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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的年味深深的情浓浓的年味深深的情

孩提时跟着父亲到集市采购年
货，父亲在卤菜摊上买了一块热腾
腾的猪头肉，回家后沾着蒜泥给我
吃。我说，年味就是有好吃的，那猪
头肉的味道太香了。父亲听着笑
了，他说：“是的，年味就是从赶集时
喝上一碗羊肉汤开始的。”父亲摸摸
我的头，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的年
味丰富多彩，既有花花绿绿的色彩，
也有热热闹闹的景象，更有踏踏实
实的感觉。

记得多年前的除夕黄昏，邻居
家的老太太对儿子说，今年过年，
家里没有买肉，怎么过年呀？儿子
是个乐观之人，他说，就地取材，简
单一点，也能过个“革命化”春节。
面对举家无肉过年的惨境，儿子的
话竟然春风化雨，让悲伤的老太太
转悲为喜。她说笑着，包了韭菜馅
饺子，炒了几只鸡蛋，还喜滋滋地
在门上贴了春联，在窗户上贴了福
字。

在中国，不同地方的年味各具特
色，万象纷呈。

在号称“春节的发源地”的四川
阆中，体验最地道的年味是看川戏、
皮影、狮灯、龙灯……人们在走街串
户的锣鼓喧嚣声中，体会着历史脉
动的意味深长，能够在“新年纳余
庆”的欢乐里，感受到“佳节号长春”
的欣喜与畅快。而在浙江安昌古
镇，年味显然不同。那是江南的味
道，在品味着水乡腊味的酱香浓郁
之时，弥漫的年味是绍兴古镇最原
汁原味的质朴生活，人们在其乐融
融中搡年糕、裹粽子、串腊肠、扯白
糖……一派辞旧迎新的祥和气氛。
还有河北蔚县，被称为“中国最具年
味的地方”，那京城边上的“火树银
花”，在天空呈现犹如铁水泼洒的缤
纷景象，那迸溅着的万朵烟花，震撼
了人们的灵魂。

除此之外，还有平遥古城热闹
非凡的“社火节”，台湾平溪上千盏
许愿灯在夜空放飞的“天灯节”，甘
肃夏河拉卜楞寺都会举行规模宏
大的“晒佛节”，陕西安塞气势磅礴
而又让人热血沸腾的“腰鼓舞”，贵
州千户苗寨原汁原味的“长桌宴”，
以及山东周村的彩旗花灯、浙江
乌镇的支灶搭台、安徽贵池的傩戏
祭神、甘肃三墩镇的“地蹦子”表演
……在年味中国里，我们可以欣赏
到黄河边上的窑洞窗花，感受到哈
尔滨冰雕建筑的巧夺天工，俯瞰那
云南高原花开成海的灿烂景象与
梯田流光溢彩的人间仙境，还有四
川龙泉山桃花林里的麻将声声与
欢声笑语。

年味中国，有人说它十大时尚变
化之首，就是浩繁春运的景象，人们
在守乡、恋土与持家的美好愿景里，
从四面八方涌起回家过年的热浪与
狂潮。还有人说，年味就是快乐、
热闹与惊喜，在过新年、放鞭炮的家
家户户乐陶陶之中，走亲访友，吃喝
玩乐，还能得到令人惊喜的红包、祝
福、贺卡、享受春晚的幸福时光……
所有年味，都是年味中国的冰山一
角，社会在变，文明在进步，时光也
随之变得扑朔迷离。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每逢新年，天真的孩童日日翘首以盼，忙碌的游子归心似箭，许久不见
的亲朋喜气洋洋。或是冬日街头绵延不绝的大红灯笼，或是贴满了万家门楣的吉祥对联，或是阖家欢
乐的团圆饭桌，但毫无疑问，都少不了地地道道的年味儿。

对于年味 1000 个人会有 1000 种说法。有人说年味就是全家团圆的喜乐气氛，是晚辈孝敬长辈围坐
在桌前敬的那一杯酒，是屋外烟花闪耀飘进鼻内的一股幽香，或是妈妈忙前忙后做的一顿年夜饭中的
饺子……

其实，年味儿说的是“味儿”，更是藏在人们心中那抹深深的情。

□ 鲍安顺

每年过了腊八节，欢快、紧凑、
有序的舂碓声就此起彼伏地回荡在
村庄的上空。碓声，最先是从打年
糕、舂糍粑的人家里传来，寂静的村
庄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可是父亲却
不急，他还在耐心的等待，等待着腊
月二十七这一天与舂肉圆再次相
逢。

父亲做肉圆非常讲究。他曾经
对我说，做肉圆的肉都是用着自家
养的土猪，这种猪肉不放饲料喂养，
肉质鲜美，这是舂肉圆最关键的一
点。而商店里买的注水猪肉放进锅
里易松散，团圆不起来，在舂的时
候，越舂水越多，而自家养的不注水
肉，越舂越粘。

接着，舂好的糊状肉末加入各
种调味料，在盆里搅和成一团，父
亲抓一把在手里，攥紧，虎口放松，
就有一小团肉末吱吱冒出，用小汤
匙挖起，放进咕咕冒响的沸水中，
任凭肉圆在水中翻腾跳跃。当红
色的肉煮成白色状，肉圆做好了，
一股股淡淡的肉香，直往人的鼻子
里钻。

父亲舀起一大碗肉圆，拿去堂屋
给杀年猪的师傅们尝鲜，连声催问
好吃吗？和往年的比如何？在师傅

们的众口称赞中，父亲笑呵呵地转
回伙房里继续做肉圆。

做好的肉圆，下火锅时，可以煮

着吃，吃起来肉质筋道，有弹性，爽
口又鲜美。想换口味的，还可以用
大蒜配油盐炒着吃，这却又是另一
番风味。

舂肉圆，过大年。最好再来一
场雪，一家人围着火炉吃美食，这
年的滋味就像一坛老酒，越发的醇
厚。

□ 黄淑芬

舂 肉 圆

拜年。

像过年穿新衣一样，贴春联也
是东北必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
容，那是家家户户门楣上春节最耀
眼的装饰品。年的脚步还远，大街
小巷已能嗅到浓浓的年味。人们手
里拎的，肩上扛的，均是采购的年
货。待到腊月二十九，许多人家就
开始张灯结彩，将红艳艳的春联张
贴出来，俨然弥漫着一种新年来临
的气象。

有的老人在回忆往事时，对过
去邻居的春联还会津津乐道。爱
琢磨事的细心人会发现，春联从内

容上每年都有着不同的变化。而
在变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特征就
是时代特征。春联就是春节的“一
张脸”，透过这样的“脸”，让人看
到的是社会的变迁，和人们价值观
的改变。

六七十年代，许多人家大门上
的春联是气势磅礴的“四海翻腾云
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或是“金猴

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以
及歌舞升平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
亿神州尽舜尧”。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由南至北刮
进东北大小村镇，家家户户门楣上
的春联内容也开始有了变化，“生意
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天
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等
新观念新气象的春联逐渐让人耳熟
能详。尽管那时真正顺应时代潮流
发展个体经营的人还凤毛麟角，但
期盼致富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己在潜
移默化中逐渐更新。例如“穷就穷
在短见识，富就富在不知足”诸如此
类的春联出现，就是一个充分的证
明。

如今，那些烫金的、粘银粉的、
各式各样内容的春联在商店和大街
上摆得人眼花缭乱，待到腊月二十
九或年三十，便都迫不及待地像彩
蝶般落在大街小巷家家的门楣上。
虽然看似失去了个性化，但它内容
中所蕴藏的“年年顺景财广进，岁岁
平安福长临”“百业兴旺财源广，富
贵平安福满堂”等，透露的皆是逐渐
丰满起来的日子和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期望，字里行间也存在着名副其
实的含义。

□ 王贵宏

贴 春 联

祖孙三代贴春联。

过年走亲戚，是年俗中有趣味、
有意义的活动。年，就像细细密密的
丝线一样，千丝万缕地把亲戚们联系
起来，织成了一张大大的亲情之网。
平日里大家都忙，但过年无论如何都
要走亲戚联络一下感情，把一年来的
喜和乐好好诉说一番。

多年里，我已经养成了过年走亲
戚的习惯，这是受母亲的影响。记得
小时候，她总对我们说：“什么叫亲
戚？亲戚就是‘勤去’，多走动，亲戚
才更亲。因为有亲戚，我们在这个世

界上才不孤单，才有温暖。”
每年从腊月开始，就拉开了走亲

戚的大幕。大家带着最好的礼物，挨
家挨户地走，招待亲戚的也会摆出最
好的酒菜，大家尽享亲情的温馨和欢
乐。

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每年到了
过年走亲戚的时候，人们像是参加盛
会一样，又兴奋又喜悦。乡村小路
上，人们来来往往，平时冷清的小村
庄也热闹了起来——有新婚夫妻回
娘家的，新娘子坐在新郎的自行车后

座上，满脸喜气；有丈夫推着小拉车，
上面坐着老婆孩子；还有的一大家人
集体出动，所以动用了马车，上面铺
上棉被褥，车把式喜气洋洋地坐在前
面，其余的人围着被子舒服地坐在车
上，在那个年代，坐车出行已经是极
好的待遇。大家见了面热情地打着

招呼：“今儿去哪儿走亲戚？”“去孩子
的姥姥家！”

我的母亲每次走亲戚前都要用心
准备礼物，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母
亲却舍得买最好的东西走亲戚。

到如今，过年走亲戚更受人们重
视。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走亲戚的
礼物也丰富多样起来。出行有了公
交车、汽车、地铁、高铁……

时代变了，走亲戚的方式变了，
亲戚间的情感也变了，变得越来越浓
厚了。

□ 马亚伟

又到年末岁尾，漫空飘着浓
浓的腊香味儿。年像一块巨大
的磁石，将天涯海角的游子吸引
回家，而大年夜的阖家团聚，是
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心愿。

小时候，我们小孩子最盼望
的就是过年。因为过年了，不一
定有新衣服穿，但一定有肉吃。

大年三十清早，父亲便从柴
草堆里找出几个最大的树根，用
麻秸和绒柴点着，烧起熊熊的火
笼。虽然烟灰飘扬，好在当时都
是四面通风的草房，倒也还能接
受。何况，平时虽然很冷，大人
们是不允许我们点柴烤火的。
年三十不一样，今天的熊熊大
火，预示着明年的生活也能红红
火火。

妈妈更是忙碌，她从挂得很
高的钩子上取下腊鹅和腊肉，清
洗干净后，放在大锅里蒸煮。锅
里的水一开，浓浓的香味便散布
开来。此时此刻，浓浓的年味便
飘进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飘进
了大人小孩的心中。

“配菜”是最精致的活儿。
妈妈把烀好的腊鹅腊肉切成小

块，并且用碗装好。哪些是年夜
饭吃的，哪些是正月里招待客人
用的，丝毫马虎不得。印象深刻
的，是那几碗“看菜”。看菜，顾
名思义，只能看，不能吃。而这
几个菜，恰恰又是我们最喜欢吃
的好东西。比如鸡胗、鹅胗、香
肠等，妈妈会小心翼翼地把这些
菜切成小薄片，碗下面用咸菜等
家常菜装成馒头型，然后把切成
薄片的鸡鸭鹅胗或香肠覆盖在
上面，这样看上去，就是一碗丰
实的好菜了。这几碗菜，不但家
里人不吃，客人一般也不会吃。

吃完年夜饭，村子里的小伙
伴们就会三五成群地给庄子里
的长辈们“辞岁”。长辈们都会
给我们一些玉米花或炒瓜子。
偶尔有给一两个糖果的，我们也
会含在嘴里慢慢地“化”，不舍
得很快地吃完。

40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平时的生活
就像过年，过大年反而像日常。
蓦然怀念着儿时的大年，怀念清
贫岁月里浓厚的亲情，怀念那些
渐行渐远的年味……

□ 李成林

春节刚过，大街小巷就涌现
出许多卖灯笼的人。五彩缤纷、
造型各异的塑料灯笼让人眼花
缭乱，装上电池还会响会转，磁
铁一样吸引着小孩子的目光，但
我还是怀念儿时的纸灯笼……

每年正月初十，母亲都会记
着给我做灯笼。她从破旧的帘
子上找来竹篾，用细线扎模型，
有时是五角星，有时是亭子，有
时是一朵小花，但更多的是动物
的样子。母亲从来不怕麻烦，总
是耐心地捆扎、糊纸、描画，每一
个线头都不放过，每一个缝隙都
糊严实。

灯笼做好了，就等到元宵节
的到来。一吃过晚饭，虽然天上
的月亮皎洁明亮，但我们还会点
亮手中的灯笼，红通通地照出的
一片红色光晕来，让如雪的月光
有了一点温暖人心的色彩。我
们打着灯笼，呼朋引伴地聚在一
起，或“一”字排开，或时聚时

散，总之，我们就像一群叽叽喳
喳的小鸡，欢快地在村子里四处
奔跑。有时，我们还专挑黑暗的
地方，在那里，才更能显出灯笼
照出的童话一般的世界。

如今，母亲老了，上小学的
女儿也不要纸灯笼了，给她买的
塑料灯笼来替代。但在城市到
处都是灯火通明的世界里，灯笼
的光芒显得渺小而孤单，这更让
我怀念儿时乡下的纸灯笼，尽管
它此时已在老家的一角被灰尘
所覆盖……

□ 寇俊杰

在我的家乡，年夜饭是一年
中最为讲究的一顿饭，餐桌上的
每一道菜几乎都有其独特的寓
意。尤其是这道和合菜，许多年
来从未间断。

和合菜其实就是我们日常
口中的一道小凉菜，现在简称为

“和菜”，有和气生财，团结和睦
之意，在年夜饭中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它的做法颇为简单，主
要用到根、茎、叶完好无损的菠
菜、白菜和粗一点的粉条及蒜、
醋等调配而成。

由于菠菜不畏暑寒四季常
青，一年四季随时都能食用，是
老人口中的长生菜，做和合菜时
要到全根全叶，有健康长寿之
意。白菜谐音“百财”，有聚财、
守财之说，做此菜时，白菜要用
芯中最鲜嫩、最柔软的地方，保
持叶片完整，再一叶叶细心剥下
放好。

奶奶在世的时候，吃和合
菜时最为讲究。盘中的任意一

种菜都不能中途咬断，白菜丝
细、短还好，菠菜也要整条夹
起，连根一起放入口中方可慢
慢咀嚼，粉条尤其麻烦，根根柔
软滑长，很难整根夹起放入口
中，有时在反复无果中只能用
最拙劣的办法，稍稍夹起一头，
便将整个头部快速探出，侧扭
脖颈，以极快的速度伸出舌头
钩住再缓缓嘬入口中，有时会
发出滋滋声响。每每此时，总
会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给除
夕夜又增添了一种欢乐祥和的
气氛。

时光荏苒，奶奶早已离开我
们多年，那种独特的吃法逐渐被
我们“省略”。但在每年的除夕
夜里，母亲依然会亲手调制一盘
带有美好寓意的和合菜。母亲
说，和合菜的吃法虽然变了，但
那颗祝福的心永远不变。它会
带着家人的美好祝愿，让大家永
远健健康康，和和睦睦，相伴我
们岁岁年年……

□ 刘进进

走 亲 戚

大 年 三 十

难 忘 儿 时 纸 灯 笼

年夜饭。

大扫除。

美好的愿景。

年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