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8 舜华堂 2015年2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蓝峰 组版：徐凌 今 日 高 新>>>>

静静待待春春归归
□李少娟

人们总是祈祷等待着寒
冬离去，唯有春，万事万物都
真心希望它永驻人间。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
吗？”是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

《西风颂》里的句子。寒冬里，
虽说冰封千里，白雪皑皑，可
是植物的根须早已蓄积了返
青的能量，而迎春、玉兰等也
正藏匿在雪层下悄然微笑；寒
冬里，虽然万物在混沌和阴暗
中沉睡，但是在这混沌和阴暗
中，却正蓄势待发着一种不可
言喻的苏醒！

我们的先祖尚在人类的
早期，就懂得将寒冷设在一年
的最初。它分明是在告知我
们，守候一季严冬，根本是在
孕育春光的明媚与和煦；守候
一季寒冬，根本是在创造生命
的勃发和茁壮。

“寒雪梅中尽”，梅花在
春寒料峭的大地上率先盛
开，无论是红梅、黄梅，白梅、
粉梅，亦无论单辨，复辨、大
花、小朵，它们全都花香袭
人，恣肆怒放，隆重地向我们
传递着春的讯息；而冰雪则
在乍暧还寒的气流中缓缓
消融，尤其那挂在枯枝梢
头的冰凌幻化出的水晶

般的华彩，让我们
的心灵异常平

静。

伴随着冰层“咔嚓咔嚓”
的断裂声，滴滴晶莹的清冽之
水，愈聚愈多，愈聚愈多，最后
逐渐聚拢成一条动感十足的
潺潺溪流，“叮叮咚咚”地唱着
欢快的歌，流向春天，流向远
方。

“春风柳上归”。最早在枝
头缀上绿意的便是柳，或许开
始只是浅浅的淡淡的、似有似
无的一抹，甚至还带着些许惊
喜和忐忑，但是不久它们就萌
发出无比生机，将那蓬蓬勃勃
的新绿撒满人间。绿柳婆娑，
应是大地春曲的第一枚音符 ,

它轻盈跳动，拨捻着润泽万物
的每一缕春光。还有柳笛，这
柳枝制作的乐器，在乡间牧童
的抚弄之下，呈现出一种最初
的天籁之音。

春天的幕布刚刚拉开，便

隐约听见春雷的鸣响。紧接
着，春风也来了，春雨也来了，
阳气回升的时节到了，大家齐
心协力演绎的春之序曲，正缓
缓地在愈加澄明的天宇间轻
轻奏响。之后，冬眠了几个月
的春之梦便被摇醒了。

阳光明媚，万物复苏。河
开了，柳绿了，不久，那些水色
山光，那些姹紫嫣红，便替代
了冬天的阴冷和浓重的雾霾，
而蜂蝶及虫鸟也将造访这个
愈渐生机盎然的美好世界！

静待春归。等它蹑足而
来，等它悄然而到，这才是自
然界和谐宁静的最高馈礼。春
来了，春来了。它所到之处，光
线那样透亮，暧阳那样温和，
山岗着新绿，春的光景连着希
望、连着未来。而我们，会在它
到来时，轻轻鼓掌！

腊腊月月天天里里忙忙年年
□陈亮

每年一进入腊月，母亲就早早
地开始张罗着准备年味了。除了为
一大家人做针线活外，就开始用簸
箕将家里的豆子全部簸一遍，然后
把裂口和干瘪的颗粒一一捡出。剩
余的粒大饱满的豆子便是一家人
用来过年享用的美味了！红豆用来
做豆沙馅包包子，黄豆用来生豆芽
和做豆腐。这时候，父亲也从不会
消停，顶着凛冽的寒风便提着斧头
上山砍柴火。

除了豆芽，家家户户还要做豆
腐。老家人做豆腐，人人都有一手
绝活。因为是自己做来吃的，都很
下功夫，无论是磨浆、滤渣还是点
浆、压制，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尤其是点豆浆时，城里
人卖的豆腐多是用石膏，而乡邻则
用浆水。因此，做出来的豆腐既瓷
实又有嚼头，而且口味纯正。

尽管平日里人们节衣缩食省
吃俭用，但是过年，却从不吝啬。即
使再捉襟见肘，也都会杀年猪，庆
祝忙碌了一年来这最为清闲的日
子。

过了腊月二十，偌大的一个
村庄里，家家户户每年都会杀头
大肥猪，杀过年猪就开始蒸年馍
了，每年除了蒸各式馅料的包子
外，还要蒸大小各异的面鱼。用
母亲的话说，过年蒸包子和面鱼
才会象征团团圆圆年年有余。刚
刚出笼的包子和鱼，我们这些孩
子们总要用一种山核桃剖成两

半做成的模型，蘸着兑好的各式
色素在包子和面鱼上面按花纹，
一是图个悦目吉祥，二是为各式
包子做个记号归类。

当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了，这就
准备油炸的食物了，除了炸年糕，
还要炸酥肉、麻花、豆腐、面果……
每年上油锅时，一大家人都会围成
一团，边吃边干边聊，好不快活！

在做年糕时，母亲也总不忘留
一些蒸熟的糯米来酿醪糟。正月里
家里若是有亲友来拜年时，常常醪
糟荷包蛋泡麻花，喝的客人红光满
面，这最能彰显母亲酿醪糟的手艺
了。

油炸东西做好后，这就正式
等待着过年了。吃罢年夜饭，一家
人又要为大年初一包饺子忙活
了，接着揉面、擀皮、剁馅……在
噼哩啪啦的鞭炮声中，满脸都洋
溢着幸福的微笑，忙碌了一年的
人们难得有这样的气氛和激情，
一大家人专门为吃嘴而这样忙
活。

待包完饺子，差不多就是午
夜时分，这个夜晚，人们通常是不
会睡觉的，摆出刚刚炸好的食品
和各式土特产，一大家人围坐在
一起，烤火、品茶、喝酒、唠嗑、看
春晚。在这个沸腾祥和的夜晚，
所有的人都心潮澎湃，对酒当
歌，身心荡漾，忘乎所以！不
待天亮，在一串鞭炮和一
堆篝火的氛围下，新的
一年才算正式开始
了……

迎
春

除除夕夕饺饺子子
□□刘刘学学刚刚

若论北方美食，饺子当推
第一，我们这里有“舒服不过
躺着，好吃不过饺子”一说。小
时 候 ，我 不 懂 得 什 么 山 珍 海
味，就知道“吃饺子过大年”，
而且往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
个亮闪闪的硬币来，便欢呼雀
跃，觉得自己好有福气。现在
想想，是母亲吃得少，而我像
得了饿痨一样猛吃，硬币不咯
疼牙才怪。

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
除夕，旧年新春交接，为交子
之时。年夜饭吃饺子取“更岁
交子”之意。饺子也叫扁食、牢
丸，或形似月牙，或状如元宝，
或宛若葵花，皆讨一个“喜庆
团圆”的好口彩。

除夕这天，一听见灶台上
响 起 一 阵 紧 锣 密 鼓 ，我 就 知
道，母亲忙着剁馅了。舀水的
声音，炊帚清扫砧板的声音，
母亲细细碎碎的脚步声，种种
声 响 ，让 冷 的 冬 天 有 一 些 热
闹，有一些回暖。等到包饺子，
则是男女老少齐上阵。饺子好
吃 ，在 于 馅 料 调 制 的 味 道 赢
人，更在于一张面皮包裹了全
家人的呼吸和表情。包饺子，
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还有
剁馅擀皮包捏烧火蒸煮这一
劳动过程中所体现的幸福生
活的秩序和节奏，以及说话声
锅勺声所交织的凡俗家庭的
热闹和欢喜。

饺子花样繁多，但以白菜
饺子为最香鲜。百菜白菜香。
我们这里的大白菜帮嫩薄、汤
乳白、味甜甘。“味如蜜藕更
肥 浓 ”，白 菜 经 霜 又 窖 藏 之
后 ，叶 子 一 弹 即 破 ，捧 在 手
里 ，晶 润 如 羊 脂 ，亮 白 似 冬
雪，咬一口，爽爽地脆，凉凉

地甜，特有口感。白菜猪肉炖
粉条是百吃不厌的家常菜。若
调制馅料，猪肉仍是绝配，以
三分肥七分瘦为佳。先用斜刀
片肉，再横刀切段，然后以排
刀剁为细细的肉茸。葱姜剁碎
末，放入肉馅，加精细盐、花
生油拌匀，口味重的亦可倒入
酱油、胡椒粉。酱油要徐徐滴
入，也可淋适量白菜汁，持筷
子顺时针方向匀速搅拌，肉馅
吸足了味素，煮熟了吃，有韧
劲，口感好，若是来来回回乱
搅，如趟浑水，馅料松散，下
了锅，易挣开面皮，不足取。
白菜掰开，洗净，沥干，用刀
切碎，若剁为菜末，维生素随
菜汁流失殆尽，在口感上也大
打折扣。切好的白菜馅，可浇
食油，轻轻搅拌，给菜罩上一

层油膜，以保住鲜美之味和多
种营养素。将调好的猪肉馅倒
入 白 菜 馅 ，依 旧 按 顺 时 针 方
向，拌匀，即成饺子馅。

小时候，我学会的第一门
手艺就是摁剂子，比捏泥巴还
好玩。母亲把面团揉搓成擀杖
一般粗细的长条，揪为大小均
等的剂子。撒少许扑面，捉了
一个呆头呆脑的剂子，用掌面
往下一摁，就扁扁圆圆的了，
像甜柿饼一样讨人喜欢。稍稍
长大以后，我学会了包饺子。
母亲擀的面皮中间略厚，周边
稍薄，和我的掌面一般大小，
以筷子夹了馅料，搁在面皮的
中心，将其对折为半圆形，右
手拇指向外轻推面皮内侧，食
指则将外侧摺出好看的波纹，
两边捏牢即可。我包的饺子东
倒西歪的，就像一群从前线撤
退下来的伤兵，站都站不稳，
有的饺边露着馅，没看相。但
吃着特香，扑哧一咬，一股热
乎乎的汤汁往腮边直窜，搭上
牙 齿 细 细 地 嚼 ，饺 子 外 韧 内
嫩，清香鲜美，真舍不得咽下
去。我喜欢洗净了手，抓着饺
子去醋碗里潇洒走一回，减热
增酸，尤为鲜嫩溜口，吃相不
好，但是吃着特过瘾，连吃二
三十个犹不解馋，直到喝一口
鲜香无比的饺子汤，长舒一口
气，仿佛动物冬蛰了许久，这
才还了阳，周身俱暖，十分地
舒坦。

如今，春节待客，以油锅
刺啦刺啦开场，煎炸烹炒，大
盘大碗予以铺垫，席终端上一
大盘饺子，犹如一出好戏到高
潮，食者无不举箸夹食，一口
一个，腮帮鼓鼓的，七八双筷
子犹出没于腾腾热气里，所有
的人都喜气洋洋的，情意尤为
深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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