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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预告

■陈海生

春节，是中国炎黄子孙特
有的节日，也是一个最充满温
馨的节日。每当春节来临，春
运加速了人们回家过年的脚
步，人们不管在天南海北，只
要有可能都要提前回家过年，
以示团团圆圆，而且还要感怀
先贤，祭祀祖先。在亲朋好友
之间相互祝福，走亲访友，联
络感情。这就是流淌在中华
儿女骨子里的乡愁，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种标识和印记。

小时候的年，常常是在听
奶奶讲年兽的故事中拉开序
幕的。在很久以前，每到岁
末，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就从
海里爬起来，它看到人或动物
就要吃掉，总之见什么吃什
么，害得人这天晚上不敢睡
觉。一次，这年兽碰到一群小
孩在放爆竹，发出“噼噼啪啪”
的响声，就逃之夭夭了；有一
家在娶媳妇，新娘子穿着红色
的衣服，年兽也不敢近前。人
们就领悟到原来年兽再怎么
历害，却怕爆竹的响声和红色

的东西。于是，人们在岁末的
时候，用放爆竹和穿红衣服驱
赶年兽，就称为“过年”。

我们泖水地区（新埭镇）
过 年 时 ，家 家 要 做 圆 团 尺
糕。圆团做好后放置在蒸笼
里，一圈又一圈，到最中间做
一 个 大 圆 团 ，叫“ 当 家 圆
团”。在“当家圆团”旁边，做
一圈小圆子围着，寓意子孙
满堂。大年三十的圆团馅必
须是豆沙的，以表示生活甜
甜蜜蜜。尺糕用模具做，每
一块都方方正正，以示做人
做事必须立得稳、站得正。
吃年糕，也有生活一年更比
一年高的意思。做好在灶头
上烧熟后，在每个圆团和每
块尺糕中心，用筷子点上红
色 的 胭 脂 ，增 加 喜 庆 的 色
彩。过年的菜也有讲究，一
般用蹄髈称为“状”，即为小
孩 读 书 考 状 元 ，取 得 好 成
绩。笋干烧肉，笋干谐音升
官；粉丝一般不弄短，以示幸
福长长久久，老人寿命长；

鱼，以示年年有余……总而言
之，要有好的口彩。

大江南北的年味大致相
同，或店铺商家或街巷小区都
会张灯结彩，挂起火红的灯笼
和中国结。吃过年夜饭，就燃
放烟花爆竹，家家户户都在大
门上贴上一对红色的对联，以
示喜庆。就如宋朝王安石的
《元日》诗里，写到的：爆竹声
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许是听了年兽的故事，
抑或是讨个好彩头，春节时，
人们总欢喜穿红色衣服，或在
脖子上围上一条红色围巾，示
意着这一年红红火火。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互联网的发达，有些习俗
或已不适用，现在过年有的到
酒店吃年夜饭，相互拜年祝
福，通过手机发送，可不管方
式如何演变，时间如何变迁，
对年味的感觉如何不同，有些
深入人心、刻入骨髓的内涵，
永远不会变。

烟火年年
■褚亚芳

又 是
一 年 腊 月
起，岁月匆
匆，如白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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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家 河 南
跨 越 千 里
来 到 江 南

己近二十个年头，昨夜的一
个归乡之梦，儿时生活里那
老家的一个个过年的记忆
又清晰了起来。

低矮的土房，泥泞的小
路。有多少儿时的回忆！
有多少父母的疼爱与温
暖！想想那时的过年我都
会感到无比兴奋和喜悦。

大年三十这一天，是母

亲最忙碌的一天，老家的饮
食颇多讲究，除了要吃饺子，
还要蒸制各种花式馒头。

这天母亲一大早就忙
忙碌碌地蒸制了很多糖包
馍、枣花馍，并捏出鸡、鸭、
牛、羊、粮、棉等形状的“面
灯”或“灯馍”。肚子吃饱饱
后入夜，将准备好的“面灯”
或“灯馍”添上棉（香）油，并
置芯点燃，放置在家里的水
缸、粮囤、墙头、树下、猪圈、
牛槽、鸡窝边等等，同时点
燃大门下所挂的一对灯
笼。此时满院生辉、灯花起
舞、油香扑鼻，以讨家里到
处油（有）、新年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的好彩头。

所有的活动结束后，最
温馨的是一家老小围坐一
起，烤着用棉花柴（寓意发

财）燃起的大火，吃糖果、嗑
瓜子、唠唠亲朋、拉拉家常，
听父母亲讲流传于民间的
各种神话故事。最妙的是
过年能下大雪，雪落无声无
息，一夜之间山川大地河流
全部披上白茫茫的雪衣。
全家人彻夜不眠，谓之“守
岁”“熬年”。守岁到五更
时，在供桌之上摆好祭品，
点燃香烛，一家人依长幼辈
份，依次向祖宗跪拜致祭，
恭祝“年福”。

虽然小时候很穷，但年
味十足，那时有父母的关
爱，很开心，有母亲做的可
口的饭菜，很香甜。可如今
物质丰富了却又总觉得失
去了那个时候的快乐，岁月
无声无息的就这样流走，让
我来不及去品尝！

最近“尔滨”火了，身
为黑龙江人，我打心底里
高兴，趁此也特别想写写
自己的家乡。我的老家在
呼玛县，是黑龙江省北部
的边陲小镇，地处大兴安
岭东麓、黑龙江之滨，与俄
罗斯阿穆尔州隔江相望，
离省会哈尔滨有八百公
里。大学毕业后，我离开
了老家，来到三千公里外
的浙江平湖打拼，至今也
二十年了。

许是年岁渐长，越来
越喜欢回忆儿时过往，在
2024 年龙年春节来临之
际，我想在此品品呼玛老
家的浓浓年味，忆忆八十
年代的春节习俗。

八十年代的中国东北
农村，最热闹的莫过于过
年了。儿时的我们，从放
寒假那一天起就开始盼着
过年，因为过年有新衣服
穿，有好吃的吃，可以放鞭
炮、看春晚，可以一起参加
村里的杀年猪活动，还可
以扭一段热闹的东北大秧
歌，更有亲朋送的新年礼

物、父母给的压岁钱……
儿时的欢乐，似乎比长大
后来得更容易一些。

在我们东北农村过春
节，且不说吃韭菜馅或芹
菜馅意味全家人发九样
财、一年勤快的饺子，也不
说冻梨火炕，毛嗑一堆，围
坐一起看春晚，守夜，吃团
圆饭，单说说我们东北农
村的杀猪菜吧！

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
全村老少一起杀年猪。我
们一般在腊八过后，家家开
始筹备过年，粉刷房子，打
扫仓房，准备年货，然后就
是杀年猪。那时候的猪，几
乎是农村家里必不可少的
一员，到年底养肥了，就杀
它过年了。烀肉、灌血肠、
吃杀猪菜等等活动，体会着
浓浓的东北年味。

至今我还记得酸菜炖
白肉血肠、猪肉炖粉条、蒜
泥白肉……那十足的鲜香
味，现在想来都垂涎欲
滴。其中的蒜泥白肉，大
块的猪肉烀熟后切成大
片，蘸着蒜酱吃，最是原汁

原味的鲜香。可是，今天
饭馆里怎么也吃不出当年
的味道，不知是自己嘴变
叼了，还是猪肉已不是那
个猪肉。

进入腊月，除了杀年
猪，家家还要蒸馒头、花卷、
包粘豆包，还有顶顶重要的

“走油”。走油一般安排在
三十那天，用一大锅榨出来
的黑土地黄豆油去炸麻花、
油条、萝卜馅丸子，还有面
鱼……尤其是面鱼，鱼是
冬捕上来的特别新鲜的鱼，
要用冰镩把厚厚的黑龙江
河水的冰层凿开，然后下
网，去捕捞冰层下的鲜鱼，
当地人将这一活动称为“冬
捕”。我还跟着父亲进行过
冬捕呢！冰面上非常寒冷，
但是“哆哆哆”地不断地凿
冰，又让你全身是汗，那冰
层太硬，太厚了。

东北有句老话：捕鱼
先把冰来镩，采来冰块制冰
灯。这种遥远的春节活动，
只有在我的梦中进行了。
我在浙江平湖遥想我的老
家，遥想我的儿时过往。

呼玛老家的浓浓年味
■束菊艳

岁月流转，离开故乡已经
快三年了。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贵
州人，从出生到念完大学，23
年里我几乎从未离开过贵州
这片土地。大学毕业后，我在
广东与浙江之间辗转，最后和
先生在浙北落脚。时间久了
才渐渐感觉到，越是身居他
乡，就越是思念故乡，思念那
一抹年味柔情。

在贵州，过了腊八，外出
务工的人就会纷纷往家里赶，
年味在那个时候就渐渐浓了。

到了腊月，村子里每家每
户着手准备的第一件事就是
杀年猪。在杀年猪前一天的
晚上，父亲会亲自到村里其他
人家，邀请他们第二天来家里
帮忙。杀年猪这天，家里是最
为忙碌的，毕竟这是一年中的
大事。清晨，一家人就早早的
起来忙活，前一天被邀请的人
也会赶个大早来家里一起帮
忙。在那几天里，每天都有吃
不完的年猪饭，大人们围坐在
一起，讨论年货的准备情况，
小孩儿们则围在火炉旁烤
肉。一大家人，其乐融融，好
不热闹，也许，年猪饭，吃的其
实是一种氛围，一种浓浓的乡
土柔情。

熏腊肉是一个小孩喜、大
人惧的事。烟火起，年味近。
年猪杀完后，父亲会把猪肉切

成块状，放到水缸里加盐一起
腌制，三五天后，熏腊肉的工
作就开始了。为了让熏出来
的腊肉更有味儿，父亲会特意
去搜集一些有香味的木材和
玉米棒子一起熏腊肉。熏腊
肉可有讲究了，不能用大火，
只能小火加烟雾熏，正因如
此，眼睛总是会被烟雾熏得泪
流满面，所以父亲和母亲每每
都会互相推托。而这时的我
们，最开心的就是又可以趁着
熏腊肉的柴火，体验一次柴火
烤肉。

腊月里还有一件大事——
打糯米粉。这是为新的一年
包饺子做的准备。母亲会在
杀完年猪后不久到集市上买
一袋糯米，然后泡发，晾干水
分，和村里的婶娘们一起拿
到集中的地方去打磨成粉，
回到家中，糯米粉还要经过
几天的晾晒，只有水分完全
蒸发干后才能装袋储存起
来。等到大年初一那天早
上，奶奶会到水井里打“新年
水”来包饺子，大年初一包饺
子吃，是不成文的规定，就连
平时从不喜糯食的我，也必
须要吃一两个才行。

临近过年，除了腊月二十
四的“扫房日”，到了腊月二
十八，家里还会发动起来再
进行一次大扫除，屋里屋外
都会清洗一遍，扫去旧一年

的灰尘以迎接新的一年。除
了大扫除，讲究的人家还会
写春联或者买春联，等待过
年那天贴到门上，增添一份
喜悦在新年的岁月中流转。
除此之外，还要到街上的集
市准备年夜饭和正月开头那
几天的食材，因为正月开头
几天是不上集市的。那一天
的集市，是最为拥挤的最为
热闹的，街头巷尾，拥有独属
于他们的年味浪漫。

年夜饭，是一年的终点。
在除夕这一天，从早上开始，
一家人就在为年夜饭而忙碌：
杀鸡宰鸭，炖腊猪头肉，煮豆
花……年夜饭丰盛了，年也红
火起来了。

大年初一，打糍粑。初一
早上，家里会蒸一甑子糯米，
吃完饺子，糯米蒸熟，刚好可
以打糍粑。这时候是父亲的
主场，手持木槌，一次次打向
石臼里。不一会儿，糍粑就打
好了，趁热把一部分糍粑捏成
圆饼状，冷却了之后就可以存
放起来。剩下的每个人都会
分到一块，蘸蜂蜜、白糖吃，甜
甜糯糯的，这一年的开头也变
得甜蜜起来。

在这经久不息的岁月里，
故乡的年味不在少数，但却都
需要用心去回忆，静下心来，
特殊的年味便在心里漾开了
花。

忆一抹年味柔情
■王義月

放鞭炮，穿新衣，吃好
饭，给长辈拜年，收红包，
走亲戚等，基本上都是各
地都有的过年风俗，但在
我的老家山东半岛沿海地
区的年俗，还有一种别样
的风俗，那就是过年的主
食必是饺子。

山东半岛居民因以小
麦为主粮，故在面食上下了
很多工夫，而饺子是他们的
最爱。在沿海地区，只要过
节，它的象征就是“吃饺
子”，即便是元宵节、八月
节、端午节这样有节日食物
象征的日子，饺子仍然要上
桌。家里来客人或有什么
喜事需要庆祝的，那也是饺
子登场亮相。而过年，更是
饺子的大舞台，回回都是桌
上的主角。除夕辞旧吃饺
子，初一迎新吃饺子，初三
送年吃饺子，初五破五（这
一天破除过年的所有禁忌）
吃饺子，初七管人（庆人新
的一年顺遂平安喜乐）吃饺
子……当地有两句俗语，叫

“好睡莫如躺着，好吃莫如
饺子”“迎客饺子送客面”，
从中也可看出山东人平时
对饺子的喜欢程度。

饺子各地都有，但老家
的饺子与众不同。首先，形
状酷似元宝，肚大馅多，这
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包法。
其次，饺子馅肉有猪、牛、
羊、鱼等，但多以猪肉为
主。猪肉做馅，肉是切块而
不剁成肉糜，这种切块的肉
菜馅，吃起来能充分品尝到
肉的鲜美，这是老家饺子的
独特魅力。菜也有多种，但
主要是大白菜。

最为隆重的包饺子是
除夕这天。看春晚，包饺
子，这是老家过年一项最
重要的仪式。

晚饭后，暮色渐浓，各
家各户就开始忙碌起来，
剁菜、切肉、和面、调馅。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就等春晚开始，然后面板
放倒，一家人齐上阵，负责
擀皮的和负责包的两拨人
有条不紊，各司其职。一
边干着活儿，一边看着春
晚，赏着节目，聊着八卦，
其乐融融，热闹非凡。小
孩子在一旁把包好的饺子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竹帘
上，一边嚷嚷着“快点儿，
没了”，一边眼睛瞄着哪个

饺子里包了硬币，试图在
吃饺子的时候能“认”出
来，好“吃到”福气和财气。

饺子包好后，并不马上
煮，而是在晚上的 11点半
左右才开始下，因为要在零
点时吃饺子，以庆新年的到
来。饺子出锅的时候，先打
一碗放在灶台边——供财
神，再打一碗放在一张小的
供桌上，和上面的馒头佳肴
一起，在新年的钟声敲响
时，被各家的男人们端到院
子里祭奠上苍。先燃起纸
钱，再放响鞭炮，在此起彼
伏地震天声响中，男人们双
膝跪地磕头，祈求上天赐予
一年的风调雨顺、六畜兴
旺、人口平安、财源广进。

拜祭之后，撤桌回屋，
摆酒上菜端饺子，一家人
才开始吃饺子贺新年。当
然，谁能吃到有限的几个
包着硬币的饺子来，就意
味着谁会在新的一年里挣
大钱、发大财，于是，为了
这份期待的运气和福气，
饭桌上争先恐后吃饺子的
热闹情景伴随着幸运者的
尖叫声将辞旧迎新的欢乐
气氛推向了高潮。

新春话饺子
■宋修丽

“过了腊八就是年”。春节，
既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也是
全年中最重要、最热闹的一个团
圆节日。记忆中，蒸包子、炸肉
圆、吃大糕应该是我们江苏阜宁
家家户户年前都会张罗的事情。

按照农村风俗，“杀年猪”的
场景我还记忆犹心。随着时代发
展，习俗变迁，“杀年猪”逐渐减
少，但蒸包子的习俗在家乡一直
延续。蒸包子，寓意着今后的事
业和生活蒸蒸日上。人们用蒸包
子这种方式，既是一种期盼，也希
望在新的一年里收获更多的吉
祥。

和面、涨面、擀皮、包馅、上
锅，蒸上二十分钟，每一道工序都
非常讲究。根据口味，除了猪肉
食材外，一般还会有萝卜、野菜
等。尤其是为了准备野菜，母亲
总会提前去田野里一棵一棵寻
找，然后再晒干、洗净，储备到过
年作为馅料。每当叠得四五层的
蒸笼出锅时，大人们会将热气腾
腾的包子倒在室外的席子冷却，
以便凉透后再装入袋内慢慢吃。

这时的我们总会趁热，津津有味
地吃起来。现如今，虽然随时随
地都可以买到包子，但是吃到嘴
里总是感觉少了一点家乡的味
道。

过年期间，家家户户饭桌上
必有一道菜——狮子头，家乡俗
称“肉圆”。年味，也从吃一口刚
出锅的炸肉圆开始。那段时间，
只要你走街串巷，处处都是炸肉
圆的味道，这已成为家家户户过
年的标配。当大人们围着灶台忙
个不停的时候，我们总会盯着锅
内的肉圆看个不停。全部做完
后，母亲总会留几个在锅内进一
步烧透烧熟后给我们尝尝鲜。咬
一口很脆，吃进嘴更香。如今，这
碗预示着团团圆圆的肉圆，更是
游子的一份牵挂。

说起阜宁大糕，又名玉带糕、
一品玉带糕，也算小有名气。据
说，清乾隆年间，乾隆南巡江南，
住宿淮安府，阜宁县令以糕点进
贡皇帝，乾隆吃后，赞不绝口，故
赐名“玉带糕”。这是属于老家传
统糕类佳品，糕片“白如雪，薄如

纸，软如绵，甜如蜜”，卷得起、放
得开，入口香甜、滋润细软、营养
丰富、老幼皆宜。逢年过节，阜宁
大糕也成为老百姓走亲访友的必
然选择之一。

阜宁大糕十分美味，主要以
优质糯米粉精制而成，配有纯净
白糖、高级蜜饯等。但随着人们
不同口味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口
味被进行改良，如草莓味、巧克力
味、香芋味等。我有时走进超市
看到此糕点，真是非常激动；而每
次春节回家，再次吃起那熟悉的
糕点，更是回味无穷。

春节记忆中还有串亲戚、逛
庙会、看春晚……一年又一年，变
化的是年龄，不变的是情怀。

家乡的年味
■曹海兵

最是年味愈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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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是 一
场团圆盛宴，是
心灵深处温暖
的回家路。

平 湖 的 圆
团、贵州的年猪
饭、江苏的阜宁
大糕、哈尔滨的
杀猪菜、东北的
饺子、河南的花
式 馒 头 …… 同
样的一个春节，
不同的是每个
人记忆中独属
于自己的年俗

“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