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年俗吃出新花样。记
者了解到，今年一些在家吃

年夜饭的南京市民，学会了
上网下载“年夜菜”。

家住常府街的张萍阿姨
前天一大早就奔到了附近的

农贸早市，买了鱼、虾还有青
蒜、芥兰等蔬菜。张阿姨告诉
记者，明晚孩子们都回来吃

饭，有的点了回锅肉、有的说
想吃干锅鸡，为了让孩子们
吃得开心，今年学会上网的
张阿姨，昨天上网找了不少
“菜谱”。

张阿姨说，从网上下载
菜谱，按照原料、操作程序摸

索着去做，20多年的烧饭经
验，“照葫芦画瓢”对她来说
并不难。“像干锅鸡，我就没
烧过，上网查了菜谱以后，做
起来很简单。”

记者通过百度搜索“年
夜饭菜谱”，结果一下子冒

出上千条，什么家庭年夜饭
菜谱、家常年夜饭菜谱、东北
年夜饭菜谱、上海年夜饭菜
谱等，有的是厨师贡献、有的
是个人推荐，从原料到做法
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不少
“贡献”自家“私房菜”的博

客最近点击率也创下新高。
一名叫“不眠夜”的网民留
言说，“我已经下载了梅菜
扣肉的做法，要给老公和婆
婆一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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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盘西兰

花、一盘青椒、一盘螃蟹，这
是从西安到天津女儿家过年
的陈玉琳女士，在大年三十
为一家四口准备的年夜饭。

她的女儿告诉记者：
“我们家过年做好多菜那是
10年前的事了，现在平时都

像过年，所以过年吃什么无
所谓。”

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
高，年夜饭作为除夕家庭的
团圆饭，近几年在内容上和
形式上都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天津工作的郭继涛每

年春节都要赶回陕西老家和
家人团聚，他对这种变化感
触颇深。“小时候最盼望的
就是过年，母亲总会把家里
平常舍不得花钱买的鸡鸭鱼
肉等荤菜，全都搬上年夜饭
的饭桌，让全家人美餐一

顿。”郭继涛说，“现在年夜
饭的‘肉味’越来越淡，取而
代之的是西兰花、芦笋等蔬
菜和海鲜。”
“年夜饭内容由 ‘荤’

到‘素’的背后折射出中国
社会的巨大变迁。”从事社

会学研究的王来华博士说，
2006年中国 GDP总量接近
21万亿元。与此相对应的是
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一直保持
下降趋势，中国百姓的消费

结构正在向发展型、享受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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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轻轻一按鼠标 !就

能发送祝福的梦想后!电
子贺卡"!"#$%动画"视频祝
福逐渐成为人们过年过节
的一种交流方式# 如今!很
多年轻人动起了用网络工
具自制彩信"彩铃的脑筋$

今年是顾华前往英国

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一个春
节!由于学校不放假!她第
一次不能和父母一起过
年$ %我已经教了妈妈好几
遍!怎么使用摄像头$ &免
去了国际长途的昂贵话
费! 又能真切地看到对方

的面容! 互联网视频拜年
成为诸多海外留学生春节
拜年的首选$

沈洋在节前不慎摔伤
了腿!但她似乎并不担心$

小沈表示! 她特别喜欢在
网上放电子鞭炮!%真有意

思!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

此外! 互联网上各大
论坛" 博客的贺岁声不绝
于耳$ %绿地论坛&的新房
客!刚一入住!就开始通过
互联网向邻居拜早年$ %金
丰蓝庭业主论坛& 的版主

周文天告诉记者! 他们已
经通过网络平台向小区内
的新上海人发出邀请!共
享热闹的年夜饭$

CDF<<GHI

大年三十晚上观看春

节联欢晚会! 几乎是家家
户户的保留节目!而在%播
客&大行其道的今天!互联
网上的春晚日渐升温$

主办 %&''(中国首届
播客春晚&的新浪网!发出
的互动节目征集令吸引了

众多网民'%无论你有妙招
绝活"过人才艺!还是你和

朋友" 家人演绎的新年节
目!不论题材"不分形式!

相声小品"歌舞"特技"搞
笑"脱口秀"模仿秀"神奇
之旅"快乐派对"家庭聚会
影片等都可报名参加$ &

由于视频作品有机会
通过互联网与全世界的网
民见面! 征集令引来无数
跟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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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 约上亲朋

好友去卡拉)*唱歌!一度
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 如

今!追新猎奇的人们又把
*+,搬到了网上! 选择到

新浪%-.&"碧海银沙 %碧
聊&"%麦克网& 等网络卡
拉)*平台一展歌喉的人
正在不断增加$ 麦克网创
始人称!目前在互联网上
唱歌并录制视频的人数
已达&''万$

许多网络游戏的爱好

者活跃在虚拟空间里!并准
备用游戏竞技方式 %闹&新
年$ 在银行工作的夏捷说'

%有的游戏不仅能边玩边
聊!还能让游戏中的虚拟人

物互相鞠躬"拥抱"跳舞!这
也算是一种新年祝福吧$ &

此外!网络结识"相伴
出行的 %互助游& 悄然兴
起$ 今年春节!武汉某高校
的研究生阮女士准备前往
北京! 一名网友向她发出
了邀请! 春节去北京玩/

天!可以住在网友家!还有

网友当导游!%我和她在互
联网上相识两年了! 这次
春节出游! 感觉就像要去
走亲戚"串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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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拜年代替了登门
拜访! 春节旅游代替了除

夕守岁! 酒店式年夜饭代
替了传统的家庭式年夜饭
((中国人延续千年的过
年民俗!发生了深刻变化$

然而! 这些新习俗流
行的同时! 对正在远去的
传统过年方式的怀念!也

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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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送你000! 顺心

顺意天天发((每天送你
111!日日上班不辛苦((

新年快乐) &这是浙江省衢
州市第二中学的张老师收
到的一条春节短信! 可是
张老师却高兴不起来!%这
条短信! 我两天前就收到

了!只是换了个发信人$ &

随着手机短信的普
及!1'多岁的张老师也赶
时髦! 两年前学会了发短
信$ &''1年春节的时候!一
个学生给她发了第一条春
节祝福短信! 至今让她念

念不忘!%当时特别高兴!

心想!学生还是惦记我$ &

可是!随着祝福短信的%泛
滥&!这种高兴慢慢地变成
了尴尬$ 张老师经常收到
一模一样的短信 ! %有时
候!不同人发的短信里!人

名却是一样的***他们急
着转发! 甚至来不及把名

字改掉$ &张老师觉得!这
种短信!还不如不发$

为了对千篇一律的短
信%垃圾&说%不&!吴甜在
春节前买了几本信笺!%对
每个收信人的话都是不同
的!祝福也是不一样的$ 前
几天!我已经寄给他们了!

希望能够传递独一无二的

春节祝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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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还未到，香港迪

斯尼乐园就开始限制旅客
人数了。旅游已成为中国
老百姓的春节新风尚。这
几年流行的“旅游过节”，
不仅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水
平有了提高，更重要的是，
老百姓能够游山玩水的时

间越来越多了。只不过，旅
游是好事，可是旅游地的
人满为患，使不少人不仅
达不到休闲轻松的目的，
反而受累。

杭州市翠苑四区的李
琴今年打算哪儿也不去

了，“就在家好好呆着”。
原来，去年春节前，她的小
女儿给父母报名参加了
“丽江春节 ４ 日游”。李
琴回来后，足足休整了一
个多星期，“那边的阳光倒
是不错，风景也挺漂亮的，

但人太多了。丽江古镇里，
永远比早晨的菜市场还热

闹，转了一会，头就晕了。”
她说，安排去玉龙雪山玩

的那天，游客们早晨 ５ 时
起床，到了玉龙雪山下才
６时多，但等到下午 １ 时
左右，才上了雪山。事后，
她才知道，因为游客太多，
上山需要排队等待，“早知
道如此，说什么我都不出

门旅游了。”
据了解! 我国假期黄

金周的旅客人数呈增长趋
势! 尽管有效地带动了消
费市场! 但过多的客流量
不仅会加重旅游景点的负
担!同时让游客%遭罪&$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
的研究生黄小宝今年选择
出门旅游!不过!他就近选
择了老家附近的千岛湖!

%我对浙江比较熟悉!觉得
千岛湖的湖光山色挺不
错! 打算年初三的时候和

好友来个 +千岛湖一日
游,$ &黄小宝说!其实自家
的附近有些有趣的地方可
以散心-游玩!没有必要非
得去名气大" 完全陌生的
环境才算旅游$ %如果扎堆
旅游!弄得比上班"上学还

累!那旅游就有违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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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提前预订年

夜饭) &这样的广告!铺天

盖地$ 年轻人觉得在酒店
吃年夜饭!省事又热闹$ 的

确! 随着餐饮业的快速发
展! 老百姓只要打个电话
预订!就能在酒店"餐厅吃
上一顿像样的年夜饭!而
且价格不一定贵$

但今年! 何玛莉准备
和父母一起准备年夜饭!

%不打算出去吃了&$ 在她
眼里! 如今下馆子吃饭已
成为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如果连年夜饭也在餐馆
吃! 就失去了年夜饭本来
的含义$ 何玛莉说!她至今
都怀念小时候在爷爷奶奶

家过年的场景!%奶奶"姑
妈" 妈妈会准备很多日常
大家都爱吃的菜! 像爸爸
喜欢吃的红烧肉" 奶奶喜
欢吃的八宝饭((即使是
再厉害的厨师! 也烧不出
家人做菜的那个+味,$ &这

种%味&往往伴随着每个人
成长! 不仅仅是菜肴的香
味!更是家的感觉!亲人的
气息$

在上海一家媒体工作
的张倩和父母商量! 今年
过年! 每人准备一道菜!

%这样!父母不会因为准备
年夜饭而操劳! 还能够合
理控制剩菜剩饭$ 不过!最
主要的是! 保持了年夜饭
的+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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