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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母一起吃年夜饭已经很
多年了。

小时候自不必说，都是父母
安排，去外婆家或在父母家过。

在父母家，父亲烧菜，一家
人包饺子、做汤圆、放鞭炮，其
乐融融。

小学时，一放寒假就去了外
婆家，除夕前，父母放假后赶过
来，很多次的年夜，都是在外婆家
过的。

那时的年夜饭，是真正的
年夜饭，就是吃完年夜饭后还
得熬夜，理论上午夜12点过了
才能睡。可没有一年能熬过午
夜的，没有春晚，大家熬不住都
早早睡了。

那时候，过年熬夜最有仪式
感的是两件事。一是包汤圆，二
是发红包。

母亲在家是老大，五姐妹一
兄弟，除了最小的弟弟只有1个
儿子，姐妹大多数有2～3个孩
子，母亲定了一个规矩，大家都不
发红包，免得你来我往的烦心。

次数不多的过年红包是外公
发的。有一年，吃完年夜饭。大
家围坐在一起，外公坐在了上横
头，孩子们一个个排队过去，磕头
领五角钱红包。这是最有仪式感
的一次年夜饭了。

熬夜的主要活动是做汤圆和
汤果。

由外婆主导，拿出早已沥干
水的糯米粉和猪油馅，大家在一
起包汤圆，做汤果。

浆板汤果是宁波人大年初一
必吃的早点。汤果做起来非常简
单，把糯米粉搓成细细的长条，扳
断成短圆柱状，放甜酒酿一起煮
即可。

汤果取其“团圆”“圆满”之
意。老宁波也有“吃了汤果大一
岁”的说法。

在汤果里，习惯加浆板，宁波
话浆板即甜酒酿，珍贵的客人还
会加个蛋，譬如说初次上门的“毛
脚女婿”。

宁波话“浆”同音“涨”，取
其“财运高涨”“福气高涨”的好
彩头。

有时，少数汤果煮熟后会变
成红色。外婆说，那是灶王爷来
尝过了。

实际上，那是糯米受到一种
叫酵米面黄杆菌的污染。这种细
菌一经加热即死亡，呈黄红色（或
粉红色）。轻度感染后的糯米粉
煮熟后会现出红色，重度的还有

酒味。因此汤果或汤圆变红后，
不建议食用。但我们吃了那么多
年红汤果，似乎也没出什么问题。

小时外婆家、大了丈母家。
年夜饭慢慢变成父母家和丈母家
两家轮流吃了。

再后来，年夜饭变成了春节
出游前的团圆饭。春节期间阖家
出游，出行前把年夜饭先吃完，这
只能叫团圆饭了。

有一年，父母说年夜饭不来
我家吃了。父母已经习惯了两人
生活，简单惯了。

那一年春节，读高二的女儿
和妹妹一家去了普吉岛度假，我
和夫人也过成了二人世界。耐
不住寂寞，给小表弟打了个电
话，邀请舅舅一家来吃年夜饭，
舅舅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年龄相
差18岁，他们俩也最亲近。舅
舅一来，父母自然也就一起来
了。从此，舅舅一家成了我们家
年夜饭的常客。

慢慢地，我们家的年夜饭越
来越有仪式感了。四代同堂，从
来不发红包的父母，每年必定要
给第四代准备红包，原来父母也
不能免俗。

“我家是不作的”，这是父亲
曾经的口头禅。老底子的很多习
俗，我们家从来不作。结婚、搬新
房这种大事，选个星期天大家方
便的日子就办了。什么黄道吉
日、风水什么的一概不论。

在酒店吃饭，年夜饭也变得
越来越简单。年夜饭年复一年地
吃，小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也慢
慢地变老。

有一年，父亲突然说，今年的
年夜饭他们不参加了，父母真的
老了。

几年新冠疫情，年夜饭也取
消了。今年，父亲突然问，年夜饭
办不办？“办啊！”我太高兴了。父
母想参加年夜饭，这是福气啊。
虽然母亲要坐轮椅参加了。

舅舅一家来了。父亲开心地
说，社区可好了，又送年货，又送
钱。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年龄，
是我们家的宝贝，社区领导来看
你们；过了100岁，市领导会来看
你们，过了 130
岁，北京的领导
会来看你们，你
们就是国宝了；
过了150岁，联合
国的领导会来看
你们了，你们争
取活到2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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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
什么样的春晚？

2024年春晚正在紧张彩排当中，关于
春晚的话题，再度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自1983年春晚开播以来，至今已经走
过四十个年头。四十年来，春晚给中国老
百姓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家购买了双卡式
录音机。每到除夕晚上，就要准备一两盒
空白磁带，把录音机放在电视机旁边，随着
春晚开场，也按下录音键，为春晚来一次全
程录音。那些诙谐幽默的节目以及家人的
笑声、打喷嚏声、开门声、说话声，都被录进
磁带。在空闲的季节里，偶尔播放一遍，犹
如品尝一杯珍藏多年的美酒。那种愉悦和
幸福，贯穿了无数个平凡的岁月。

春晚已经成为中国人春节餐桌不可或
缺的年夜饭。然而，随着老一代表演艺术家
逐渐淡出春晚舞台，春晚的独特魅力正在消
散。这其中既有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的
外因，又有春晚节目吸引力不够的内因。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春晚？
首先要给春晚定位，就是喜庆、欢乐、

亲民、友爱。
老的春晚之所以好看，也就是因为整

台晚会无槽点，舞台布置喜庆，天南海北的
贺电贺信不断，节目都是精挑细选的，老百
姓喜欢看的明星请过来，爱看的节目搬上
舞台，爱听的戏曲表演出来。

喜庆，不代表眼花缭乱。把舞台变成
一个高科技灯光展示基地，就有喧宾夺主
之嫌。春晚的主角是演员，是节目，不是灯
光和伸缩变换的舞台设计，不能让那些东
西抢戏。

热闹，不代表人数众多。一个歌曲独
唱也好，合唱也罢，不能变成联唱，变成搞
平衡，什么人都能分一句歌词，那歌的感情
在哪里，美感在哪里？舞蹈同样如此，动辄
塞满舞台的群舞，仅仅是满足更多人登上
春晚的梦想，却没有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

快乐，不代表尬聊。说教式的小品相
声，会让观众产生不适感，赵本山、范伟、陈
佩斯、朱时茂、姜昆、笑林等老一代表演艺
术家为我们留下太多的快乐，徐小凤、费
翔、王菲、庾澄庆、刘德华、张明敏等港台歌
星给我们留下的经典歌曲传唱至今。经典
永不过时，春晚不需要太多主题歌曲。

友爱，不代表煽情。当年韦唯一首《爱
的奉献》，让国人无不为之动容，那是一个
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奉献的典型、真实的泪
水和爱国的信念所织就的经典作品。其中
不掺杂一点虚假的煽情，击中了数亿国人
柔软的内心。

春晚是全国人民的意难平。再过2天，
就到了农历龙年除夕。
后疫情时代的春晚，也
许是凝聚人心、增强团
结的最佳契机，让我们
拭目以待。

想象力
好交警吕进华找到了

湿人甲
一曲古风，
诉钱湖乡思情

虞燕
岁终谢年，
一年中最隆重的一天

甬上话
捕鼠大作战，
全家总动员

孙武军
先生之风，
让皇帝“追”了
一辈子的人

我家的
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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