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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在冬春交替之际，毕竟不比夏
秋时节，水果品类终究有限。那些过年
时在现实中求而不得的水果，画家便将
其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岁朝图便是
其中之一。岁朝图起源于唐宋，兴盛于
明清，一些画家对这类绘画情有独钟，
例如清末著名画家吴昌硕，就创作了许
多幅岁朝图，称其为“赏名花，娱硕果，
清供无尘岁朝春，其乐无穷，美意延
年。”

秋冬之交，正是柿子成熟时，一树红
红火火。岁末天寒，仍有柿子挂在枝头，
且外边结了一层糖霜。自古以来，人们
都特别看重柿子“事事如意”的美好寓
意。宋代杨万里收到友人的柿子后，写
下“冻干千颗蜜，尚带一林霜”的诗句。
齐白石的岁朝图中经常能看到柿子的身
影。他93岁时画的《新喜》中，有5个错
落有致的火红柿子，柿子旁是茶壶、花
瓶、红梅和鞭炮，不必多言便能品出浓浓
的年味。柿子寓意“事事”，花瓶寓意“平

安”，红梅寓意“喜庆”，三件物品组合于
一画之内，有“事事平安喜庆”吉祥之意。

在一些岁朝图中，除了春节期间常
用来清供闻香的木瓜、佛手之外，还聚集
了四时瓜果，譬如荔枝、石榴等旧时不应
在过年时出现的水果。在岁朝图中，画
家们充分发挥想象力，让许多水果穿越
了时空，与人们共度佳节，寄予了人们对
新的一年的美好期盼。错落有致的花卉
和各色水果自成一派景致。

春节期间，墙上挂着一幅岁朝图，桌
上摆着数盘新鲜水果，画里画外虚实相
生、动静结合，这便是独属于中国春节的
风雅。

今天，随着科技进步，在春节期间想
要集齐古代岁朝图中的水果已非难事，越
来越多的新奇水果争先恐后地走上人们
的春节餐桌。红红火火的红龙果、又甜又
脆的青枣、香甜浓郁的芒果……可以说，
在春节期间，每一种水果都充满了独特的

“年味”，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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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嘉果：年橘和柚子

若要评出最有“年味”的水果，柑橘应该会获得
很高的投票。屈原有诗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柑橘家族大多是南方的水
果，春节期间正当季，这些水果有鲜艳的颜色、酸酸
甜甜的味道、圆滚滚的外形，似乎就是为过年而生
的。

柑橘家族品类繁多，包括柑、橘、柚、橙等。这
些“年味水果”从名字中就透出喜庆意味：柑谐音

“甘”，橘谐音“吉”，“柚”谐音佑，橙谐音“成”。春节
期间，家家户户的茶几上，最显眼的便是堆积如山
的柑橘。

根据岭南风俗，春节年货中一定要有“年橘”
（又称年桔），寓意“新年大吉”。很多人家都会采购
成盆的橘树摆在家门口，或在门前挂上几束扎好的
橘枝。年橘外表靓丽，味道却又苦又酸，不堪入
口。有人曾用粗盐腌制数月，据说有缓解咽喉痛的
作用。

在柑橘家族中，柚子是个异数。由于体形硕大，柚
子的出现不是一堆堆，而是一对对。海南部分地区百
姓“做年”时都会摆上一对柚子。

早在先秦时，人们对柚子就喜爱有加，《尚书·禹
贡》中就有记载称柚子是当时的扬州贡品，《吕氏春
秋》曾专门提及“云梦之柚”。

古往今来，为柚子赋诗的文人墨客也大有人
在。李白在《秋登宣城谢朓北楼》中说“人烟寒橘
柚，秋色老梧桐”。杜甫有感“青惜峰峦过，黄知橘
柚来”，感叹“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一种水果
引得李杜两大文豪纷纷挥毫，柚子若是有知，恐怕
也会深感荣幸。

能代表北方年味的水果，不是黄澄
澄的柑橘家族，而是红彤彤的蔷薇家族
（蔷薇科水果），其中又以山楂和苹果为
代表。

虽然两千年前的《尔雅》中便有关于
山楂的记载，但是山楂并不像橘柚那样
有许多人为之吟诗题词，而是更多出现
在医书中。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

“山楂，味似楂子，故亦名楂”。所谓“楂
子”，便是《诗经》中所说的“木桃”。或许
是山楂多生于山中，故而总是难登大雅，
但在北方民间，山楂在春节可是当之无
愧的主角。在北方，没有山楂的年是不
完整的。春节前后，无论是在大集、庙会
上，还是在繁华的商业区中，一串串喜人
的冰糖葫芦总能吸引人们的目光。

山东是山楂的主产地，那里的山楂
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好。在青岛，海云
庵每年举办的庙会因庙会上的“糖球”
（冰糖葫芦）太出名，又被人称为“糖球
会”。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也是山楂的盛
产地，许多山楂品种都冠以当地的地名，
例如挂甲峪、聂家峪系列、雾灵红等。北

京人过年也离不开山楂，除了要吃冰糖
葫芦之外，还要吃“榅桲”。但是，此“榅
桲”和物种意义上的“榅桲”不是一回事，
乃是用山楂做成的一种吃食。为什么会
有此“张冠李戴”？有人说是满语的音
译，有人却说不是，无论是与不是，都挡
不住北京人对它的喜爱。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写一位亲
戚，儿子孝敬了他一个梨。他吃了半个
后，拿起小碗顶风冒雪走出家门，一个多
小时后才回来，小碗里放着榅桲，原来他
要做榅桲拌梨丝。爱一种吃食能到这种
程度，也称得上是“铁粉”了。

至于寓意“平安”的苹果，在过年期
间也是不可或缺的。苹果在今天不过是
寻常之物，可是在近百年前，苹果可不是
谁家都能买得起的，就连家境殷实的梁
实秋也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梁
实秋曾回忆童年时苹果要预订，五只装
在一个高脚锡盘中，四盘供佛龛、四盘供
祖先，从年关将至供到正月十五撤下来，
他才能分到一两个苹果，而这时的苹果
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岁朝图：水果也风雅

北地风物：山楂与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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