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年 前 ，我 家 经 济 条 件 不 大 好 。 女
朋 友 父 母 了 解 到 我 家 的 状 况 后 ，迟 迟 不
肯表态。

我 父 亲 召 集 一 家 人 开 会 ，说 无 论 如
何 都 要 想 办 法 挣 钱 。 一 年 之 内 ，必 须 准
备 好 婚 房 装 修 、婚 宴 等 费 用 。 我 那 时 年
岁 确 实 不 小 了 ，可 觉 得 跟 女 朋 友 感 情 稳
定 ，所 以 不 着 急 。 父 亲 却 火 烧 眉 毛 张 罗
着 挣 钱 。 他 租 了 地 ，种 大 棚 草 莓 ，说 等
春 节 时 草 莓 成 熟 能 卖 个 好 价 钱 。 打 理
大 棚 草 莓 是 技 术 活 ，一 般 人 干 不 来 。 父
亲 每 天 弯 着 腰 在 里 面 忙 来 忙 去 ，他 的 腰
本 来 就 不 好 ，再 加 上 大 棚 里 非 常 潮 湿 ，
常 常 累 得 直 不 起 腰 。 我 看 在 眼 里 ，心 疼
不已，决定出门打工。

我 去 了 一 家 印 刷 厂 打 工 ，干 的 是 搬
运货物之类的活。那种私人小工厂只要
肯出力气，肯加班，就能多挣钱。我拼命
工 作 ，想 着 多 挣 些 钱 。 我 租 住 在 离 工 厂
比 较 远 的 一 间 农 家 平 房 里 ，每 天 都 是 跑
着去上班。天很冷，我却干劲十足。

让我没想到的是，不久后，父亲竟然
找 到 了 我 的 住 所 。 他 并 没 有 要 求 我 回
去，只是隔三差五来看我。

父 亲 第 二 次 来 的 时 候 ，带 来 不 少 新
鲜 的 茴 香 。 那 时 天 冷 时 见 不 到 绿 色 蔬
菜 ，茴 香 是 大 棚 里 种 的 。 父 亲 在 大 棚
边 缘 种 了 芹 菜 、茴 香 之 类 的 蔬 菜 ，长 势
很 好 。 父 亲 一 边 洗 茴 香 ，一 边 说 ：“ 今
儿 我 给 你 包 茴 香 馅 饺 子 ！”我 最 爱 吃 茴
香 馅 饺 子 ，那 清 新 的 味 儿 特 别 诱 人 。
父 亲 的 茴 香 馅 水 饺 带 给 我 春 天 般 的 新
鲜 美 味 。

从 那 之 后 ，父 亲 就 经 常 来 看 我 。 很
快 到 了 元 旦 ，按 习 俗 也 是 吃 饺 子 ，父 亲
又 给 我 包 了 茴 香 馅 水 饺 。 元 旦 之 后 ，腊

月 到 了 ，腊 月 里 吃 饺 子 是 美 事 。 父 亲 时
不 时 就 来 给 我 包 饺 子 。 吃 了 那 么 多 次
茴 香 馅 水 饺 ，我 没 吃 够 ，每 次 吃 都 会 连
连夸赞好吃。

转 眼 快 到 春 节 了 ，父 亲 看 我 大 口 大
口地吃饺子，忽然问：“知道这饺子为啥
这 么 好 吃 吗 ？”我 立 即 回 答 ：“ 因 为 是 茴
香馅的，我最爱吃茴香！”父亲听了点点
头，说：“茴香，茴香……”我咽掉口中的
饺 子 ，品 咂 起“ 茴 香 ”两 个 字 。 茴 香 ，回
乡，茴香，回乡。父亲的茴香馅水饺，不
就 是 一 次 次 催 促 我 回 乡 吗 ？ 我 工 作 的
地 方 虽 然 离 家 不 远 ，但 毕 竟 出 门 在 外 。
人 在 世 上 飘 ，家 才 是 最 温 暖 的 地 方 ，一
家 人 在 一 起 才 是 最 大 的 幸 福 。 父 亲 怕
打 消 我 的 积 极 性 ，没 有 直 说 ，却 一 次 次
以家的温暖来诱我回乡。

春 节 前 ，我 辞 掉 工 作 ，跟 父 亲 回 了
家 。 那 年 我 挣 到 了 钱 ，父 亲 的 草 莓 卖 得
不 错 ，家 里 的 境 况 好 起 来 了 。 父 亲 当 初
定下的目标实现了。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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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圆 的 意 义 就 在 于
一家人能够和和乐乐地
在一起。春节是亲人团
聚 的 日 子 ，团 圆 对 我 们
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家庭是我国社会基
础 ，每 一 次 的 家 庭 团 圆
是中华民族互敬互爱的
表现。通过团圆可以使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
得 更 加 团 结 ，也 会 让 人
们在这个春节得到精神
上的安慰和满足。

我 从 小 就 对 家 乡 的 山 充 满 了 敬 畏 与 好
奇 ，孩 提 的 时 候 ，每 逢 傍 晚 时 分 ，我 会 坐 在
门 槛 上 ，远 远 地 看 着 被 夕 阳 染 得 金 黄 的 连
绵山脉，在暮色中映衬下，山的轮廓显得更
加 柔 和 ，也 愈 发 神 秘 。 那 时 候 的 我 总 想 走
出 这 个 群 山 笼 罩 的 小 镇 ，去 看 看 外 面 的 世
界。

在阅读著名作家王跃文新作《家山》的
时 候 ，脑 海 里 浮 现 最 多 的 是 小 时 候 与 大 山
打 交 道 的 生 活 。《家 山》虚 构 出 一 个 叫“ 沙
湾”的中国南方乡村，重塑了一个普普通通
中 国 乡 村 的 人 间 故 事 —— 夫 妻 父 子 邻 里 ，
悲 喜 忧 欢 哀 乐 。 小 说 通 过 细 腻 的 笔 触 ，描
绘出了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和历史感的画
卷 ，在 极 其 世 俗 而 又 充 满 诗 性 的 生 活 图 景
中 ，不 时 鸣 响 着 冲 突 、争 斗 的 命 运 变 奏 ，呈
现 的 是 乡 村 百 姓 生 息 与 共 的 生 活 原 野 ，刻
画 的 是 各 具 面 目 和 性 格 的 人 物 群 像 ，让 我
仿 佛 置 身 于 书 中 的 那 个 山 村 ，感 受 着 家 乡
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踏遍中华窥两戎，无双毕竟是家山。”
清 代 龚 自 珍 曾 游 历 中 华 大 地 ，在 体 察 东 南
西 北 的 风 土 人 情 之 后 ，最 终 认 识 到 自 己 的
家乡才是最美丽的。《家山》中有关“山”的
主 题 描 写 和 思 考 尤 其 耐 人 回 味 ，王 跃 文 在
访 谈 中 曾 指 出 家 山 的 原 型 其 实 就 是 雪 峰
山 ，山 上“ 福 寿 阁 ”的 牌 匾 上 还 是 由 王 跃 文
题 写 。 这 座 横 亘 在 湖 南 西 南 部 的 大 山 ，南
起湖南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边境之处的
大 瑶 山 ，北 止 湖 南 与 湖 北 交 界 的 洞 庭 湖 水
之 滨 ，从 东 南 丘 陵 一 直 蜿 蜒 向 云 贵 高 原 。
唐朝时，著名的诗家天子王昌龄曾写下“寒
雨 连 江 夜 入 吴 ，平 明 送 客 楚 山 孤 。 洛 阳 亲
友 如 相 问 ，一 片 冰 心 在 玉 壶 。”的 千 古 名
篇，这里的楚山，其实便是雪峰山。书中写
道的齐天界、豹子岭，都是雪峰山区的常见
景 色 ，王 跃 文 把 山 、水 、树 、花 等 自 然 景 色
描 绘 得 栩 栩 如 生 ，向 读 者 展 现 出 雪 峰 山 独
特 的 地 貌 和 自 然 风 光 。“ 从 柚 子 树 下 望 过
去 ，望 得 见 西 边 青 青 的 豹 子 岭 。 豹 子 岭 同
村 子 隔 着 宽 阔 的 田 野 ，田 里 长 着 麦 子 和 油
菜 。 山 上 有 很 多 野 物 ，有 狼 、熊 、豺 狗 、狐
狸 、野 猪 、野 鸡 、松 鼠 、野 兔 、黄 鼠 狼 ，凡 叫
得 出 名 字 的 野 物 ，山 上 都 有 。”“ 东 边 齐 天
界 不 远 不 近 ，隔 着 万 溪 江 ，山 重 着 山 ，起 起
落落，没入云天。南边的山越远越高，万溪
江是从南边山里流下来的。”这些细致入微
的 描 写 让 我 在 朦 胧 之 中 仿 佛 身 临 其 境 ，那
山顶的积雪，被北风一吹，开始摆脱静凝的
状态，飞扬起来，飘落进了我的心里。

山 的 本 意 是 指 地 面 上 由 土 石 构 成 的 隆
起 的 部 分 ，因 为 山 是 高 耸 的 ，所 以 引 申 出

“ 大 ”的 含 义 。 在 乡 村 中 ，山 对 于 农 作 物 的
生 长 、村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以 及 乡 村 的 繁 荣 都
起 到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一 座 山 意 味 着 生
命 的 延 续 和 繁 荣 ，承 载 着 希 望 和 未 来 。 何
谓“ 家 山 ”？ 既 有 家 乡 的 山 ，也 有 家 乡 的
人 。 在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中 ，喜 欢 用“ 山 ”来
表 达 人 的 品 格 ，比 如 崇 高 、博 大 、厚 重 等 。
文 如 其 人 ，山 亦 如 其 人 。 正 是 有 如 此 淳 朴
的 大 山 ，哺 育 了 同 样 性 情 的 乡 邻 乡 亲 。 国
学 大 师 钱 基 博 在《近 百 年 湖 南 学 风》中 说 ，

“ 顽 石 赭 土 ，地 质 刚 坚 ，而 民 性 多 流 于 倔
强 ”“ 义 以 淑 群 ，行 必 厉 己 ，以 开 一 代 之 风
气，盖地理使之然也”。湖南人大山一样的
性 格 在《家 山》中 展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书 中 的 湖 南 奇 女 子 —— 桃 香 ，作 为
齐 天 界 打 虎 匠 的 女 儿 ，桃 香 是 一 个 具 有 独
特个性的人物形象。四跛子失手把亲外甥
德志砍死后，沙湾没有人敢替他出头，桃香
就 决 定 自 己 去 县 衙 打 官 司 ，把 一 堂 众 人 惊
得 是 目 瞪 口 呆 。 打 这 起 ，沙 湾 人 都 尊 桃 香
作乡约老爷，承载了全村人的希望。

和 王 跃 文 的 家 山 一 样 ，我 的 家 乡 也 在
南 方 ，一 个 被 群 山 环 抱 的 小 镇 。 我 的 家 山
却 比 雪 峰 山 要 普 通 得 多 ，普 通 得 连 名 字 都
没 有 ，我 们 一 概 称 之 为“ 荔 枝 山 ”。“ 荔 枝
山”没有雪峰山雄伟与秀美，但它有自己的
韵味和故事。20 世纪 90 年代，家乡果农种
植荔枝大大增加了收入，纷纷建起新楼房，

“ 荔 枝 楼 ”的 称 呼 由 此 得 来 ，一 栋 栋“ 荔 枝
楼 ”矗 立 在 荔 枝 山 间 ，曾 有 人 即 兴 吟 诗“ 曲
径通幽香蕉路，芒果龙眼碰人头，梯次开发
层 层 绿 ，星 罗 棋 布 荔 枝 楼 ”。 此 情 此 景 ，着
实让人难忘。再后来，我离开了家乡，走过
许 多 那 些 我 曾 经 梦 想 的 名 山 大 川 ，蓦 然 回
首我才发现，那些地方虽然美丽，但在我心
中，却始终无法取代家乡那一座座荔枝山。

凡我在处，皆为家乡。

时光之门
被一幅喜气渲染
或斟酌的文字或纯朴的语言
都表达
一种春的心情

祝愿和祈望
如此的对仗对偶如此的平仄押韵
如此的
美好与幸福

上联是曾经的鲜艳
下联是将往的火热
一条横批
红了生活的眉额

腊月廿二十一日大早，我家的厨
房 就 烟 雾 缭 绕 起 来 ，那 雾 像 就 像 一
条巨大的游龙，毫不迟疑地，直往上
蹿。先把灶头淹了，再把屋顶淹了，
又 漫 出 厨 房 把 整 个 明 堂 也 淹 了 。 一
年一度，这个时段，整个村常常云遮
雾 罩 ，坠 入 仙 境 一 般 。 因 为 家 家 都
在忙着做团子、蒸团子。

做 团 子 这 事 儿 ，早 不 得 迟 不 得 。
早了，吃空了，过年怎么办？没有团
子的年还像年吗？做迟了，也不行，
后面还有浆洗、掸尘、烧煮一大堆事
呢。我家灶台小，明堂却大，可以摞
很多大蒸笼，也搁得下好几张竹匾，
可以用来晾干刚出笼的团子。

做团子的糯米是自家种的，米粉
早 在 腊 月 头 上 就 在 村 里 的 加 工 厂 磨
好 后 储 存 于 坛 子 里 。 眨 眼 间 ，腊 月
就 过 了 一 大 半 。 今 年 家 里 做 团 子 的
人 手 比 往 年 少 ，刨 萝 卜 丝 、焯 青 菜 、
剁肉馅，洗豆沙，炒芝麻，熬猪油等，
显 得 格 外 忙 碌 。 灶 间 打 扫 干 净 了 ，
明 堂 也 清 理 完 毕 ，蒸 笼 和 蒸 笼 布 已

经洗好晾干，一切就绪。
一年一次，这事儿有点隆重。劈

柴 火 ，挼 米 粉 、拌 馅 料 ，一 家 人 需 要
分 工 合 作 。 天 蒙 蒙 亮 ，母 亲 就 起 床
烧水，一般是我回到家，正好母亲用
热 水 在 大 脸 盆 调 好 米 粉 等 我 挼 。 这
挼米粉，需要手里有劲才行，而且还
需要技巧，挼功不到，蒸出来的团子
会 全 部 塌 下 去 。 团 子 顶 部 会 留 不 住
米 粉 而 破 碎 ，而 团 子 底 部 则 成 了 塌
方 坨 。 不 仅 品 相 全 无 ，吃 起 来 也 没
韧 劲 。 待 米 粉 终 于 挼 揉 好 ，先 分 成
几 个 大 团 ，然 后 取 一 团 搓 成 均 匀 长
条，捏出一个个分剂子，这才开始真
正做团子。

先把剂子搓圆，然后转圈按捏成
锅 状 ，中 间 放 入 馅 料 ，再 四 周 捏 拢 。

做 团 子 多 数 情 况 不 会 一 人 独 做 ，一
是太累，二是蒸团子速度快赶不上，
于 是 就 会 相 邀 平 时 说 得 来 的 村 邻 朋
友 一 起 做 。 今 天 你 帮 我 ，明 天 我 帮
你，这有点盘工性质，过去农村砌屋
造 房 也 都 如 此 。 人 多 力 量 大 ，大 家
围 着 竹 匾 边 做 边 唠 家 长 里 短 ，累 的
感 觉 被 人 间 烟 火 味 、温 馨 邻 里 情 代
替，不知不觉，一户人家的团子就做
好了。

待做到够一二笼团子的时候，大
锅 里 水 也 差 不 多 烧 开 ，团 子 可 以 上
笼 蒸 了 。 做 好 的 团 子 一 个 挨 一 个 放
在蒸笼里，当然不能太紧密，需留有
相 互 一 指 间 隔 ，好 有 蒸 熟 膨 胀 的 余
地 。 团 子 的 熟 不 是 水 煮 而 是 热 气 蒸
熟 的 。 热 腾 腾 的 汽 不 仅 在 蒸 笼 里 ，
还 会 源 源 不 断 从 蒸 笼 四 周 弥 漫 开
来 。 于 是 先 是 灶 间 溢 满 蒸 汽 ，再 是
会 漾 出 灶 间 。 更 奇 妙 的 是 瓦 楞 缝 里
也 冒 出 缕 缕 热 气 ，像 新 长 出 来 的 草
飘飘摇摇。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
被 罩 在 蒸 汽 里 ，形 成 腊 月 里 独 特 的
仙景。

第一笼团子出笼，仿佛巨轮下水
又 或 大 楼 封 顶 ，人 人 兴 奋 起 来 。 出
笼 团 子 需 要 快 速 扇 去 余 热 ，这 样 表
皮 才 会 晶 莹 透 亮 。 一 般 是 男 主 人 迅
速将蒸笼端下锅，换上另一笼上去，
再 将 蒸 笼 里 的 团 子 捻 出 放 在 匾 里 。
家 人 的 孩 童 就 拿 起 扇 子 使 劲 扇 风 让
团 子 结 皮 。 为 了 显 示 过 年 喜 庆 ，小
孩 还 会 按 着 大 人 吩 咐 ，用 红 水 给 团
子一个个点上红鼻子。

每每做团子吃团子，全家上下都
一 脸 喜 气 。 在 我 家 ，母 亲 总 会 招 呼
来 帮 忙 的 村 邻 ：“ 吃 吃 看 ，咸 还 是
淡 。”帮 忙 村 邻 手 没 空 的 ，母 亲 就 喂
她们吃。蒸团子，灶膛里红红火火，
映 得 家 里 也 是 红 红 火 火 ，众 人 心 里
也 红 红 火 火 。 腊 月 里 做 团 子 ，就 是
一幅家乡的幸福图景。

茴 香 回 乡
□ 唐占海

回 老 家 过 年
□ 李季

是深山也是大山
——读《家山》有感

□ 黎江毅

腊 月 团 子
□ 顾建虹

小 时 候 ，平 时 吃 得 不 好 ，但 年 夜
饭 一 定 是 丰 盛 的 ，可 以 用“ 堆 桌 满
碗”来形容。每年的年夜饭，离不开
的 是 腊 鸡 、腊 鸭 、腊 鱼 、腊 肉 、香 肠 、
油 炸 的 绿 豆 丸 子 。 这 些 腌 制 的 鸡 鸭
鱼 肉 有 一 个 统 一 的 名 字 ，叫 做“ 腊
肴 ”。“ 肴 ”在 这 里 发“ 笑 ”的 音 ，充 满
了 过 年 的 喜 庆 意 味 。 成 天 吃 萝 卜 、
白菜的孩子，怎么会不盼着过年呢？

老 家 的 过 年 ，有 很 多 仪 式 。 饭
前，要在堂屋的中堂上烧香、点蜡烛
敬拜家神 ；在大门两边烧香，敬拜门
神 ；在 厨 房 灶 台 上 烧 香 、点 蜡 烛 ，敬
拜 灶 神 ；在 院 子 中 间 烧 香 ，敬 拜 上
苍 。 所 有 的 香 、蜡 点 上 ，再 放 炮 ，然
后 分 长 幼 次 序 入 座 、开 席 。 这 是 一
年 到 头 ，全 家 最 隆 重 的 一 餐 。 吃 饭
时，要说吉利、祥和的话，不许提“鬼
怪”之类的东西。饭后，孩子要挨家
挨 户 去 给 同 村 的 长 辈 辞 岁 问 好 ，然
后 才 能 聚 到 一 起 打 牌 玩 耍 。 大 人 守
夜守到十二点，再放一挂炮，以示辞
旧岁迎新年。

我们家过年时，每年插蜡烛的蜡
台 都 是 父 亲 用 萝 卜 削 出 来 的 ，过 年
没 点 完 的 蜡 烛 ，正 月 十 五 晚 上 还 要
点 ，等 萝 卜 蜡 台 失 去 水 分 ，干 瘪 下
来，年基本就过完了。

我 参 加 工 作 ，到 了 北 方 ，才 发 现
北 方 过 年 没 有 那 么 多 的 繁 文 缛 节 。
放挂炮，吃顿饺子，年就过完了。就
是正月家里来客人，也是煮大锅菜，
肉 和 菜 在 一 起 乱 炖 ，不 办 酒 席 的 情
况 下 很 少 有 整 盘 整 碗 的 菜 。 简 单 倒
是简单，可没有了隆重的仪式，总觉
得 这 年 过 得 不 像 是 年 。 所 以 ，春 节
一放假，我就急着回老家。

20 世 纪 90 年 代 的 春 运 ，回 一 趟

家 ，跟 打 一 场 仗 差 不 多 。 人 潮 汹 涌
的车站、几乎要被挤爆的车厢，这可
能 是 那 个 时 候 中 国 独 有 的 景 观 。 有
时没有座位，就站在过道上，勉强抓
住 头 顶 上 的 货 架 ，其 实 前 胸 后 背 都
紧贴着人，不抓货架也不会晃倒，但
我 不 愿 往 人 家 身 上 倒 ，所 以 还 是 紧
紧 地 抓 着 货 架 ，站 得 笔 直 。 这 样 就
更累了，但想着离家越来越近了，心
里 还 是 甘 甜 的 。 堵 车 是 常 有 的 事 ，
还 有 两 次 遇 到 大 雪 阻 路 ，人 在 车 上
又冷又饿，但一回到家，一路的委屈

都烟消云散了。
后 来 ，父 母 先 后 离 开 ，带 走 了 他

们 苦 心 经 营 的 家 。 灯 影 晃 动 的 故
乡 ，成 了 再 也 回 不 去 的 地 方 。 我 不
回老家过年，已有十几个年头了。

年头接年尾，年总是万象更新的
开始，每年春节，我都深深怀念老家
那 浓 浓 的 年 味 。 家 里 的 八 仙 桌 ，除
了 来 客 人 和 年 夜 饭 时 用 ，平 时 很 少
用 到 。 我 们 一 家 人 围 坐 在 大 红 的 八
仙 桌 旁 ，上 面 是 父 亲 、母 亲 ，东 边 是
大姐、三姐，西边是二姐和我。多么
希 望 能 重 温 这 样 的 场 景 ，哪 怕 隔 着
千山万水，哪怕有千难万阻，我也一
定会赶回老家过年。

春 联
□ 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