
太琐碎，换一个菜系，等于换一种解题思
路。食材有可替代性，调料却是料理
的灵魂，比如和食要有味醂、橙醋，
韩食要有辣椒酱、糖稀，意大利菜要
有橄榄油、黑醋汁……逻辑先要

理顺，材料也一样不能少。
归根到底，食谱是对料

理的解构和重塑，一道菜吃百

遍，都抵不上自己做几遍，这样才能真正认
识一种料理。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我推荐
几本好用也好看的食谱给大家，照着做，在
家吃饭也可体验到环游世界的美食。

《跟着小嶋做烘焙》/《跟着小嶋做甜
点》：这本书对初学者十分友好，介绍了
很多款“搅拌一下”“冷藏一下”就能成功
的甜点，当然也有需要烘烤的蛋糕。虽
然有生之年我可能都无法做出书中那样
的蛋糕，至少是个美好向往吧。

《蔬菜教室》：该书作者是拥有30
多年从业经验的蔬菜达人内田悟，除了
经营蔬果店还开办免费蔬菜教室，教会
大家更好领略四季时蔬的魅力。作为
素食爱好者，我可以几天不吃肉，但绝
不能一日无蔬菜、水果。只可惜有些特
别的蔬菜像茗荷、蜂斗叶、牛蒡、土当归
等，国内不容易买到，而我也好想念那
些带有淡淡苦味的山野菜。

《绝不失手的基础料理: 韩国国民
食谱书》：这本食谱信息量非常庞大，几
乎涵盖韩国料理的方方面面。比如将
某种食材的不同做法浓缩在一个页面，
每一步骤都有配图，简洁明了。韩国菜

里有很多凉拌小菜和汤品，深得我心，
我就照此食谱做了辣炒章鱼，很美味。
我之前常去韩国村买小菜，觉得挺浪费
的，其实只要有几款基础酱料，大多小
菜都可以自制。

《日常食材教室》：所谓日常，就是
用手边最容易获得的新鲜食材、冰箱里
最容易囤积的食材，让同一道菜焕发新
的滋味。也就是“100个人做，100个人
都能做得好吃的菜谱。”栗原晴美作为
家庭主妇，凭借此书成为日本首位获得

“世界美食图书大奖”的作者。
《基本和食》：书中展示了最基本的

日式家常菜，以炖菜居多，像照烧鰤鱼、
生姜烧肉、筑前煮、味噌炖鲑鱼……和
食的两件头等大事，米饭和高汤，还专
门留出篇幅讲解。

《银勺子》：号称是“意大利烹饪界
的圣经”，是漫画版的意大利家常菜教
学书。看了你会觉得，意大利菜也挺容
易的，马上动手试试看吧。

春节不出门，不妨在家好好研究这
些食谱，做各种环球美食犒劳自己和家
人吧。

自
己
做
饭
，对
抗
平
淡
、疗
愈
生
活

做个会做饭的“吃货”，也是一种时尚
编者按

就地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