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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有诗云：“人间有味是清欢。”如果不看上
下文，只端详这一句，心头便有些隐隐的喜欢，世
上的一切，浓淡深浅之间，有味就是好。

在我看来，入味，是对食物的体贴，也是最高
级的评价。味，该如何入？最好是靠时间，让光阴
慢慢渗透，最终别有风味。

我的家乡浙江嵊州对“入味”，有着独特的理
解，尤其是一直深藏不露的嵊州糟肉。

嵊州糟肉，首先得准备上好的酒糟，用纱布将
它包裹起来，在烧熟的肉块表面，擦上适量的盐，
然后放入陶罐里，一层酒糟一层肉，用双手按实，
最后加盖密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醉里挑灯看

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样的豪迈，因酒而起；这样
的壮志，与酒同在。

但酒糟与酒不一样，如果说酒是豪气干云，那
么酒糟就是沁人心脾，它很温柔，又很刻骨，酒糟
与肉之间的融合，是慢慢浸润出来的，需要时间，
更需要耐心。所以，酒糟和肉之间不是金戈铁马，
没有杀伐之气，它们爱得很纯粹，融得很彻底，最
后，醉在刻骨铭心的温柔乡里……

十天半月之后，打开陶罐，满屋飘香。糟肉又
香又糯，不油不腻。吃的时候，肉切厚片，鸡切大
块，一般直接当冷菜食用，也可蒸后品尝，肉鲜味
美、酒香浓郁、回味无穷、百吃不厌。

文章有韵味，就耐看；美食有风味，就耐品。
今夜小寒，冷月窥人，我邀你围炉共饮。

炉，是红泥小火炉；酒，是绿蚁新醅酒；菜，是
一盘嵊州糟肉，外加一碟小红毛花生。

细嚼慢品，嘴角生香。微醺之时，见席间疏灯
如倦眼，望中天月色似怀远，我和你，就这样歇在

薄薄的醉意里。
有时候，醉人的真不是酒啊。有人说，热油煎

炸，鲜花着锦，菜入味更快。在我看来，煎炸烤，猛
火烧，提取的是食物的肥红瘦绿，能否入味，还得
细细思量。

嵊州糟肉却大不同，飘散的最初醇香，是酒糟
与肉之间丝丝缕缕的情意，如同存在箱底的信笺，
每一次启封，都是温暖的情愫。

嵊州糟肉，是一道家常菜，可是在骨子里，到
底还是有些深意的，在清幽处却情怀磊落，让人体
会到，有味的清欢其实就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读大学的时候，每次春节后返校，母亲总会给
我准备一只肥美的糟鸡，因为我有一位最要好的
同学特别爱吃肉，更爱吃糟肉。我同学吃糟鸡时，
总会让我想起威虎山上的百鸡宴，或者是水泊梁
山的好汉们。每次开吃之前，他总是轻描淡写地
告诉我，不就是一只鸡吗，我吃鸡不吐骨头。每一
次，我都静静地坐在对面，看着他吃；每一次，他都

是吃了一大半后，就无可奈何地停下了，不是他胃
口不行，而是他酒量太小——醉了。

舅舅在远方的朋友们，每一年都能吃到我外
婆亲手做的糟鸡，每一年，外婆都会提前开始准
备。很多次，我看老人家太操劳，告诉她我去酒店
买很方便，她都只是笑笑说，你别去浪费钱。

直到那一年冬天，我舅舅给所有远方的朋友，
发了同一条信息：今后，再也没有糟鸡吃了。

常常觉得，真情，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纪念，就
是你留下的气息，始终氤氲在我身边，还有那些你
给我带来的改变，仿佛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让
我醉在光阴的最深处……

记得举家定居嵊州时，妈妈兴致勃勃地摆开场
面，做各种嵊州美食。一直被父亲宠着的母亲，厨
艺真心一般，结果“悲剧”了——特别是大家抱着极
大期望的糟肉，鸡肉上满身的酒糟，吓退了我。只
有爸爸依然吃得很香……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
家乡嵊州的糟肉，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美食。

嵊州糟肉：光阴慢慢渗透，最终别有风味

文章有韵味，就耐看；美食有风味，就耐品。今夜小寒，冷月窥人，我邀你围炉共饮。炉，是
红泥小火炉；酒，是绿蚁新醅酒；菜，是一盘嵊州糟肉，外加一碟小红毛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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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峥

记得小时候，感受年味是从年关倒计时的每一
天，跟着大人们试新衣、扫房子、买年货、贴窗花和对
联开始的，家里的每个人都欢乐地忙碌起来，期待和
盼望也随着准备的过程而不断升温。

对很多现代人来说，生活的富足和便捷让我
们随时可以品美食、置新装、赏美景，似乎没有什
么是要等到过年才能满足的愿望。但春节始终是
中国人凝聚亲情、感受家庭温暖不可替代的节
日。因此，如今的“年味儿”不仅没有淡，反而在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祝福里越来越浓了。

网上“年货节”精彩纷呈，故宫、敦煌博
物馆等“文创年货”受青睐

随着农历兔年日渐临近，大街小巷明显喜气、
热闹起来。置办年货、屋里屋外焕新成为千家万
户的头等大事。超市里，兔年生肖造型的各种灯
笼、挂件、玩具等纷纷登场，选购春联、窗花等喜庆
用品的顾客络绎不绝。北京的肖阿姨说：“每年春
节，对联、福字都是家中必不可少的，今年的款式
更是琳琅满目，都挑花眼了。”据超市工作人员介
绍，消费者选购最多的是春联、福字和红包，生肖
挂件紧随其后，亲子家庭一般会选择卡通风格的
装饰品。

网上，电商们的各种年货节也组团带来了特色
新年货和各类带有萌兔元素的新品，为过年增添了
满满的氛围感。如“吉祥兔”“如意兔”摆件、兔年限
定款保温杯、“招财兔”碗碟套装、“墩墩兔”四件套、
萌兔造型台灯等，不仅轻松拿捏过年仪式感，还为新
的一年送上“吃得香、睡得美、玩得畅”的好寓意。

据了解，京东还特别联合故宫、国家博物馆、国
家图书馆、布达拉宫、敦煌博物馆等知名博物馆，推
出一大批兼具匠心设计和文化气息的“文创年货”，
包括博物馆主题日历、春联礼盒、年味挂件等精致饰
品，让消费者把中国传统文化大礼带回家。

欢欢喜喜过大年，小家也可“数风流”

年味是什么？是你有一个福气满满的归处，家
人闲坐、灯火可亲。新春将近，是时候花点心思把家
精心装饰一番，营造出年味儿十足的家居环境，让家
人、朋友在欢乐喜庆中，一起迈向全新的生活。

窗花、对联贴起来。过年怎能少了窗花、对
联？它们凝聚了所有美好祝福，代表着最传统、最有
味道的中国年。春节红火就要红得彻底，大红灯笼
挂在门口、红色的中国结挂在玄关，正所谓“开门
红”，既是主人对来年的期盼，同时也是对客人的新
春祝福。此外，门上、窗上贴的红色福字、窗花，墙上
挂的大红爆竹等，也表达着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

鲜花绿植搬回家。新年总要给家里增加一份
生机，鲜花和绿植就是很好的选择。比如，可以将
杜鹃、红掌、富贵竹、长寿花、蝴蝶兰等摆放在居室
各处，增添春意；将盛放的玫瑰摆在茶几上，营造
节日的浪漫气息；素素净净的水仙便宜又好养，放
在哪里都讨喜，只要控制好温度，花期可以很长；
金橘也是春节期间大受欢迎的观果盆栽，颜色喜
庆鲜亮，果实累累，象征着金玉满堂。

喜庆软装巧用“红”。新年应该是红色的，如
果房间原本的色调比较冷，大面积更换家具、地毯
等不太现实，可以用小面积的红色饰品进行点
缀。比如为沙发搭配上红色的抱枕，在床头点一
盏红色的灯，在墙上挂一幅红色的画等等。恰到
好处的小面积红色饰品，既不会破坏房间原本的
风格，又能增添新年的欢乐气氛。

换张入门地毯。春节即将来临，在大门入口
处换上一块喜庆的地毯，寓意焕然一新，一进门就
能感受到节日的喜庆气氛，“开门红”的祝福也从
脚下风景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客人。

电视背景墙变新。春节晚会是众多家庭除夕
之夜的一道“大餐”，如果你家的电视背景墙原为

壁纸装饰，借新春之际，可以换一款新品。主人不
再审美疲劳，客人也能从壁纸的变化中体味主人
喜迎宾客的用心。

餐厅餐桌焕彩。换上一块喜庆的餐桌布，为
椅子换个新椅套，或是添置一些新餐具都是不错
的选择。这样的布置不仅能让客人眼前一亮，也
凸显主人的品位和节日气氛。如果餐桌够大，记
得再摆上一瓶插花，既不占空间也能烘托气氛。
餐厅的灯光最能烘托喜悦的气氛。可以购买暖色
灯罩，也可以换上黄色的灯源，还可以在桌子上放
置一些红色蜡烛、果盘，增添节日气氛。现在过年
大家又兴起了晒年夜饭大赛，这样的餐桌分分钟
拍出美照。在这样讲究的餐桌上摆上年夜饭，吃
饭也更有仪式感了。

无论是宽敞大屋还是温馨蜗居，每一个人用
心营造出的年味，都是对新一年红红火火的期待
和祝福。愿新年，胜旧年，与时舒卷，与光同尘。

超市里，兔年生肖造型的各种灯笼、挂件、玩具等纷纷登场；电商们的各种“年货节”也组团来了；故宫、
国家博物馆、敦煌博物馆等知名博物馆，推出一大批兼具匠心设计和文化气息的“文创年货”……年味是什
么？是你有一个福气满满的归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新春将近，是时候花点心思，把家精心装饰一番，营
造出年味儿十足的家居环境，让家人朋友在欢乐喜庆中，一起迈向全新的生活。

■ 晓歌

再过两天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也就是人们
常说的“小年”。这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也被称为
谢灶、祭灶节、灶王节等。“小年”代表着旧岁的结
束，也拉开了春节的序幕。

由于南北各地风俗不同，小年的风俗也不尽
相同。就像“咸甜豆花党”之争，双方各有说法。
那么南方、北方分别是怎么过小年的呢？

时间不同：二十三VS二十四
小年在北方地区一般是腊月二十三，而南方

地区是腊月二十四。另外，苏浙沪一些地区还会
把“腊月廿四”和“除夕前一夜”都称为小年。

祭灶：吃糖瓜VS吃甘蔗
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这是南北方共有的

习俗。祭灶，即祭送灶神升天。每到小年，灶王爷
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
大帝赏罚。老百姓会在灶王像前的桌案上供放糖
果、清水、料豆等，以表自己真诚祭拜灶王爷，为的
就是让灶王爷在玉帝面前多说好话。

在北方，人们会用糖瓜、关东糖、麻糖等供奉
灶王爷。糖瓜是一种由麦芽糖制成的甜品，非常
甜。给灶王爷供奉糖瓜，也是希望他吃了以后，嘴
巴甜一点。

而在盛产甘蔗的南方，甘蔗在祭灶中必不可
少，因为有“节节高升”的美好寓意。民间传说甘
蔗是灶王爷登天的梯子，一节一节向上攀爬。一
些南方地区还会吃年糕，寓意“年年高升”。

大扫除：掸尘VS扫房
俗话说“小年到，里外扫”。在南方，这一习俗

叫“掸尘”。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
陈(‘尘’)布新”的寓意，寄托了人们破旧立新的美
好愿望。

在北方，则称之为“扫房”。虽然叫法不同，其
实内容是一样的，都要洒扫庭院，清洗器具，让家
里焕然一新，整洁干净地迎接新年的到来。

沐浴理发：北方人讲究“有钱没钱，剃头过年”
北方民间有“有钱没钱，剃头过年”的说法，人

们多集中在小年前后进行沐浴理发，目的是祛除
上一年的晦气，开启新一年的好运。

而在南方地区，这个习俗多是在除夕前，所以
很多人选择在除夕当天进行沐浴理发。

小年禁忌：南北不同
关于小年的禁忌，不同地区也是各有不同。

有些地方的农村，忌讳小年这天别人来借东西，也
忌讳去别人家借东西。湖北部分地区，小年忌宰
杀。河南有些地方忌讳捣蒜，认为小年捣蒜会把
家里捣穷了。

尽管不同地区过小年的差异很多，但是共同
之处也不少。比如，小年开始，不管南方还是北
方，家家户户都会贴春联，祈求新一年平安顺遂。

南北方小年风俗虽有一些差异，但其实都表
达了人们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一年
辛劳，一年风雨，只为岁末的团圆喜乐。这一切红
红火火的准备，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跨越山
河，勿忘回家。

这段时间，网传
“熏醋可以灭菌”“喝
醋有利健康”，这些说
法有科学依据吗？

“熏醋灭菌”
效果不好，喝醋可
能有害身体

食 醋 中 含 有
3.5%以上的乙酸，可
以抑制多种微生物、
细菌的繁衍滋长。这
样看来，醋确实有消
菌的作用，但效果并
不好！

家用的食醋中，
醋酸的浓度不高，用
熏醋的方法来灭菌，
并不靠谱。这个做法
只能让熏制的醋越来
越浓，煮沸蒸发的水
蒸气中乙酸含量特别
低，而且扩散到空气
中浓度就更低了，根
本就达不到灭菌的作
用。

不光如此，扩散
到空气中的醋酸可能
会刺激眼睛、呼吸道，
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哮喘病人，更要
注意！

喝醋有利于健康？
食醋中含有醋酸、钙、钾、氨基酸、琥珀

酸、葡萄酸、苹果酸、乳酸、B族维生素等营
养素，虽然看上去营养确实挺丰富，但是一
般醋都是用来调味的，真正吃进肚中的量
并不多，所以至今为止没有得到吃醋更健
康的实验数据。也有不少地方的人，把醋
视作“保健品”，直接喝或是在食物中加入
了大量的醋。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身体，
还会损伤身体！

因为食醋中含有醋酸，一下子喝太多
容易对口腔的黏膜、食道产生影响，引起炎
症和溃疡，而且还可能会改变胃液的PH
值，从而对胃黏膜也会造成损伤，引发一系
列问题。

普通食醋只是调味品，其中含有钠，若
是一下子喝了太多醋，也会导致钠摄入过
量，对血压的控制非常不好。

陈醋、米醋、香醋、白醋，各有用途

好好的醋，大家还是用来做菜吧，不同
的醋，用途不同。

陈醋，适宜解腻。陈醋制作时至少要
放上1年左右，浓褐色，液态清亮，醋味醇
厚，具有少沉淀、贮放时间长、不易变质等
特点。

陈醋可以用于需要去腥解腻的原料，
如烹制水产品或动物脏器等，可消除腥臭
和异味，对一些腥臭较重的原料还可以提
前用陈醋浸渍；吃饺子、小笼包时，用陈醋
来解腻堪称是最佳搭配。

米醋，适宜增香。米醋的主要原料是
大米，经过发酵而成。米醋发酵时间较短，
一般经过2~3个月就可以制作完成。由
于发酵时间较短，颜色较浅，醋味比较纯
粹。

米醋是众多种类醋中营养价值较高的
一种，含有丰富的碱性氨基酸、糖类物质、
有机酸、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C、
无机盐、矿物质等。做菜的时候加米醋再
好不过，比如制作糖醋鱼、醋熘土豆丝、糖
醋排骨、泡菜等酸酸甜甜的菜时，用它可以
给食物增香。

香醋，适宜各种凉拌菜。香醋是用糯
米经过20多道工序制成，它独特的香味来
自其特殊酿造工艺中产生的挥发性成分。
前后一般需要50~60天才能酿造出来。

香醋具有“色、香、味、醇、浓”五大特
点，尤其适宜各种糖醋类的菜品、拌凉菜。
香醋的酸味通常略逊于陈醋，如果不能适
应陈醋比较重的酸味，可以选择香醋。

白醋，适宜西餐。白醋以蒸馏过的酒
发酵制成，或直接用食品级别的醋酸兑制
而成，营养元素含量不多。白醋色泽透亮、
酸味较浅。在做西餐时，白醋是更佳的选
择，不影响菜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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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北方过小年虽有一些差异，但其实都表达了人们辞旧迎
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一年辛劳，一年风雨，只为岁末的团圆
喜乐。这一切红红火火的准备，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跨越山
河，勿忘回家。

腊月二十三：南方北方“小年”风俗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