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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送完灶王爷后，人们
就要开始为过年忙碌了。就像民
谣里唱的，一直到除夕，每天都有
要做的事：“二十三，糖瓜粘；二十
四，扫房日；二十五，炸豆腐；二十
六，炖白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
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
儿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去拜年。”

祭完灶，很多人家还有件大
事要办：谢年。按传统，谢年是一
年中祭神最隆重的一次，得放在
祭灶后至除夕前一两天。

过去，有钱人家谢年一般会
用到全鸡、整刀猪肉、活鲤鱼，为

了防止鲤鱼乱跳，还得在鱼眼上
贴圆形红纸。

如此奢侈的“谢年”并不多
见。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家来说，
只有能力请请“素菩萨”，主要摆
齐5样东西：桂圆、烤麸、红糖、长
面和年糕。

虽然看上去很朴素，但每一
件都有其深刻的寓意。其中桂圆
代表“团圆”，烤麸代表生活“呼呼
向上”，红糖代表“红红火火”，长
面代表“长命百岁”，年糕代表“年
年高”。

记者 石承承 实习生 姚诗雯

2 月 4 日，农历腊月廿
三，小年，要吃祭灶果。

“什么是祭灶果？”记者无
意中和00后妹子小姚说起祭
灶果，她给出的反应还是蛮让
人意外的。

知道祭灶果在年轻一代
中有点“过气”，却也没想到被
遗忘得如此彻底。

在杨木碶路一家食品超市，
记者花6.5元买了一包祭灶果。
尽管被放在超市进门处最醒目的
位置，但进进出出的顾客并没有
多看它一眼。

看起来挺大一包祭灶果，拿
在手里却是轻飘飘的。有人曾用

“看看大落落，咬开一包壳”来形
容祭灶果，再贴切不过。

记忆中的祭灶果，花色还蛮
丰富的，有红蛋白蛋、麻枣、寸金
糖、黑白交切、油果、冻米糖、豆酥
糖等，起码有6种，多的甚至有
10种甚至12种。

祭灶果的每一种几乎都被寄
托了一层美好的寓意——

像红蛋白蛋，用糯米油炸而
的，个头挺大，但里面是空心的。
因为通常呈红色或金黄色，被赋
予“金银满堂”的寓意；

像麻枣，同样用糯米炸成，外
面裹一层芝麻，里面呈蜂窝状。
而芝麻在民间历来有“节节高”的
说法；

寸金糖，则是在麦芽糖外裹
上一层芝麻，呈金黄色，形似小金
条，其中寄托的美好心愿不言而
喻；

也有人把黑白交切叫做“脚
骨糖”，意思就是“脚骨健健过”。

不过，拆开买到的这一包祭
灶果，略略有些失望，仅有冻米
糖、红蛋、油果、黑白芝麻糖、芝麻
球几种，而且“卖相”看起来有点
儿蔫。此外，里面还放了一块“平
安糕”。

记者请小姚试吃了一下祭灶
果。

“虽然我没有吃过祭灶果，但
像冻米糖，平时超市也有卖，还是
吃过的。”小姚一边说，一边咬了
一口冻米糖，“酥脆”两个字才刚
说出口，立马补上一句：“这也太
甜了吧。”

请小姚在这几个花色品种中
挑一个她觉得最好吃的，她犹豫
再三，选择了并不常常出现在祭
灶果中的“平安糕”，而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是“不太甜”。

小姚说，没吃过祭灶果，是因
为家里从来没有过小年的习惯。

相比之下，祭灶果在80后的
记忆中就没有那么陌生和糟糕。

85后小伙小翟说，他在宁波
出生长大，但因为祖籍北方，家里
的祖辈还是挺重视过小年的，“那
个时候我还小，压根不知道小年、
祭灶是啥意思，只觉得祭灶果长
得红红绿绿，看起来挺好吃。”

在祭灶果的花色中，芝麻糖、
冻米糖、油果是小翟最喜欢的，

“每次都要跟妹妹抢着吃”；而红
蛋白蛋是被嫌弃的。

随着祖辈的过世，小翟说，家
里腊月廿三吃祭灶果的热闹也就
一年比一年淡了。

被小姚评价为“齁甜”的祭灶
果，在旧俗中是要给灶王爷吃的。

旧时，几乎每户人家的厨房
都供奉着灶王爷神像。灶王爷坐
在厨灶中间，看这户人家是怎么
生活的，把好事坏事记录下来，到
腊月廿三这天回天庭向玉皇大帝
禀报。

为了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
回宫保平安”，人们选择在这一天
祭灶并把祭灶果献给灶王爷，颇
有几分“吃人嘴软”的意思。

在过去，三炷清香、几盆祭
灶果、三碟小菜就是一般人家
祭灶的准备了。祭灶开始后，

全家老小跪在灶坑前，把灶王爷
神像从神位上“请”下来，点着香
纸一起烧化并祈求平安；然后燃
放鞭炮，为灶王爷送行，称之为

“上天”。
民间还流传有《祭灶歌》：又

到腊月二十三，老灶爷爷要上
天。剪好草，拌香料，壮马喂得咴
咴叫。走大道，过小桥，一路顺风
平安到。别忘人间糖瓜甜，玉皇
面前添好言。多说好，不说坏，五
谷杂粮多多带，大胖小子抱个来，
家家敬仰人人爱。祭灶果，供小
菜，除夕夜晚迎您来。多施恩，别
作怪，老少早晚把您拜。

买到的祭灶果有点蔫

“没吃过”和“抢着吃”

祭灶果本用来“孝敬”灶王爷

过了小年就要忙过年了

1月 30日中午，家住象山丹西
街道的包玉琴老人安详地走完了人
生旅程，享年93岁。同时她也把一
份希望留在了人间。根据包玉琴老
人生前遗愿，她无偿捐献了自己的遗
体和一对眼角膜。

当晚，在老人众多至亲好友的见
证下，宁波市眼科医院工作人员完成
了眼角膜捐献工作。目前，包玉琴老
人的遗体由杭师大医学院接收，实现
了老人捐献的遗愿。

30多年前萌生捐献想法
包玉琴是老干部、老党员，一生

高风亮节。
在女儿王岑眼里，包玉琴坚毅、

好学、开明、心怀大爱：“只要有空，妈
妈就捧着书读，中外名著、时事新闻，
她都很感兴趣。”在老人91岁高龄
时，还坚持着每天读书看新闻的习
惯。

说到遗体捐献，王岑回忆，早在
30多年前，老人就萌生了该想法，

“当时她从报纸上看到一位上海老人
捐献遗体的新闻，就对我说，百年后
想捐献遗体给国家。当时的我无法
理解母亲，就没有同意。”

“捐献遗体是造福国家、造福医
学的好事。”为了说服女儿，包玉琴每
隔几年就旧事重提。王岑被她的坚
持和决心打动，终于松口，答应帮母
亲完成愿望，同时她暗下决心也要进
行捐献登记。

多位家人也成为捐献志愿者
2018元旦后上班第一天，王岑

来到象山县红十字会，在母亲已填好
的遗体捐献志愿书上，作为执行人慎
重地签上名字。同时她自己也填写
了遗体、角膜捐献志愿书。当她请儿
子在她的志愿书上作为执行人签名
时，却遭到儿子的强烈反对。

为此，王岑也像当年她的妈妈一
样苦口婆心劝说儿子，终于达成所
愿。儿子虽有不解，但尊重她的想
法，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天，王岑拿着登记表回到家
中，对母亲说，她比母亲多了一张角
膜捐献登记。老太太急了，“质问”
道：“你怎么不给我也进行角膜捐献
登记？”王岑解释，90岁高龄的眼角
膜已经不能用了，老人这才作罢。

没想到，老太太去世后，亲属联
系遗体接收单位后不久，就接到宁波
市眼科医院的来电，询问家属愿意不
愿意捐献老人的角膜。得知老人角
膜尚可移植，想到老人生前也有捐角
膜的愿望，家人临时决定帮老太太再

“圆梦”，先捐角膜再捐遗体。
爱会传承，信念也会传承。王岑

说：“我感觉最开心的是，在老人完成
遗体捐献的第二天，儿子小吴对我
说，他也要进行遗体捐献登记。我为
儿子自豪，为他点赞。”

据宁波市眼科医院器官捐献协
调员伊春辉透露，老人的两个眼角膜
已分别移植给了两位眼病患者，帮助
他们重新找回光明。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董小滋 洪秀芳

“捐献遗体
是造福国家的好事”
93岁老党员包玉琴
捐献遗体和眼角膜

00后和85后
眼中的祭灶果有啥不同？

过小年啦过小年啦！！
记 者 随 机

买到的祭灶果，
品种有些单调。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