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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崇明乡间的年味，总是伴随炊
烟与米香———蒸糕、做圆子、炒干
果……这些淳朴稳实的手艺，与农
家的那方砖砌土灶一起，延续着最
传统的迎新记忆。

崇明糕是一种情结
乡下有句老话：有钱没钱，蒸糕

过年。家住崇明县港沿镇建业村，!"
岁的沈小毛是当地蒸糕好手。每年
一过腊月廿四，亲戚、邻居就忙不迭
打来电话，“预订”他做的米糕。“打
粉蒸糕是崇明人的一种情结和仪
式。糕与高谐音，寓意年年高。”

走进沈家灶间，条凳上搁着一
只直径超过一米的大竹匾，盛着 #!

斤糯米粉，!斤白米粉。一旁的方桌
上，核桃肉、蜜枣、瓜子仁、甜桂花也
已分碟装碗。“浸米、磨粉，昨天就准
备起来啦。”妻子施学琴介绍，崇明糕
讲究“糯而不黏”，白米与糯米的比例
搭配是关键。“五五开、四六开、三七
开，依据个人偏好，糯米越多口感越
绵软。”混合米粒经 $小时浸泡，整

夜沥干，早晨打磨成粉并过筛。
材料准备就绪，沈小毛系上围

裙，戴好袖套，洗净双手，像是做出
一个重大决定：“开始吧。”

最难掌握的是火候
一边，沈小毛将白糖等辅料倒

进糕粉，并不断用手搅拌均匀。另一
边，施学琴也忙开了，起灶、拾柴、烧
水，并准备好搁板和笼屉。
咕嘟咕嘟……伴随锅内冒起水

泡，沈小毛将笼屉预热后，迅速用小
簸箕把糕粉翻倒进去。“必须快、狠、

准地铺满蒸格，否则米粉就会从缝
隙里散落。”
“蒸糕是技术活儿，火候最难掌

握。”沈小毛解释，米粉里不加水，蒸
糕完全靠吸收锅内水蒸气，受热均
匀尤为重要。“火再旺一点！”听到指
令，施学琴加紧添柴。沈小毛则用湿
棉布在锅边围上一圈以防漏气，隔
着一堵灶墙，夫妻两人配合默契。

!分钟后，沈小毛拿起一支竹
筷探虚实，确定全部熟透，慢慢再撒
上一把糕粉。“蒸糕千万不能心急，
一层一层撒，才不会夹生。”相同的

动作重复 %&余次后，匾内的粉逐渐
见底，屉内的糕接近满笼，整个灶间
蒸汽缭绕，香气四溢。盖上一层湿纱
布，将笼屉搬至空处，倒扣后轻拍笼
壁，糕自然滑落。夫妻俩一个小时的
辛苦协作，换来这块厚实的崇明糕。

邻里齐做崇明圆子
沈家蒸糕引来左邻右舍“围观”，

大家也不偷闲，围坐一圈做起了圆
子。“圆子有团圆的意思，乡里乡亲
过年不仅一起吃，还一起做。”崇明圆
子的配料也是糯米和白米粉，不过在

捏制前要加水。“分量有讲究，水多了
太稀，少了太干。”揉完粉填馅，崇明
圆子甜咸皆有，分别以芝麻、豆沙，
或荠菜肉丝、萝卜肉丝为主。

只见施大姐将粉团搓成圆形，
一手托住底部，一手用大拇指抵住
转圈，直到圆子中间下陷，俨然像只
小碗。填入馅心，继续旋转收口，尖
头芝麻，圆头豆沙，长条咸馅。比起
蒸糕，圆子蒸熟过程简单得多。置于
灶上 #&分钟后，一个个饱满的圆子
出笼，撒上水后置于室外冷却即可。

送灶迎神祈福迎春
对土灶，崇明人有很深的感情，

例如在腊月廿四夜仍保留着送灶风
俗。沈小毛家的灶壁上，神龛两边分
置香炉和烛台，中间摆一盘“卷银
包”、一碗赤豆饭和一把麦芽糖。
“这是送灶时供的，崇明过年从

廿四夜开始。”沈小毛说，叠元宝、烧
锡箔，敬香点烛，磕头跪拜，默念“谢
谢灶老爷”“保佑全家平安”。作为
“送行礼”的贡品可不能马虎，“卷银
包”状似百叶包，是用面皮裹着乌菘
菜和油豆腐，分别借寓“大彩头”和
“金银宝”；赤豆饭寓意红火；麦芽糖
则是希望粘住灶神牙齿。“这些送给
灶老爷，希望他‘上天呈好事’，到大
年三十再迎接灶神‘下界保平安’。”
遗憾的是，即便在农村，“送灶”

“迎灶”也渐有名无实。沈小毛感叹：
“小辈都去城里打工，小年夜才回家，
风俗都不懂啦。” 本报记者 范洁

! ! ! !除夕夜，家住虹口区的新上海人冬冬，过着典型的天南海
北“和谐年”。她生在黑龙江佳木斯，来沪求学，落户后嫁入上
海的潮州人家。冬冬的老公生在广东潮州，'岁随父母来到上
海。几十年的上海生活，让他早已入乡随俗，可每年过春节时，
故乡年俗还是难以割舍。

进入腊月，冬冬的公公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了“潮风尚”
———潮汕过年有哪些风俗。腊月二十四送神上天，各家各户开
始进入忙碌的节前准备，买新衣、办年货、理发、挽面（流行于
潮汕等地区的一种民间美容术）；到除夕，最忙碌的是祭祖，饭
前要烫血蚶吃，寓意来年赚大钱；年初一，走亲访友大拜年，随
身携带的礼物里，两个大桔子必不可少，寓意“新年大吉”……
每年春节，冬冬会跟随婆家一起到地道的潮汕餐厅，陪老公回
味舌尖上的家乡情。冬冬的妯娌是本地姑娘，贴心的潮汕公婆
会主动邀请亲家同聚，一起围桌吃饭迎新年，“压轴大菜”还会
兼顾南北。所以，在一桌热热闹闹的潮汕年夜饭上，热气腾腾
的东北水饺和甜甜糯糯的上海汤团形成了奇妙组合。
吃好年夜饭，一家人转场回家守岁，吃零食、聊家常、看春

晚。除旧迎新之际，公婆招呼小辈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亮
亮堂堂地迎接新年的到来。老人平时在家里精心打理的一棵
金桔树，春节里盛装登场，寓意着新的一年里全家吉利祥和。
年年都必备的潮汕大桔，是春节里的重点水果，老人、孩子、年
轻人一起品尝，共同祝福新年大吉。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岛上年味，弥漫着崇明糕的香甜

有钱没钱 蒸糕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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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一层熟透后，再
撒上一把糕粉。相同的
动作重复10余次，竹匾
内的粉逐渐见底，屉内
的糕接近满笼，整个灶
间蒸汽缭绕，香气四溢。

一桌热热闹闹的潮汕年夜
饭上，东北水饺和上海汤团形
成了奇妙组合。

新上
海人

! ! ! !推开淮海路上一户普通上海人
家的房门，全家老小十几口人正围
着桌子包汤团，自己糅面，自己做
馅。年纪大的看起来 "&岁上下，年
纪小的只有七八岁，做得都有模有
样。“十二点一过，就下一大锅汤团，
一人一碗。”
现在的上海，已经很少有这样

一大家子聚在一起过除夕了，更特
别的是，传统的新年他们过出了新
味道，主人连希俊每年都要策划一

台主题晚会，猜灯谜、双人舞、唱越
剧，还有抽奖，好不热闹。
“这是我三嫂，这是我姐夫，这

是我最小的孙子。”一进屋，连希俊
就带着记者里里外外转悠，他满面
笑容地说，#()"年后这样的相聚就
从来没有断过，兄弟姐妹七人，再加
上第二代和第三代，最多时候出门
吃饭得开个四五桌，“最远的从加拿
大每年飞回来，北京、江西也有。从
最早老西门的阁楼，到后来黄兴路
的大房子，再到现在，每年春节能围
着老母亲聚一聚就感到很温暖。”
讲起以前住在黄兴路时候的日

子，连先生很是兴奋，“逢年过节，我
们兄弟姐妹各人拉个包，住进姆妈
家的‘度假村’，一家占一房。我每年

都会策划好除夕主题晚会，等他们
回来。”说着，他拿出了一张纸递给
记者，上面写着“$&%* 年（甲午马
年）除夕欢乐大团聚策划书”。
“癸巳金蛇常年狂舞，甲午骏马

千里奔腾”是连先生对今年辞旧迎
新的概括，“策划书”写得相当认真，
有出席名单，有嘉宾代表，有具体的
日程安排，还有“除夕大餐菜单”。儿
女说爸爸总是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排
菜单，食物本身的鲜美或许是次要
的，这份家人浓浓的情谊才叫人觉
得甘甜。

每年都写这样的策划书么？
“对。”连先生找出了一份 $&&!年的
“除夕夜欢乐派对策划书”，一样认
认真真，不同的是那年家里摆的是
自助餐，于是吃饭的时候就有助兴
节目，有“有奖猜谜”“家庭小魔术”
“男高音独唱”“双人舞表演”“越剧
票友唱”，满满当当。连先生自豪地
说：“我们一家人不仅菜都烧得好
吃，还都能唱会跳的，大姐的双人
舞，三嫂的越剧当年都是‘掌声雷
动’啊，肯定比外面的炮仗响。”

$&&!年和 $&%*年这两份“策
划书”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鞭
炮”。在“日程安排”里，那一年 $+,!&

至 $*,&&是“烟火鞭炮，除旧迎新”，
而今年的这一份 $+,!& 至 &&,&! 是
“祈听钟声，除旧迎新”。刚读小学一
年级的小孙子连心宇眨巴眨巴眼睛
站在一边，他有点怀念以前放鞭炮
的日子。爷爷轻轻地揉了揉他的头
安慰说：“过年一家人在一起玩，还
不开心啊！”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每年团聚都有“策划书”
上海
大家庭

从最早老西门的阁楼，到后来黄
兴路的大房子，再到现在，每年春节
能围着老母亲聚一聚就感到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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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后连希俊家的团圆饭就没断过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