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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转鸿钧佳气同，肩摩毂击乐融融。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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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转鸿钧佳气同，

肩摩毂击乐融融。

不须迎向东郊去，

春在千门万户中。”

春节，无疑是最具中国元素的一个节日，是全民的狂

欢节、美食节、团圆节。无论时势如何变迁，那一抹“中国

红”永远是国人心头的向往，心尖的温暖，心中的激情。一

百个中国人就会有一百个春节的模样，而我心中的春节，

它在哪里呢？

它在“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喜色中。每年除夕的重头

戏就是贴春联。早年大部分庭院都有砖砌的门柱子，先把

去年的旧对子撕下来，扫去砖缝里的灰尘，抹上一层白面

熬制的“浆糊”，再把新对子贴上去，谓之“辞旧迎新”。有

木栅栏的，干脆就贴在两边立起的木柱子上。除了对联，

还要在正对大门的窗户上贴上“抬头见喜”，在猪羊圈旁贴

上“六畜兴旺”，在堆放玉米的架子上贴上“五谷丰登”，在

装米面的圆肚黑缸上倒贴一个“福”字……很快小小院落，

大街小巷便被红纸黑字乃至其它五色彩纸，内容寓意吉祥

的春联所覆盖，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景象。父亲是村里

少有的文化人，一过腊八就开始忙乎着为左邻右舍写对

子，我在一旁帮忙裁纸张、递墨汁，把着报纸逐字逐字念出

声来，防止遗漏或写错一个字。每写完一副对子，还要负

责把笔墨未干的对子放一旁晾干，再分发给有关人，感觉

自己也很神气！等忙完这些，帮大人贴完自家的对子，往

往就到除夕的下午了。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那就是抄对

联。约上三两伙伴，每人拿一个小本本，开始逐户逐院抄

写那些内容较好的对联。那时天气很冷，手指不一会就会

被冻得僵硬，但我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到天黑，完成老师布

置下的三十副对联的任务。那些美好的句子，日后被我运

用到作文当中，很受老师夸赞。

它在“人家童稚喧”的喜庆中。过年当然最高兴的是

孩子们了，穿新衣，戴新帽，放鞭炮，吃果糖，处处嬉戏玩

闹，处处欢声笑语。遇到“雪打灯笼”的天气，才不管新衣

不新衣的，照样堆雪人打雪仗在雪地上打滚。那时，似乎

没有那么多作业负担，父母也不是虎视眈眈忧虑重重，一

任每一个孩子尽情吃喝尽情玩乐！回想起来，没有苦逼心

事没有老成持重的童年，才算得上是阳光童年快乐童年

啊！老家距县城不远，早年集体经济尚可，对教育相当重

视，校风校貌村风村貌在周围十里八乡首屈一指。每年春

节前，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义务劳动，把全村大小街道清理

打扫一遍。我是班里第一个获得中队长称号的，臂膀上挂

着“两个杠”的臂章，自然是要带头参加各类活动了。除此

之外，我还积极组织学雷锋小组帮烈军属，孤寡老人担水，

劈柴。清楚记得一位姓霍的五保户，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

战争。我们帮他把院里院外打扫干净后，就围坐在他身

边，听他讲述那些气壮山河的战斗故事，在幼小的心田种

下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种子。流年似水，受用匪浅。学

校在教学之余，还组建了文艺宣传队，在初一当天为村民

进行助兴演出。常演的节目有踩高跷，秧歌，腰鼓，锣鼓

等。记得有一年我报名参加了“大头娃娃”的表演，头戴着

大大的一个头盔，尽管有些憋气，但还是竭尽全力竭尽所

能，为村民带来些许开怀的欢笑。

它在“百花开遍园林”的喜气中。过年其实是过得一种

氛围一种心情一种文化。当人们感叹年味越来越淡的时

候，诸多与时俱进的新民俗却迈着铿锵步伐，愈发充盈着丰

沛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相隔万里么？就来个短视频隔空拜

年，同样是情深意长；有疫情影响？就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能与亲人团聚？就来个在线酒店聚

餐，同样是其乐融融；孤单寂寞么？那就收听收看春节联欢

晚会，同样是红火热闹……南方人可以走出户外，领略祖国

山河壮丽；北方人也可以足不出户，把遍地春色纳于屋宇。

近些年来，我除了进超市购些必备的年货外，更多的是走进

花市，采购，欣赏那些平日不多见的鲜枝嫩叶，为隆冬的北

方单调的生活增添五彩斑斓喜气洋洋的春色。花市并不

大，位于本县与邻县的交界处，自开张以来生意日益兴隆。

进入里面热气腾腾，颇有南方的触感。举目四望，花团锦簇

满目生辉。有绽放的杜鹃，仙客来，蝴蝶兰等各种知名不知

名的鲜花，有翠绿的发财树，平安树，金钱树等各式知名不

知名的绿植，等等。同行的女儿沉浸其中，不停的拍照留

念。在片片花海中，我选中了红的蟹爪莲，粉的山茶花，青

的转运竹，独秀的君子兰以及幽香的碧玉兰五盆花卉，分别

放置于阳台，电视柜前，顷刻间家里显得春意盎然，活泼生

动。女儿则选了两株“金枝玉叶”，摆放在书桌的一角，煞是

好看。原来，春节是很有味道，更有色彩的！

古诗云 ：

“一年滴尽莲花漏，

碧井酴酥沈冻酒。

晓寒料峭尚欺人，

春态苗条先到柳。”

春节就这样一年年走进寻常百姓生活，一次次带给我

们诗意的远方、不泯的创造、永恒的追求！

清 晨 的 阳 光 透 射 进 卧 室 ，格 外 的 光

亮。起身倒了一杯温开水，边喝水边踱步

到阳台窗前，原来昨夜下了一场雪，看着窗

外的路人和车辆缓慢行进，也许只有下了

雪，这个世界才看起来那么纯净，人们的生

活节奏才能慢下来。

“小爱同学，放首音乐听听！”听到前奏

响起，便知道是王菲的一曲《如愿》。“……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

孩 子 们 啊 ，安 睡 梦 乡 ，像 你 深 爱 的 那 样

……”只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便入

耳入心，烟火寻常最是人间难得。

提及烟火，就想起了过年。这不，岁月

荏苒，一转眼就又要过年了。此时执笔，光

阴留墨，倒数流年，在光阴中寻觅着年味。

记得有一年的春节，在家待着甚是无

聊，于是大年初四买了机票和妹妹直飞重

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给了我们特殊

的体会。山城是个很有魅力的城市，我们

打卡了各大景点，也是奇怪那年重庆旅游

的数据显示，游客比以往年都多，然而遗憾

的是这样的城市却没有让我们感受到半点

年 味 ，果 然 霓 虹 灯 下 的 城 市 是 没 有 年 味

的。而我本来期待的年味是什么呢？

或许我的年味还停留在小时候，那会

大年初一凌晨四点起来穿好新衣服，出门

前嘴里必须要含一颗糖果，等着爸爸放一

个双响炮，然后开了大门，与几个好朋友

相约，一伙人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去拜

年，道一声“过年好”，就会收获各种各

样的糖果，然后大家互相炫耀，互相交换

自己的”战利品“。回忆起来大概在 2009

年后，随着我们的长大，就不挨家挨户

去”拜年“了，但会迎接新一批的小朋友

们来要糖果，自己总是很慷慨的给他们糖

果，之后大年初一敲门要糖果的小孩就越

来越少了，慢慢的就再没听到敲门的声

音，家乡的这个风俗就消失了。有一些关

于年的风俗就停留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记

忆里，消失的风俗要谁来承担责任呢，世

事变迁，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那么多，保

留在记忆里，便成为了永恒。

而今的年味，其实简单到只是与最爱

的家人在一起共享一顿年夜饭就足够了。

如果能够共迎大年初一那一抹晨光熹微，

心之所向，这一年能够平安顺遂就极好了。

今夕何夕，但愿烟火年年，葳蕤繁祉，

家家户户都能拥有“灶前粥可温”的喜乐。

好像是一次会面

好像是冲着怀念

我们面对面席地而坐

我们面对面彼此寒暄

你斟满了酒盅

我铺好了饭单

你说喝酒一定要斟满

我说边喝边等菜上全

你告我好酒不会上脸

我回答举杯务必喝干

你劝说饮酒要细品慢咽

我叫喊谁漏酒谁是小三

你说汾酒口感纯绵

我说它是茅台的祖先

你说咱俩敲敲竹杠

我说敲竹杠不如划拳

你说杯中盛着故乡

我说杯中盛着月亮

你说为故乡的明天干杯

我说把故乡的月色舔干

真的是一次会面

真的是冲着怀念

不觉中一瓶又喝完

不觉中嗓子已冒烟

对饮诗话

一旦倾入

杯中除却漩涡

还涌动暗流

酒盏轻晃

穿过透明及清香

举者皆是朋友

你揣十分姿色

我执一壶浊酒

饮尽愁愁愁

敞开或遮掩

酒过三巡

醉字早被淋透

一杯浊酒

一杯小小的浊酒

有时让我看得很深

唐朝的风 宋代的雨

常常会打湿我的感情

一杯小小的浊酒

有时又让我看得很浅

世俗的浮尘都是杯中倒影

残酷而逼迫你激浊扬清

一杯小小的浊酒

是我厮守一生的情人

在一次次酣畅淋漓之后

让自己融入自己的意境

在中国传统的面食中，各地都

有自己独特的品牌。

比如，云南的过桥米线、陕西

的臊子面、新疆的馕、山西的刀削

面，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

格。而在这些美食中，只有饺子是

大江南北，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面

食。我看，这与饺子的寓意有关。

饺子，除了好吃好消化外，还有美

满、包容、团圆的寓意。

逢年过节或有亲朋好友来了，

我们会说：今天，咱们包饺子吃。

看来，这“包饺子吃”，比起吃揪片、

擀面条更庄重、更仪式。要过春节

了，一家老少拢在一起，长辈们坐

在那里喝茶、抽烟，儿女们揉面的

揉面，擀片的擀片，包饺子的包饺

子。一边唠着家常，一边做着美

食。只有在这个时候，一家人才更

像一家人，才更有年的味道。吃年

夜团圆饺子，也才配得上“团聚、包

容”的美称。就是在这样一个传统

佳节里，饺子里包进去的是美满、

幸福、欢乐。

在北方，春节的饺子，一般是

羊肉胡萝卜馅。年三十的主要活

计就是贴对联、剁饺子馅。从地窖

里把贮藏的黄胡萝卜取出来，先大

体上洗一遍，因为这些冬天存贮在

地窖中的胡萝卜，从地里起出来

时，带有泥土，而起出来后又不能

长时间晾晒，那样会丢失水分，会

发蔫。没有水分的胡萝卜，剁出的

馅就干涩，没味道。把泥土洗掉

后，就一个一个削皮，鲜嫩的黄胡

萝卜皮很薄，要轻轻地削，下手重

了，容易损伤大，可惜了。有仔细

的人家，不用削皮刀削，而用一根

竹筷子贴着皮削，也能削干净。这

样削皮的人家，也被人们称为：过

日子仔细的人家，或会过日子的人

家。这是一种美德和家教。是很

受邻里街坊尊重。

削过皮的黄胡萝卜，再用清水

洗一遍，把胡萝卜的头尾用菜刀轻

轻切掉，就可以了。然后，把砧板

铺在灶台上，把一个个洗净的胡萝

卜，用一个铁皮制好的擦子，擦成

扁条状。在制馅的过程中，这个铁

擦子很关键。这种擦子超市商场

没有卖的，一般是早市或集市上才

有售。这种擦子，是纯手工制作

的。先把一块白铁皮，均匀地用铁

钻，钻出几排扁平状的孔眼，然后，

把四面没有孔眼的地方在一个铁

铮上敲平，让有孔眼的部分隆起。

接下来，就是用枣木做个架子，把

那个做好的铁皮擦子固定上来。

那个木架子一定要用硬木做结实，

不能凑合。不然，要不就是擦胡萝

卜时使不上劲，要不就是很快就用

的散了架。也有细心人，做架子

时，还要开个木槽，把那个铁皮擦

子嵌进去，这样，用起来不容易伤

手，也好刷洗。擦子的孔眼一定要

扁平的，如果是圆的或孔眼太大，

擦出来的胡萝卜就不好剁，甚至剁

不烂，拌出的馅也就不细腻。擦好

黄胡萝卜后，就开始剁，边剁边把

葱姜酱油和盐、五香粉加进去。然

后，再把提前剁好的羊肉馅加进

去。这时，盐、羊肉馅和胡萝卜就

完全融合了，胡萝卜自身的水分更

加浓郁。在这样的状态下，馅子越

剁越有筋道，直到各种馅料都完全

不分彼此，全部粘合在一起就差不

多了。最后，如果有栽好的蒜苗，

可以顶刀切一些拌进去搅匀，再滴

点香油，味道更佳。现在，也有人

用绞肉机绞馅的。我试过一次，速

度快，能绞碎，但绞出来的胡萝卜

沫，没有韧劲，四分五裂，嚼起来也

不爽口，很难吃。还要提醒一点，

拌好的羊肉胡萝卜馅，倒进一个盆

子里，不能就那么散放着，一定要

用一个小铲子，把它们拢在一起，

把顶部抿光成一个小山丘状，这

样，可以保持馅子的水分和鲜味，

看起来也是晶莹剔透。

说到老百姓家里包饺子，不可

能像“喜家德”饺子馆那么正式、规

范，也不会擀出草帽型的饺子皮。

民间包饺子的手艺，都是一代一代

人口手相传。现在的年轻人，大多

都喜欢吃饺子，但大多都不会拌

馅、包饺子。嘴馋了就下馆子或从

超市里买速冻饺子。包饺子的工

具，有的人用筷子挑，有的人用不

锈钢匙子。在北方农村和县城，用

得最多的是用牛骨头做好的那种

牛骨包匙，一个宽 3公分，长 3寸左

右的牛骨条，两头打磨的都非常光

滑。这种扁扁的牛骨包匙，越用越

光洁，有些人家要传几代使用。我

是非常喜欢用这种牛骨包匙包饺

子的，因为它的宽度很适合，用它

抄起的馅子，放在饺子皮里，然后，

用牛骨匙一按，馅子刚好不多不

少。也有用铁片剪好的这种包匙，

也能包但手感不好，仿佛找不到一

种包饺子内心的温暖。

饺 子 的 样 子 ， 全 国 大 同 小

异。一般是那种扁长型的，把馅

子往剂子上一抄，用包匙一按，

然后，对折起剂子，用大拇指和

食指沿着折起的剂子捏紧，并把

两端一收口，就可以了。过春节

的时候，很多人家还会捏一些元

宝、麦穗型的饺子，寓意来年发

财 、 丰 收 。 元 宝 型 的 比 较 好 操

作 ， 麦 穗 型 的 饺 子 ， 要 双 手 配

合，沿着剂子的边沿对捏，一般

年轻人不会捏，只有家中的一些

老人们捏的好看，这种饺子摆在

那里，一派丰收景象。如果是胡

萝卜羊肉馅的，饺子的样子中，

我 们 老 家 还 有 一 种 叫 “ 握 握 饺

子”的，相对于扁长型的，这种

“握握饺子”不太好捏。这种饺子

的特点是馅大，不容易烂。捏出

来的样子，一个个都像个大肚弥

勒佛，或小猪仔。挺逗人的。我

比较喜欢捏喜欢吃这种饺子。也

是先把馅子抄到剂子上一按，先

捏成扁长状的样子，再把饺子的

肚子掴在两个手掌之中，然后，

用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卡紧

已捏成扁长状的饺子的边沿，顺

势再往下捏一下，这样，就把饺

子挤出了一个“肚子”，就捏成

“握握饺子”了。这种饺子的边沿

经过两次卡捏，很结实，不容易

煮烂。又因馅大，吃起来很过瘾。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也有一次

与饺子有关的故事。有一年，我们

在一个边远乡镇搞“村村通”广播

电视工程。这项工程已进行了半

个多月，就要准备开通信号了，为

了庆祝工程的顺利进展，我便率领

局班子成员集体赴施工现场慰问

工程技术人员。那一天上午，我们

在城里准备好了白菜猪肉馅子，和

好了白面，又买了些肉菜，就来到

了那个乡镇。在临时借用的一家

农户里，我们班子成员齐上手，有

的擀饺子皮，有的包饺子。中午时

分，我亲自为大家掌勺炒菜。在一

片欢笑声中，工程技术人员们边吃

饺子，边庆祝电视信号的开通。现

在想起来，那顿饺子吃的真香。

好 看 不 过 嫂 子 ，好 吃 不 过 饺

子。细细品来，真是有滋有味。

进入腊月，心多少是

有点慌乱的，想到年初

制定的许多计划，如今

依 然 静 静 地 躺 在 脑 子

里，心就愈发的慌乱起

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

呢？年的脚步分明是急

奔而来。

扳着指头一数，还在

腊月初几上，又暗自庆幸

一番，寻思着，如果统筹

规划一下，或许可以将一

年来未干的事在这个腊

月统统干完，毕竟离除夕

还有一个月，这样一想，

似乎所有的事堆在腊月

里干也是蛮合情理的，于

是赶紧搜寻，分门别类将

计划内的事盘点一番，按

轻 重 缓 急 进 行 了 排 列 。

突然发现，有些事，即便

发过誓，但想在这一个月

里干完，也无异于痴人说

梦。踌躇半晌，只好留待

明年了。如此一想，顿时

觉得又轻松起来，仅剩盼

年了！

日 子 飞 快 ， 再 扳 指

一 数 ， 已 到 腊 月 十 几 ，

平日虽然有很多理由疏

于家务，可是再怎么说

年是马上到了；又再怎

么说也还是个女人，家

里该丢弃一些什么？又

该添置一些什么？脑子

里总是应该盘算的。还

有柜里箱里、犄角旮旯

总得全面归整清理一番

吧 。 想 着 想 着 头 又 大

了 ， 好 在 这 事 倒 是 不

难，以除夕为限，大事

记着、小事干着、家务

事忙着，这么一想一盼，

觉着腊月里的日子过得

要多充实有多充实。

隔 几 日 又 扳 指 头 一

数 ，已 到 了 腊 月 二 十 几

了，无论商店或超市年货

齐备，沿街的门市外边，

已挂起了各式灯笼，地上

也 铺 满 了 各 式 对 联 ，年

画 ，剪 纸 。 夜 幕 降 临 时

分 ，彩 灯 比 平 日 亮 了 几

倍。卖干果，糖果的门店

前人们摩肩接踵，年味儿

是愈发的浓烈了，为了烘

托一下年味，我脑子里开

始盘算着一日三餐该如

何应对，反正不想像平时

那么凑合着吃，至少煎、

炸、蒸、煮之食品已陆续

上桌，你说这几日不吃，

堆在大年初一它也吃不

完。不管怎么说，反正感

觉离年最近的这几日干

啥 都 很 有 心 劲 ，也 不 嫌

烦，也不觉累，每日白天

忙着，晚上盼着。

忙里偷闲，望着街上

来来往往的行人，不由也

会浮想联翩，他们或行色

匆匆、或神色凝重、或悠

闲自在、或喜上眉梢，但

一切的不如意谁不盼着

在腊月里都能迎刃而解，

然后带着一颗轻松、喜悦

的心情来过个好年！而

至于那些悠闲自在，喜上

眉梢的人更是早盼着穿

上新衣过年了吧！

整 个 腊 月 就 在 这 美

好的期许与盼望中一天

天过去了，盼来了年，也

盼来了满心的希望。

好
吃
不
过
饺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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