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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里的汾阳故纸里的汾阳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聊聊贺贺卡卡
□ 李勇斌

又是一年腊八节，儿时喝腊八粥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了
眼前。

那时的冬天可真冷，北风呼啸，寒风刺骨，大家穿着笨重
的棉衣棉裤，却还是乐此不疲地堆雪人，打雪仗，感受着冬日
的乐趣。

过了大雪这个节气，腊月已经近在咫尺了，每到这个时
候，我就眼巴巴地盼着过腊八节，喝腊八粥。母亲知道我是个
小馋猫，早早地就准备好熬粥的食材，红豆、绿豆、黑豆、芸豆、
白扁豆，再搭配一些糯米、粳米、花生、红枣之类。记得奶奶家
还种过一种豆子，褐色的，上面布满了金红色的小点点，我不
知道它们的名字，只是看着个头很大，就像奶奶家养的牛的眼
睛那么大，于是干脆就叫它们“牛眼睛”了。这个叫“牛眼睛”
的豆子很好吃，尤其做和子饭的时候放几颗进去，吃到嘴里软
绵绵的，感觉整个味蕾都被融化掉了，别样的舒心。

每次做腊八粥，母亲总是提前把豆子洗好，再放进凉水
中浸泡，粳米和糯米泡在另一个盆子里。母亲说豆子和米多
浸泡些日子，熬出来的粥更黏稠，味道更好。到了腊月初八
中午，母亲把泡好的米、豆子，再加些水放到铁锅里，生火慢
慢熬煮。不一会儿的功夫，水开始咕嘟起来，慢慢地，粥越来
越稠，米和豆子的香味就在屋子里蔓延开来，这味道只是闻
着就让人垂涎欲滴。

熬制好的八宝粥，黏稠温润，看着就欢喜。喝一口，温温的，
润润的，唇齿间还来不及回味，就已滑到了身体里。“腊八粥，腊
月八，喝了腊八粥，黏住小下巴。”对于儿时贪吃的我来说，才不
管是不是会发生冻掉下巴的事情，我关注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喝
上腊八粥。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作诗《食粥》：“世人个个学长年，不
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粥带给
世人的福泽是清香满口，余味不绝；是人如神仙，妙不可言；
是品味人生，是幸福的香气。

如今的腊八粥口味众多，包装精美，只是太有些华丽，少
了一些烟火气息。而我对粥最深情的回忆，始终是儿时那一
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它承载着我们年少时对腊八节的期盼
与向往与向往，，那是记忆中最温暖的回想那是记忆中最温暖的回想。。

人老了总会怀旧，每当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小时候过大年的往事便历历在
目。一进入腊月，特别是过了二十三，
家家户户都开始“忙年”，扫房子、蒸馒
头、购年货，一天浓似一天的年味，逐渐
在整个村子升腾飘荡。

小时候十分喜欢过年，因为过年可
以穿新衣，吃好的，还能挣到零零碎碎
的压岁钱。

除夕那天晚上，大人们忙着贴出春
联，摆好火炉后，就挂起了迎接喜庆的
红灯笼，我们兄妹几个则穿上第二天才
该穿的新衣服囫囵身躺下，由于熬年时
间过长，一觉醒来时，见窗户上已是一

闪一闪地焕着火焰的光芒，此时
方可知大人们已煽着院中昨晚
已摆好的火炉，于是我们急切地

起床，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鞭炮，跑到院
子里放，以图个乐儿。那时家中既没有
电视，也没有手机，只有放鞭炮听听响
儿，这算是当时最奢侈的一种享受了。

不多时，东方显出鱼肚白，天渐渐
地放亮了，这便意味着新的一年开始
了。家中母亲已煮好了饺子，我们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吃那顿纯白面的饺子，
这也是一年之中吃的最好的一顿饭。
说实话，在当时生活条件恶劣，经济匮
乏的年月，一年能吃到几顿纯白面的确
屈指可数，这也是我们喜欢过年的主要
原因——吃好的。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爆竹
一声除旧岁，春风送暖迎新年。”那时我
虽识字不多，但对春联很感兴趣，现在
想来，年的文化体现在“天增岁月人增

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对联上，也包
含在祭奠祖先的各种仪式中，也读懂了
挂在供桌后面的那副配联：“忠孝持家
远，读书处世长。”

儿 时 过 年 的 情 景 ，至 今 还 历 历 在
目。当年家中没有暖气，窗户玻璃都结
着冰，没有电灯，只点一盏煤油灯，一家
老小围坐在一起，除夕夜守岁，谈天说
地，倒也温馨快乐。今天的幸福自然是
当年难以想象到的，坐在温暖的室内欣
赏“春晚”，浏览微信，不光能和附近的
亲朋好友说话，还能和远在他乡的亲人
们视频。有人说现在的年味少了，以我
之见，那是因为儿时过年才能吃到的东
西，现在每天都在吃，儿时过年才穿的
新衣服，现在每天都在穿着，儿时曾经
祈望的幸福生活，如今都成为现实。

时间匆匆流逝，又是一年冬至。
小时候到“冬至”这天，奶奶就会

说冬耶，年耶，老驴老马闲耶”。奶奶
早早起来，刮洗上一盆胡萝卜，妈妈和
小姑剁馅，一家人坐在炕上，围在一起
包饺子。爸爸总说“冬至不端饺子碗，
冻掉耳朵没人管。”并教我包“老鼠”形
状的饺子，煮饺子的热气把窑洞里弥
漫成薄雾，吃着饺子和莜面琪琪、土豆
丝丝、绿豆芽混合的凉菜，一家人享受
着“新冬旧年”的冬至温馨。

奶奶说，“过一冬，长一针。”后来
才知道，“冬至”也叫“冬节”，是二十
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在古时
还曾以冬至作为岁首，阴至极，阳始
升，冬至是一年中阴阳转换的关键节
气，此时的物候也符合着古人对阴极
阳生的理解，是新的轮回开始。因
此，彼此贺冬，备受重视。此时是太
阳直射在南回归线上，是北半球获得
光照最少，太阳高度最低，昼最短，夜
最长的一天。冬至之后，白天渐长而
黑夜渐短。

到 了 学 校 ，朗 朗 上 口 的《九 九
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
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
八 九 雁 来 ；九 九 加 一 九 ，耕 牛 遍 地
走。”我们会兴高采烈的朗诵。

结婚之后结婚之后，，冬至的前几天冬至的前几天，，妈妈妈妈

就会告知，冬至这天，你不要回来，这
是古规。姥姥说，她们的姑姑，老姑
和她，出嫁后，一年能有半年拖儿带
女住在娘家，一来自由不拘束，二来
没有在婆家辛苦，所以到了年节，老
人们想哄女儿们回婆家去，就编出了
这些古规风俗。光阴流转千年，世事
沧桑变迁。 如今是独生子女时代，
这些古规也成老黄历了。

有了孩子后，冬至日，我也会一
边包饺子一边给儿女们讲医圣张仲
景的故事：“东汉末年，张仲景辞官回
乡，正值冬至这一天，他见到家乡白
河岸边的百姓饥寒交迫，很多人两只
耳朵都有严重的冻伤，张仲景便在当
地搭了一个医棚，为百姓义诊，并支
起一口大锅，把羊肉、辣椒和一些祛
寒生热发汗的药材放在一起煎煮，然

后捞出来剁碎，做成馅，用面皮包成
耳朵形状，煮熟后，连汤带食盛在碗
里送给百姓，百姓服下后，浑身发汗、
血脉通畅，两耳变暖。舍的药叫“祛
寒娇耳汤”。大家从冬至这一天一直
吃 到 除 夕 ，抵 御 了 伤 寒 ，治 好 的 冻
耳。后来，每到冬至这一天，人们想
起了当年张仲景热心为大家熬药治
病的情景，就仿照着“娇耳”的样子做
一种食品。为了区别‘祛寒娇耳汤’
中的‘娇耳’，有的人便称它为‘饺耳
’，有的称它为‘饺子’，也有人称它为

‘扁食’的。”
有些过往，是让我们成长，有些

离去，是教会我们珍惜。冬至日，宜
团圆，也宜怀念。那些年少时的老味
道，最可口香甜，那些旧时光里的故
人，最贴心温暖。

2020年元旦来临之际，笔者收藏到一张
建国初期的贺卡，该卡长约 14 厘米，宽约 8
厘米，尺寸并不大，但是透过这张贺卡，让我
了解了一段岁月，学到了一些知识，收获满
满，值得聊一聊。

该贺卡颜色鲜红，硬纸，右上角站着一
位吹冲锋号的军人，一共有 43字，用金粉印

制，文字内容为“恭贺新禧，加强团结巩固胜
利，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事业奋斗到底，山
西省汾阳专区绿茵剧团全体敬礼”。从该内
容可以获取三个重要信息点，分别是新民主
主义、汾阳专区、绿茵剧团。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 1919 年五四运动
开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
命。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基本胜利。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
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胜利。汾阳专区
于 1949年 9月设立，专署驻汾阳县，辖汾阳、
交城、文水、清源、晋源、徐沟、孝义、中阳、石
楼等 9县，于 1951年 3月撤销。由于存在时
间极其短暂，所以关于汾阳专区的东西留存
至今的十分稀少。长治文化丛书《梨园寻芳
戏曲卷》里记载，绿茵剧团于 1942年底在沁

源县乌木沟成立，其前身是“难民剧团”。
1949年 9月刘开基任汾阳地委书记，绿茵剧
团落户汾阳，后改名为“汾阳军区宣传队”，
该贺卡属于改名之前之物，距今已有 70 年
左右的历史。

看着该贺卡，笔者忽然想起上世纪九十
年代念小学时候的自己，依稀记得每当新年
到来之际，班里同学之间会互赠贺卡，上面
写一些祝福的话语，至今笔者依然保存着几
张当年小学同学赠与的贺卡，看着上面歪歪
扭扭的字迹，不由得浅浅一笑，令人无限感
慨。

2019 年已经远去，2020 年已经到来，在
元旦之际，你是否还会写一张小小的贺卡祝
福亲朋好友？你是否还会收到一张小小的
贺卡？想必答案都是否定的吧。

现如今微信现如今微信、、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短信等许多方短信等许多方
便快捷的方式早已经取代了贺卡便快捷的方式早已经取代了贺卡，，速度是快速度是快

了了，，但是内容千篇一律但是内容千篇一律，，大都是网上已经备大都是网上已经备
好的段子互相转来转去好的段子互相转来转去，，很少有人专门编很少有人专门编
写写，，没准过几天内存不足就都删掉了没准过几天内存不足就都删掉了，，更别更别
说保存了说保存了。。闲聊时闲聊时，，有朋友说有朋友说，，有时候他竟有时候他竟
然会收到熟悉朋友发来的带有陌生名字的然会收到熟悉朋友发来的带有陌生名字的
祝福短信祝福短信，，他略带苦笑地说他略带苦笑地说，，想必是着急发想必是着急发
忘记改名了吧忘记改名了吧。。隐隐约约间忽然觉得缺了隐隐约约间忽然觉得缺了
点 啥点 啥 。。 缺 的 是 不 是 书 写 贺 卡 时 的 字 斟 句缺 的 是 不 是 书 写 贺 卡 时 的 字 斟 句
酌酌？？缺的是不是或行云流水或歪歪扭扭的缺的是不是或行云流水或歪歪扭扭的
汉字汉字？？缺的是不是给予别人时候的窃喜与缺的是不是给予别人时候的窃喜与
忐忑忐忑？？缺的是不是等待贺卡到来的那种焦缺的是不是等待贺卡到来的那种焦
急与期待急与期待？？

一张张贺年卡见证着亲情、友情、爱情、
同学情，见证着那一段段已经消逝的时光。
远去的时光不会倒转，但残留的东西自会言
语。每个人都有怀念，每个人都有那一段令
人回味的往事。元旦之际，让思绪跟随贺卡
一起回到从前，回到过往！

儿时的

腊 八 粥
□ 郭雪萍

小时候喜欢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年
□ 王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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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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