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谚有云：二十三糖瓜儿
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
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
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
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逢年过节，
总离不了各种美食，想要过个
有滋有味的春节，按照老理儿
准备吃食自然也是必不可少
的。

腊月二十三在老北京的

民俗里叫“小年”，是“糖瓜儿

粘”的日子。糖瓜儿也叫关东

糖，是北京特产，以麦芽糖为

原料，将其揉搓成长条儿，有

的制成香瓜的样子，因此得名

糖瓜儿。腊月二十三的糖瓜

儿究竟粘的是谁呢？就是民

间俗称的灶王爷。传说，灶王

爷自上一年的除夕就一直留

在家中，到腊月二十三这一

天就要升天去向玉皇大帝汇

报这一家人的善行和恶行，

送灶王爷上天的仪式被称为

“送灶”或“祭灶”。玉皇大帝

会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将这

家人在新一年中应该有的凶

吉祸福交到灶王爷手中。人

们为了避免灶王爷说自家坏

话，当天晚上给他送行时，会

将一些糖瓜儿扔进灶中，粘

住他的嘴，使他上天只说好

话，不说坏话。

二十三糖瓜儿粘

寻着“老礼”过大年

在经过了“二十四扫房子”后的忙碌，便迎

来了腊月二十五，民谚称：“腊月二十五，推磨

做豆腐。”据考证，豆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

的，南宋朱熹在其《豆腐》诗中写道：“种豆豆苗

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有

趣的是，一些地方还有在除夕以前吃豆腐渣的

风俗，究其因，是当地传说灶王爷上天汇报后，

玉皇大帝会下界查访，看各家各户是否如灶王

所奏的那样，于是各家各户就吃豆腐渣以表示

清苦，瞒过玉皇大帝的惩罚。传说归传说，吃豆

腐渣实则是古代生产力低下，没有那么多好吃

的，同时也是先民勤俭节约美德的写照。

二十五炸豆腐

俗话说：“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吃

“年肉”讲究要吃红烧肉，因为肉本身就代表着

富裕的意思，而红烧肉则更能表示来年的日子

红红火火、富裕十足，因此，一碗热气腾腾泛着

肉香的红烧肉是多少人在腊月二十六这天期

盼的。即使是到了今天，家家的日子都越过越

红火，在这一天置办点大肉仍是许多人家延续

至今的老传统。看着那一碗碗喷香热乎的炖

大肉，就算是肚子里不缺油水的人也准能流下

一串哈喇子，挑块儿瘦的就酒，拣块儿肥的解

馋。这一锅炖肉便是人们心中最朴实的吃食，

比山珍海味更过瘾、更实惠，也更有家的感觉。

二十六炖大肉

过去，到了腊月二十七，家家户户都要杀

公鸡，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取谐音的寓

意，“鸡”同“吉”，有吉利、吉祥如意的意思。

以前家里都会养几只鸡，不过母鸡是留着下蛋

的，所以就选择杀掉公鸡来吃。据说，腊月二

十七杀鸡也是有讲究的，杀好的鸡不在当天

吃，要一直放到除夕才能吃，而且除夕夜吃的

时候也不能吃完，要留一点，因为“鸡”本身代

表了大吉大利，所以节日期间，天天都要在餐

桌上见到鸡，这样才算圆满。可以选择炖鸡汤

之类的做法，每人喝上一小碗，既遵循了传统

民俗，又顾及了身体健康。

二十七杀公鸡

二十九蒸馒头

按照老北京的习俗，从初一

到初五都不能动火蒸馒头和炒

菜，所以老北京人习惯在大年二

十八、二十九这两天做主食。春

节期间忌做蒸、炒、炸、烙等，是因

为“蒸”与“争”谐音、“炒”与

“吵”谐音，不太吉利，所以老北京

人在年前都要蒸出够全家吃上一

个星期左右的馒头，这叫隔年吃，

而且是谁家的馒头蒸得大、蒸得

好，在新的一年里，谁家就会蒸蒸

日上，讨个好彩头。这里蒸馒头，

蒸的是带枣带馅的馒头，至于形

状并没有一定之规。

三十晚上包饺子

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

一，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包

饺子，等到零点一过，饺子就下

锅，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饺

子。这里也有寓意：“正”是农历

正月初一的伊始，吃饺子取“更

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

“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

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过去

老人都喜欢在某一个饺子馅里偷

偷包上一枚硬币，谁吃到了就是

谁有福气，现在都讲究卫生，就不

在饺子里放硬币了，许多人都用

水果或者干果代替，也代表着一

种祝福。吃完了饺子就可以带着

幸福的笑意去小睡一会儿，等到

天一亮，就是“大年初一，扭一

扭，亲戚朋友家里走一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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