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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些些年年，，我我们们的的年年货货记记忆忆
中国人过年之前，要准备很多吃的、用的、穿

的……统称为年货。年货，是中国人过春节的重要符
号，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年龄段人们的脑海里留
下了不同的记忆，也成为每个年代更迭的缩影。

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各大超市、商场循环播放着喜庆的旋律，商
家早已打出“年货大街”、“年末扫货”的促销广告，所有的一切都在为羊
年的到来预热。上了年纪的人说，备年货，才有新年的喜庆气儿。

打开记忆的闸门，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那些逝去的时间和远去的
年货记忆。

回回家家就就是是给给亲亲人人最最好好的的礼礼物物
济宁老夫妻把满满的祝福带回老家

本报2月9日讯(记者 王
帅 ) 10日一早，来自济宁的
张正贞夫妻就踏上回家的旅
途。舟车劳顿七八个小时后，
他们带着一岁多的孙女就能
到达他们那个不富裕的村庄。

张正贞今年52岁，十年前
和老伴儿来到威海，从事废品
回收，被大家称为“老张”。老

张每天走街串巷，生活也有富
裕。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租住
在一间草厦子里，一个月仅需
200多元。家里的家具、床、棉
被等都是老张在回收废品的
时候“淘”来的，由于老张为人
老实、正直，他经常会得到附
近小区居民的眷顾，大家经常
会给他一些日用品或食物。

一年前，九个月大的孙女
来到了威海，多了个人吃饭，
张正贞更卖力了。一个月收入
2000多元，除了房租外，他们
家里最大的开销就是孙女每
个月的两罐奶粉钱——— 400多
元。再他们的住处内，布娃娃、
小车等各种玩具一应俱全，老
张说玩具都是工作时回收过

来的，经老伴清洗后让孙女玩
耍。

提起回家，老张很兴奋，
一直在最后整理着待卖的废
品。老张告诉记者，他们回家
仅带衣物回家，没有购置任何
年货。“空手”回家好不好？老
张回答，“回家就是带给家人
最好的礼物！”

扎 20世纪50年代：吃顿饺子就算过年

“初一早上吃顿饺子，这就是一年。”回
忆自己十几岁过年的情景时，今年79岁的
临港区汪疃镇居民于日欣说，那时候年货再
简单不过，2斤猪肉、炸1斤豆腐块、蒸枣饽
饽，“普通人家也就这些。”于日欣回忆，那时
候，家里招待客人的菜就是自家种的白菜，

“白菜炖豆腐，加把粉条就是待客的硬菜。”
在威海，过年蒸枣饽饽的习俗一直留

传至今，“吃不到饺子，吃大枣饽饽也知
足。”于日欣说，那时过年很少见荤腥，但大
枣饽饽一定要蒸。“那时枣不多，一个枣得
切好几半儿，省着用。蒸十个九个枣的饽
饽，寓意满堂红。”于日欣说，富裕人的家里
用白面蒸，日子紧吧的就只能在枣饽饽里
加“里子”，外皮是白面，里面夹层夹上地瓜
面、玉米面。

扎 20世纪60年代：50块钱搞定所有年货

提起上世纪60年代办年货的情景，威
海市民周国强说，“50块钱能把所有年货
都办了，可这是一年当中家里最大的开
销。”

到了那个年代，已经有鱼、肉、鸡蛋、糖
豆、鞭炮，“花样还行，就是每样都少得很。”
周国强说，鱼论条买，还得是小鱼，两条大
的鱼得留着招待亲戚。“糖豆，这个名字很
形象，因为它就是豆子的形状，吃起来甜中
带辣，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当时家里罕见

地出现了酥糖，每个孩子分上几块，揣在口
袋里，小心翼翼地留着，直到包装脱落，开
始融化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解馋。吃时酥
糖入口即化，香甜腻口，满口留香的感觉好
像再难找到。

“鞭炮是论把买。”周国强说，有时家里
过年就买一把小鞭，大概20个，一个一个
放，就图个新年喜庆，仅此而已，再无多余
的给孩子们消遣，那时候，能拿出一把鞭炮
放放，还是一件很得意的事。

扎 20世纪70年代：搬着板凳排队买菜

上世纪70年代，在计划经济时代，物
资匮乏，好多物品都要凭票供应，各家各户
平时都勒紧裤腰带，省着各种票据，多置办
些年货，过个体面年。搬个小板凳在供销社
门口帮爸妈排队购年货的情景，让林霄燕
记忆犹新，“城里人买年货基本就指望供销
社那样的国营商店。”

“过年的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帮家里排
队买年货。”林霄燕说，为了买菜，父亲一般
会大清早就到菜房子门口排队，等她起床
后就去接班，估摸着快排到了，父亲就会再
回去接手。林霄燕回忆，当年能买到的绿色
菜很少，买到的黄瓜为了保鲜，回到家里要
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上布。

扎 20世纪90年代：长辈不用“藏”年货了

“买的糖本就不多，为了防止孩
子嘴馋偷吃，家里长辈藏年货跟打地
道战似的。”江德丽说。

而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
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年货逐渐
丰富起来，长辈再也不用背着孩子藏

年货了。
物资日益丰富，带给人们的是更

方便地购买生活必须品，过年的时
候，家里基本上能置办新衣服，烟
酒、茶叶、水果，还有很多人买上了
电视机、洗衣机等“奢侈品”年货。

扎 21世纪00年代：年货亮出健康牌

以往过年就是全家打牙祭的时
候，“小时候，最盼望过年走亲戚，又
最恨走亲戚。”于晓东说，盼望走亲
戚是因为，亲戚以来就有好吃的，恨
走亲戚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威海
有小孩不上桌的规矩，眼巴巴看着
亲戚把肉菜都吃光了，孩子们无端
就会生出抱怨，怪亲戚没有眼力价。

到了 21世纪，大鱼大肉早就不
是人们所追求的，健康、绿色蔬菜成
了人们的新爱，年夜饭也减少了油
腻的大鱼大肉，“能买到很多反季节
蔬菜，芹菜、油菜、西红柿、黄瓜等
等，大家不大热衷荤菜了。”市民李
芹说。备年货的时候，蔬菜占了很大
比重。

扎 21世纪10年代：不备年货现吃现买

“现吃现买就行。”80后市民刘
佳欣说，到了现在，大家吃的讲究个
新鲜、健康。今年过年，刘佳欣就买
了几斤干果，准备当零食吃。

超市里光糖果就有硬的、软的、
水果味的、奶味的、各色巧克力，不
下二十种，各类生鲜供应充足，人们
一年四季可以在超市里买到以前在
过年才吃的东西。

“在网上给奶奶订了一件羽绒
服，年前保证能到货。”90后的江美
男说，对于备年货的记忆已经有些模
糊了。父母需要的东西，早在过生
日、中秋、端午、父亲节、母亲节等节
日，或者平常都买了，过年备点什么
回家过年，又成了80后、90后一代的
难题，“最缺的应该是陪他们的时间
吧。”江美男说。

扎 20世纪80年代：果子、酒、蛋糕是年货老三样

“走亲戚串门送的礼是果子、酒、蛋
糕，这就是点心。”今年60岁的市民江
德丽说，那时候这些是送给亲友礼品的
标配。果子，是北方的一种面食，和桃酥
类似。“那时候的蛋糕比较硬，用透明的
塑料包装，送礼却是很有面子。”

“最想吃自己用碾子磨面做的年
糕。”70后市民于晓东说，那个年代过
年前，村里各家各户都要磨黍米做年
糕，村里就一台碾子，有时排队要到半
夜才能轮到。年糕因为谐音“年高”，是

过年的应景食品。“蒸熟后，撒上白糖，
那味道才是香。”于晓东说，现在市场上
卖的那种年糕再也吃不出这种亲手做
的味道。

衣服是自己扯布做的，“那时候，衣
服都是早就做好了，孩子眼巴巴看着，
手指扒拉着数日子，等着初一穿新衣
服。”于晓东说，那时候条绒是做衣服顶
级的料子之一，穿条绒裤子走路，摩擦
会有一种特有的声音，“那声音一出来，
绝对拉风。”

本报记者 刘洁

爱心人士

给弱势家庭送年货

本报2月9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
讯员 李美双) 春节临近，为让困难弱
势家庭也能过好年，6日，城里派出所民
警和环翠区海岸阳光公益群的爱心志愿
者们，走进了环翠楼办事处前进社区，走
访慰问了社区残疾人、低保、计生贫困5
户弱势家庭，送年货献爱心。

当日上午，城里派出所阮圆警官和
环翠区海岸阳光公益群的爱心志愿者们
来到前进社区，送来一桶桶油和一袋袋
米等慰问品，看望社区5户有困难的家
庭。

今年80周岁的独居老人邵庆莲，视
力二级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比较困
难，当志愿者们将米面油等价值800元
的慰问品送到她手中，老人非常感动，连
声感谢好心人的关爱。接着，大家又来到
了计生贫困家庭冯专芹家中。冯阿姨本
人患有疾病，无法正常工作，与丈夫离
异，孩子也暂时没有工作，志愿者们将年
货亲自送到她的手中，送上了节日的祝
福，并给了几百元慰问金，告诉她有事可
以找他们帮忙。随后，志愿者们又先后走
访了三户弱势家庭。

据了解，海岸阳光公益群的爱心志
愿者们是一群好心人自发的公益组织，
自2011年成立以来，先后帮助30多个贫
困学生，今年年前，志愿者们提前了解了
5户弱势家庭的生活状况，自发筹集捐
献了2500元现金和价格1500元的米、
面、油、鸡蛋慰问品，希望让弱势群体感
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身边人的爱心。

送年货
在威海从事收废品生意

的张正贞夫妇于 10日返回济
宁老家，由于平日经济拮据，9

日，竹岛街道办事处同心路社
区工作人员为老夫妇及孙女
送来衣服、食物等年货。

本报记者 王帅
实习生 许时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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