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
腊八就是年……”

这一句句耳熟能详的童谣，一
进腊月就开始在我的耳边不断回
响 ，时 不 时 地 温 暖 着 我 孤 独 的 心
灵。随着小年的到来，更是使我憋
足了一股兴奋劲气，不畏严寒，朝着
新年的美好满怀期待地向前冲！

那些年，腊月的味道年的味道
究竟是什么呢？

腊月的味道年的味道，也许是
孩子们手里那几张捏得皱巴巴的水
果糖纸纸——那是孩子们嘴里值得
咂摸一整个童年的最最珍贵的口
福，那是孩子们眼中流淌着的最粘
糊的甜蜜，那是孩子们心灵里闪烁
着的最最璀璨的星光。

腊月的味道年的味道，也许是
白雪皑皑的原野里，那呼啸奔跑的
西北风，那整日嘶吼的寒号鸟，是河
滩上急速冲刺的冰车，那城壕里横
冲直撞的土坷垃……腊月的风雪，
把乡下孩子们的野性抽打的越来越
结实！

腊月的味道年的味道，也许是
吱吱扭扭的二胡山野小曲，还有唢
呐独奏《百鸟朝凤》，还有再来清唱
一曲晋剧《明公断》选段……那欢乐的笑声，总是使出浑身解
数把简陋的小院打扮的春光无限。

腊月的味道年的味道，也许是灶火不断伸出又缩回的猩
红的舌头，也许是风箱不堪重负“呼塌塌呼塌塌”沉重的喘息，
也许是热气腾腾的水沿锅里翻滚的饺子，还有亲戚朋友盘坐
在热乎乎的火炕上高谈阔论，是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的五谷
丰登的喜悦。

腊月的味道年的味道，也许就是蒸馍的味道摊黄的味道油
糕的味道，岁月的芳香总是那么令人爱不释口——馒头先生总
是憨厚地咧着大嘴笑着，摊黄小姐总是把隐藏着的幸福折叠起
来，油糕大哥脊背上每个泡泡总是沸腾着油腻油腻的味道。

腊月的味道年的味道，也许就是春联的味道——那一抹
数千年来笔走龙蛇的中国红，那一抹数千年来常读常新的诗
情画意，那一抹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文房四宝，写满了人间最
热烈的团圆、温暖，让回家过年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一种
至死不渝的信仰。

腊月的味道年的味道，还有我喜欢的各式烟火爆竹的硝
烟味道，和弟兄及小伙伴们一起在河滩上开心厮打的味道，那
是我童年最开心的味道！

哦，腊月的味道年的味道……
腊月的味道年的味道，也许就是故乡风沙吹落的眼泪的

味道，也许就是故乡泥土的味道，也许就是故乡鞭炮的味道，
也许就是故乡老井的味道，也许就是故乡老屋的味道……

想念，想念，想念啊，想念那些年曾经多么多鲜活的味道……
哦，腊月的味道，故乡的味道，年的味道，不思量，自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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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腊月，年的气息就浓了，“小年到，孩子
蹦又跳”，这小年就是大年的影子。我们北方，
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就要除尘祭灶迎小年。

祭灶，就是祭灶王爷，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
到人间来的特使，传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要上
天，去向玉皇大帝述职。去向玉皇大帝汇报这
一家人一年来的情况，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
汇报，再将这一家在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
凶祸福的命运交与灶王爷之手。在一周之后的
除夕晚上，灶王爷将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好
坏未来，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灶王爷是
为天上诸神引路的。其他诸神在过完年后，会
再度上天，只有灶王爷会长久地留在人间，留在
人家的厨房内，过着平凡有烟火的日子。因此，
大家都很重视送灶王爷的仪式，希望灶王爷在
玉帝面前多说好话，来年家里多好事。

有儿歌道：“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
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太太要件
新棉袄。”这首北方地区流传甚广的歌谣，有着
浓郁的生活气息，从中能感受到小年的到来，男
女老少的欢欣快乐。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
瓜沾。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
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
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
初二满街走。”这首童谣算得上过年的相对完整
的“路线图”了。其中提到的腊月二十三，明确
了清扫之事是小年的重要环节。

自然，小孩也都十分盼望过小年，因为这一
天，是要吃糖的。进入腊月，乡村就有挑着担子卖糖的。我们老家江米极少，
所以，多是卖麦芽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瓜形，又甜又黏，小孩子最喜欢。

小年之时就要除尘祭灶。从前，特别是富裕人家，家里都建有灶王爷
的神龛，两边对联多为“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孩童时，我们小孩就
喜欢在我们队老六爷家看祭灶，他家的神龛十分精致，砖雕而成，可惜现
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小时候，我们住乡村老家，到这天，母亲特别忙碌，因为打扫烟熏火燎
的厨房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个时候的老厨房是土坯瓦房，墙面上、
椽檩上的灰尘很难打扫。所以，我们就先将所有的锅碗瓢盆等东西全部
搬出来，然后再打扫。母亲系着围裙，头上顶着头巾，手里挥舞着笤帚，那
个情景，永远难忘。清扫椽檩上的灰尘，还要将笤帚绑在竹竿上。我们帮
着清洗东西，搬运东西，全家人忙活半天才能打扫完毕。完毕之后，就盼
望着母亲奖给我们一块糖。

如今，乡村住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家都建起了小楼房，厨房与现在
城里的单元房相似，自然，比城里的单元厨房更宽敞。每逢腊月二十三，乡
亲们也都要打扫一下，当然，比以前的土坯瓦房好打扫多了，因为都用电磁
炉、煤气灶了，厨房不会像以前那样难以打扫了。

每每腊月二十三，我年迈的老母亲就要提起从前那些清扫祭灶的往事，
现在虽然住在小区的单元房里，但是还要在这一天将小小的厨房打扫一下。

过了腊月二十三，年味就会扑面而来，年事就会接踵而至，伴随着高悬
的大红灯笼，醒目的红对联以及夜晚绚丽缤纷的彩灯和闪烁的年画，一个
欢天喜地的春节就会降临，我们将走进一个红红火火的节日——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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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的鼓点敲响，如一支灵动的序
曲拉开春节大幕，一时间，归乡的旋律
在华夏大地奏响，漂泊在外人们的行
囊被思念塞得满满当当，也陆续踏上
返乡的路程，年味越来越浓，家的距离
越来越近。

小年宛如悠悠岁月长河中一颗
熠熠生辉的明珠，在这个温情的日子
里，要祭灶王、扫尘土、吃糖瓜……大
家都忙起来了，每天都有每天的讲
究，日子也在一派欢天喜地的祥和氛
围里更有盼头。小年一点也不“小”，
只要一念起“小年”这两个字，心情是
喜悦的，儿时的年味仍是记忆中最深
刻、最熟悉、最难忘的味道。一进腊
月，喜庆的中国红，渐渐回到了大街
小巷，年的气息便悄然弥漫开来。街
上人来人往，年货琳琅满目，吆喝声、
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大人们忙
着买年货，我跟着到处闲逛，看着花
花绿绿的糖果、瓜子、带鱼等各种美
食，馋得直咽口水，数着过年的日子，
只希望能快点，再快点。儿时的过
年，是新衣，是美食，是红包，是热闹，
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欢乐。如今，在生活节奏日渐加速的今天，
过年是卸下疲惫放松生活，在团圆的氛围里将那爆竹点燃，噼噼
啪啪，往昔的欢笑与泪水，都化作此刻的温馨。

时代在变，年味也在变，然而过年的仪式感或许就在这被我
们用心对待的每个细节中，也正如汪曾祺所说：“长大之后，我们
之所以想过年，盼过年，并非因为那些新衣服和新年礼物，而是因
为过年象征了团圆”。年味里，始终有家人间的牵挂和我们不变
的情怀。没有什么比这相聚更珍贵，人这辈子，看似为了钱、为了
事业忙碌，其实钱与事业的最终点，都是为了团圆。没有家人、没
有团圆，再多的钱也索然无味。

年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人地照亮，让我
们珍惜当下的时光，学会在平淡的俗世中深情地活着，以自己
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去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一片天地，一起许
下“年胜一年”的新春心愿。

新的一年，愿我们都能心怀暖阳，所遇皆美，所想皆如愿，
人间团圆。

过了腊八就是年。小年是我国的传统节
日，又称祭灶节、灶王节、扫尘日。

小年通常被视为忙年的开始，即准备年货，
打扫尘埃，祭灶等。

时间因地区而异。北方的小年多为腊月二
十三，而南方大部分地区多为腊月二十四。

古代关于小年的诗词有很多，如：《小年》燕
朔逢穷腊，江南拜小年。岁时生处乐，身世死为
缘。鸦噪千山雪，鸿飞万里天。出门意寥廓，四
顾但茫然。如《祭灶诗》：又逢腊月二十三，敬送
灶王回皇天。备妥豆秸供马用，融化灶糖把唇
粘。嘱告上天言好事，祈求下界保平安。三十
夜里众神会，莫忘准时返灶前。如《木兰花慢·
送灶》：听千街响竹，趁宵半、送神归。正白马迎
初，黄羊荐后，风漾灵旗。琼卮漫教醉倒，怕曛
曛、夜奏绿章迟……

在民间，腊月二十三是祭灶的日子。传说
这一天灶王爷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人间善
恶，让上天赏罚。为了让灶王爷上天说好话，为
下界保平安，家家户户将灶糖供给灶王爷，使其
嘴甜一些“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来年给家
里一个更红火的光景。其实，灶糖不仅仅是一
种甜食，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和历史记忆，吃灶王
糖不仅是过年的一种仪式，更是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与祝福。
灶糖又称麻糖、关东糖、糖瓜，是一种由麦芽和糯米经过糖化处理后

得到的糖类，常见的有长条、扁圆两种形状。有的长条形灶糖内部是空心
的外面裹着一层密密的芝麻，也有里边带馅的，吃起来脆甜香酥，别有一
番味道。

记得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也没什么零食，每到过年就盼望着能
吃到灶糖。那时的灶糖多为扁圆形、实心，拿一块塞进嘴巴里，嘴里顿时
变得鼓鼓囊囊，感觉舌头都没法打转，说话都困难，要等好一会儿才能吃
完。到了腊月二十三晚上，母亲会找两个小瓷碗，一个里面放些清水，上
面摆放一个洗干净的小梳子，另一个碗里则放几块灶糖，之后燃一炷香，
再磕头祭拜。小小的我站在一边，早已等得心急火燎、上蹿下跳，只盼望
着这些仪式快点结束，因为母亲说只有先供了灶王爷，我们小孩子才能吃
这灶糖。如今网上、超市吃的喝的应有尽有，可是年味却越来越淡了，不
禁总让人怀念儿时过年的那些场景。

小年的到来，意味着上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也开启了中国人传统
的“过年模式”，每一个环节都表达了人们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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