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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年底了，很多人开始期盼春节
的到来。最近，有媒体在微博上征集

“最理想的年货”，一时间，征集活动得
到了网友的追捧，参与晒年货的网友将
各地的年货进行了一次集中展示。

有网友说，他老家在冀中平原，小时
候过年就是杀猪吃肉，炸大果子，蒸馒
头、枣糕，这些年货能吃到出了正月。食
物虽粗糙，却真实，年味扑鼻而来。

江西广昌的网友说，他们那里有
年货“三绝”，即捶鱼、红薯肉丸子、刀
劈鱼丸。其中，捶鱼是在腊月里将鲜
鱼宰杀，剔骨剁肉，和粉做成饼，手拍
千百次，蒸后晒干；红薯肉丸子则是将
肉、红薯粉放入臼中，捣成泥，用调羹
刮成丸子，入甑蒸。

不少网友在想念年货的美妙滋
味的同时，也想起制作年货的亲人
们。有网友说，每到春节前夕，爷爷
奶奶都要花一天时间熬麦芽糖，和着
炒熟的糯米制成糖果，年后的整个春
天他都可以吃到这种糖果。“后来超
市有卖的了，味道却和家人做的大不
相同。爷爷去年去世了，以后我再也
没有机会吃到这样的糖果了。”

亲，吃货喊你晒年货喽

网络流行语，顾名思义就是在网络
上流行的语言。它有两大特征：一是年
轻化，二是有文化。近日，“2013年十
大网络流行语”榜单公布：一、土豪，我
们做朋友吧；二、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
我可好；三、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
有内涵；四、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鞋
（无邪）；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
了；六、你为何放弃治疗；七、感觉不会

再爱了；八、涨姿势（长知识）；九、女汉
子；十、帮汪峰上头条。

榜单马上引起不少小伙伴的讨论
和模仿造句。周女士今年50多岁了，
前几天，她女儿小敏换了一部新手机，
一回家，周女士马上来了一句“你真是
土豪”，让小敏惊呼：“老妈好潮啊！”周
女士说，她经常上网，学会了好多网络
语言，时不时也会冒一句，新潮又有趣。

榜单只公布了十大流行语，还有
一些经典流行语被漏掉了。网友

“applemos”补充道：“怎能没有《甄
嬛传》里的‘皇上，臣妾做不到啊’这
一句呢？”其他网友自发补充的网络
流行语得票率较高的还有：不明觉
厉，喜大普奔，十动然拒，妈妈再打我
一次，内什么……

（据荆楚网）

@林水妖：有网友在人人
网上发帖：知道我们哈尔滨
有多冷吗？告诉你们，哈尔
滨极地馆都把企鹅放到室外
玩了。

@M大王叫我来巡山：哈
哈……这比遛狗高端多了。

@草地：我想做挥着鸡翅
的女孩儿。

@使徒子：当我还是一个
超重的女孩儿/遇到菜/不等待/
全部往嘴里塞/吃到身材也离
开/再系不上裤腰带/明白脂肪量
再高也不能变成欧派/See me
fat/I'm proud to weight up
high/不屑一直依赖脂肪分解肽/
Believe me I am fat/I'm eat-
ing in the sky/每天跑到阳台/
挥着鸡翅的女孩儿……

（宗和）

@小罗和他自己：朋友们
说我做菜不好吃，今天，我特意
照着网上的食谱做了新菜让
他 们 过 来 尝 ，结 果 菜 被 他 们
吃 光 了 。 临 走 时 ，他 们 激 动
地对我说：“6 个人你就做了 1
道菜！”

@侠山脚底：观众：“导演，
你为什么只拍《爸爸去哪儿》
呢？拍《妈妈去哪儿》也不错
呀！”导演：“不是不想拍，是实
在没法拍。”观众：“为什么呢？”
导演：“没悬念啊，那些妈妈每次
都是去逛街……”

@糗事百科：网上有种说
法，说晚上多喝水就相当于给膀
胱安了一个叫你早起的闹钟。
我们宿舍一哥们儿兴致勃勃地
照着做了，晚上睡觉前使劲儿喝
水。第二天早上，我们醒的时候
那孩子床上果然没人了！不仅
如此，连被子都没了！

（宗和）

@克林汽车服务：如果有
这样一辆车，在路上的小伙伴
们还担心饿肚子吗？

“2013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出炉

快来玩流行语接龙

晒年货触发了网友对传统文
化和亲情的怀念。

南京大学教授徐艺乙表示，
如今过年置办年货就是去超市采
购现成的，甚至连团圆饭都会“外
包”给饭店。而网友晒的是过年
的记忆，他们所怀念的年货基本
上都是家里人动手制作的，过年
也因此有了独家味道，有了情感
和文化的传承。

（据扬子晚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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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记忆中最好的年货是什么？网上征集“最理想的年货”——

食物成就家的味道

记忆中
过年的欢腾劲儿

晒年货晒的是文化传承

准备年货也是集
体的童年记忆。有网

友说，小时候和奶奶一
起制腊肠，将绞碎的农家

猪肉同白酒、花椒、辣椒面
等拌匀，灌入洗干净的猪小

肠，他最喜欢的工序就是用牙
签给肠衣戳洞。“在院子里放两
个条凳，烧几捆松柏枝，奶奶熏
腊肠我烤火，我虽然被烟熏得眼
睛流泪，却很开心。”

对很多网友来说，过年的一
些画面被深深地烙在脑海里。有
网友说，小时候，他们是在外婆家
准备年货的：爸爸和姨父们忙着
写春联、贴福字；妈妈和阿姨们忙
着做蛋饺、酿肉面筋；一帮小孩子
忙着给灶膛加柴火，到二楼偷吃
红绿丝，忙里偷闲吃灶膛里烤熟
的红薯。这就是年的味道、家的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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