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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愿，家人安康

什么是幸福？家人闲坐，灯火可
亲，这就是世间最大的幸福。

年少时，我们常追求生活的变化，
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才发现幸福其实也
藏在“不变”中。

在年夜饭的饭桌旁，一样的人坐在
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
叽叽喳喳谈着自己的学校和朋友，年长
的说着生活的琐事，厨房里传来饭菜的
香气。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这就
是最幸福的时刻。

父母在，孩子安，夫妻和，膝前承欢
颜，灯下问安暖，这便是人生最大的幸
事。

新的一年，愿家人平安，身体无
恙。愿所爱之人皆快乐无忧，所念之人
都万事胜意。

二愿，笑口常开

笑口常开，好运自来。生活总是起
起伏伏，你若是愁眉苦脸，生活也会黯
淡无光；你若是笑口常开，生活便会阳
光灿烂。

微笑，对人是礼物，对己是财富，能
赶走忧愁，能治愈人心。和家人、朋友、
同事在一起，多笑一笑，这样不仅可以
给他人带来幸福感，还能给自己带来好
心情。不开心过是一天，开心过也是一
天。比拥有万事如意的人生更重要的
是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当你的心态
好了，很多事情就顺了。

新的一年，愿你笑口常开、乐观向
上，用真诚灿烂的笑容迎接每一天。

三愿，初心不忘

在奋力向前奔跑的时候，不要忘记
回头看看最初的目标。人生是一场长
途跋涉，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我
们为什么出发。

新的一年，愿你少一些浮躁，踏踏
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别怕走弯路，也不
用抄近路，一点一点向着目标靠拢，你
终会抵达想去的远方。

新的一年，愿你历经风霜，依然初
心不改，有歇足调整的底气，也有一往
无前的勇气。

新的一年，愿你有事做、有人爱、有
所期待。

新的一年，祝你所盼皆实现，所愿
皆如愿。 来源：人民网

新年三愿

“别岁饭”辞旧迎新

年夜饭又叫年羹饭、合家欢、分岁筵、团年饭等，
它大概是中国人全年吃得最长的一顿饭，也是国人
最看重的家庭宴会。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说，最早时，年夜饭称
为“别岁饭”，意在告别旧岁，迎来新年。可以说，除
夕的年夜饭既是一年辛苦忙碌、辞别旧岁的重要时
刻，又饱含除旧布新、祈望来年的特殊意义。

关于年夜饭，目前能够搜寻到的最早出处来自
晋代周处的《风土记》的记载，其中提及“酒食相邀，
谓之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祭先竣事，
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周处是江苏宜兴
人，他的着述里存留“别岁饭”的记录，而别岁（即吃
年夜饭）、守岁、分岁（压岁钱）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而“年夜饭”这个词，据考证，最早出现在清代嘉
庆和道光年间顾禄的《清嘉录》中：“除夕夜，家家举
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话，名曰‘年夜饭’，俗称‘合
家欢’。”

在古代，辞旧迎新时饮屠苏酒是一大民俗。屠
苏酒具有防病避疫的作用，相传是汉代名医华佗创
制而成的，后由唐代名医孙思邈流传开来。孙思邈
每年腊月分送众邻乡亲一包药，并嘱咐众人以药泡
酒，他还将自己的屋子起名为“屠苏屋”。经过历代
相传，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之一。古代不少
诗人的诗歌中也都提到了饮屠苏酒这一民俗。比如
宋代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宋代陆游《除夜雪》：“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
小草写桃符。”宋代苏辙《除日》：“年年最后饮屠苏，
不觉年来七十余。”

古人年夜饭吃什么

年夜饭体现了三个重要的文化元素：团圆、喜庆
和祝愿。从古至今，年夜饭的餐桌上都少不了主食
和时令餐食。

先秦时期，中国人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是“五
谷”中的粟、黍、稷，也就是现在的小米和黄米。先秦
人的年夜饭中都有“麦饭”，也就是直接煮熟的小米
饭等，主食只有“粗粮”。到了两汉时期，随着谷物等
的出现，以及制粉技术的推广，年夜饭里出现了馒
头、饼、面条等食品。

如今，饺子和汤圆是中国南、北方过年必吃的食
物，它们都代表了美好寓意。饺子在唐代已出现雏

形，宋代人称为“角子”，在元代被叫作“扁食”。因为
饺子形状如元宝，也被赋予“招财进宝”的含义。过
年期间，中国人还会将铜钱、糖果等包在饺子馅里，
象征吉祥如意。

在古代过年，年夜饭中的野味极为丰富，其中鹿
肉最常见，鹿尾、鹿舌都是古人有名的下酒菜。古人
的年夜饭中也有鸡肉、羊肉等，以及鱼类。不过，在
唐代，由于皇帝的姓氏“李”和“鲤”同音，所以在唐代
是禁止吃鲤鱼的。古人比较爱吃脍制的鱼，唐代人
总结出“脍莫先于鲫鱼，鳊、鲂、鲷、鲈次之”的经验。

在古代的冬季，吃新鲜蔬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为了保证冬季和过年期间的蔬菜供应，老百姓
都需提前腌制，年夜饭也只能吃腌制的咸菜。不过，
唐代已利用温泉产生的地热栽培反季节蔬菜，供皇
室享用。而宋代以后，由于温室栽培技术进一步发
展，许多人家的年夜饭中出现了“绿色”。宋代人的
年夜饭中有一道“春盘”，即用萝卜和生菜等制作，绿
白分明，再插上纸花和绸花，更添喜庆气氛。到了正
月初一早晨，春盘还可用来“馈岁”，即在亲朋好友间
馈送。

精神追求从未改变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数十年来，透过一桌“年夜
饭”的变迁，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生活状况的巨
大改善，日子越过越红火。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是凭票供应的时
代。为了一顿年夜饭，不少人家需要攒半年的肉
票。不少“50后”“60后”回忆当年过年的场景：由于
物资不如现在丰富，平时家庭开销不肯多用一滴油、
一粒米。过年时手松了不少，一下子大方起来，年夜
饭有炸丸子、红烧鱼、红烧肉，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年
夜饭的餐桌悄然发生改变。蔬菜、瓜果、蛋、禽、肉类
等市场品种渐渐丰富，人们不再追求过年过节中的

“大吃大喝”。糖果、罐头等副食品风靡年夜饭餐桌，
鲍鱼、海参等也出现在老百姓的餐桌上。

进入21世纪，一部分家庭的年夜饭不再局限在
家中，而是选择外出就餐。在饭店吃团圆饭，成为除
夕夜的新时尚。如今，半成品年夜饭也深受不少家
庭喜爱。

随着社会发展变迁，中国人的年夜饭越来越丰
富，形式越来越多样，但年夜饭背后折射的辞旧迎
新、阖家团圆等精神追求从未改变。 来源：新华网

年夜饭：舌尖上的年文化

对中国人来说，年夜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象征着团
圆和亲情，从古至今更是一种独有的文化传承。吃年夜饭的传
统从何而来？古人除夕的餐桌上都吃些啥？现代人的年夜饭又
有哪些讲究？年夜饭折射出中国人的哪些生活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