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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酸酸酸甜甜甜甜又又一一年年
王欣

一年，365天，忽地又
过去了。回眸过去这一年，
不少经历虽然有点儿酸、
有点儿涩，还有点苦和辣，
但此刻慢慢回味起来，唇
齿间竟漾起一丝丝的甜。

这一年，工作很忙，就
像炉火上的热水，明明已
经沸腾了，可是不仅没有

“釜底抽薪”，而且各种任
务如干柴一般，继续往灶
膛里塞。遗憾的是，待到年
终总结时，业绩竟成了一
杯白开水，无色无味，平淡
无奇。这一年，我究竟做了
些什么？似乎都不曾记得，
做出了哪些成绩？瞪大了
眼睛，也看不分明。同样忙
碌辛劳一年，与同事盆满
钵满的业绩相比，自己却
碌碌无为，心里岂能不冒
酸水？好在年终考核，工作
得到认可，被评为优秀，姑
且聊以自慰。

这一年，我险些被心
浮气躁所绑架。以往心情
乱糟糟时，看看书，或精心
构思一篇拙文，心神便会
沉静下来，因此我总觉得，
看书或撰文是一块能够让
我心境回归清静的“自留
地”。然而，这一年，这片

“自留地”易攻难守了。我
曾去过几次图书馆，一摞
一摞的书也借回来了，不
过总会被遗忘在某个角
落，以至于经常逾期未还。
文字也写得少了。很多个
夜晚，我独坐书房，面对键
盘，指尖竟打不出一个字。
各种琐事如同流星雨在脑
海不停闪现：老家里，堂兄
弟们发生口角了，对与错，
是与非，尽管我很难理得
清，但还是身不由己地思
虑起前因后果；女儿的学
习起伏不定，是学习态度
不端正？还是方法不适合？
朋友家添了新人，我还没
来得及前去道喜……书房

是安静的，屏幕是空白的，
而我的头脑里纷乱如麻，
我竭力克制着不去想这件
事儿时，那件事儿竟又像
鬼精灵一样嗖地冒出来。

过去这一年，见报的
散文稿才五六十篇，与往
年相比相差甚远。不过这
一年，我强迫自己虔诚地
对待每一个文字，竟也写
了些有分量的稿件。我在

《北京青年报》副刊版发表
了7个头条稿件，7月28日
还发了一个副刊封面整
版；另有多篇稿件被《晚报
文萃》、《非常关注》等报刊
转载；最为荣幸的当数《民
工父亲的秘密》一文，入选
了人教版《初一语文课外
阅读练习题期末测试试卷
一》，意外！惊喜！

我是一个容易忘记烦
恼的人，这一年，虽然有过
遗憾与苦闷，但都在记忆
的沙滩上，被时光的潮水
渐渐抹去，只留下一些心

甜的喜乐之事，如一片片
帆，漂荡心海。我的散文集

《雪是暖的》作为吉林省全
民阅读活动民生读本，已
付梓出版，稿费虽不算丰
厚，但写文这些年，总算
了却一桩心愿。爱好音乐
的女儿顺利通过钢琴五
级考试，虽然我从没想过
把她培养成钢琴家，但是
她的音乐素养有了提高，
还是让人颇感欣慰。北方
老家也喜事连连，侄女和
外甥女都相继出嫁了，尽
管每次往返一路劳顿，又
开 销 不 少 ，但 心 情 欣
然……

酸酸甜甜，年复一年，
或许这就是生活，缺少任
何滋味便显得寡淡了。转
眼猴年临近了，我不敢奢
望来年事事如意、硕果累
累，只希望以平和恬淡之
心，调理好生命里的酸甜
苦辣咸，烹饪出问心无愧
的生活。

乡乡村村的的年年味味
梁征

春节是中国人最大的节日，
也是最有味道的节日。童年记忆
中的乡村过春节也就是过年，至
今想来仍是很有味道。

乡村的年味在美食里。过年
家家都在忙，要置办年货、洗洗
刷刷，尤其是腊月二十三小年一
过，扫房子、贴窗花、挂年画、蒸
馒头、炸年糕、杀鸡炖肉……看
着炸麻叶的油花翻滚，闻着卤锅
里飘来的阵阵肉香，望着蒸笼里
冒着的腾腾热气，知道年就要到
了，心里美滋滋的。大年三十，全
家人团聚在一起，桌
上盘子、碗摆得满
满的，一年中最
美味的佳肴，最
温馨的时刻，
都在这团圆
饭中。现在
想 来 ，那
一顿饭也

是异常有意义的亲情的回归和
团聚，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远在
外地的人路途再遥远、工作再
忙，也要回家和父母家人一起吃
上一顿团年饭的原因吧。

乡村的年味在活动上。小时
候，年味儿就是放鞭炮、吃好的、
穿新的，还有就是贴春联了。买
的或是自己写的春联，都不要
紧，认真地贴在门框上，再挂上
红灯笼，过年的氛围在中国红的
装点下，就更加浓厚了。年三十
这天下午，有时也会去小伙伴家
里看新鲜，随后就是洗澡、烤火、
吃年夜饭、看春晚了，精彩的春
晚，让温馨的除夕夜显得非常
快，一下就到了零点敲钟的时
候。那一刻，万千烟花奔腾齐鸣，
乡村夜色之璀璨达到顶点。小孩
子们的欢叫声此起彼伏，往往要
兴奋到凌晨一两点才依依不舍
地去睡觉。大年初一的早上更
是充满了喜悦和激动，翻开

枕头，下面有崭新的压岁钱，还
有平时很少能够吃到的糖、核
桃、红枣、年糕，等穿好了新衣
服，母亲已经把热腾腾的饺子煮
好了。

乡村的年味在记忆中。工
作后，年味儿就是盼着单位早
点放假，然后带上给家人买的
礼物坐着火车往家赶。这个时
候，既有回家的激动，也有游
子归来的伤感。尤其是对我们
建筑人来说，常年在工地奔
波，远离父母，一年中难得有
几天和父母团聚，平日的牵挂

思念在此刻开始蔓延，似乎总
有许多愧疚，因为父母年纪大
了，自己平时很少能够在身边
照顾。回到家，父母开始问长
问短，忙里忙外。享受一家人
团聚的其乐融融，听听父母的
唠叨，这便是年最醇厚的味
道。现在，我有了心爱的儿子，
过年的中心转到孩子身上，我
也会给儿子讲自己小时候过
年的事情。看儿子调皮，逗儿
子开心，成了年味中最甜美的
味道。

如今的过年，少了一些传
统习俗的年味，多了一些时尚
新鲜的元素，折射出的是时代
的变迁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
高。我想，每个人在不同时期，
对年味儿的理解和感受一定
是不一样的，况且时代的发
展，过年的形式也在变化，表
现出的年味也有不同。只是不
管时光如何流转，人们一直都
没有忘却对家的眷念、对亲情
的眷念，和对未来的美好向
往。

肥肥腊腊月月 瘦瘦春春寒寒

王琴

腊月是肥润的，饱满的，到处
弥漫着诱人香味。看着阳台上挂
满不同种类寒货，腊肉，腊鸡，腊
香肠，腊鱼……心头漾起知足与
幸福感。这些寒货是婆婆一手腌
制的。她本是南方人，那里每到腊
月是不腌寒货的，只吃新鲜肉，刚
来我们这边，很是吃不惯腊月寒
货。几年下来，不但喜欢吃腊货，
还学着怎么腌腊货。

更甚的是，婆婆腌腊货还会
出其新招。在源于本地腌货技术
上还加以创新，有的腊货还放些
辣椒丁，香菜末，有时寒鱼里放些
香菇与瘦肉熬成的浓汁，腌制段
时间后，拿出来，还没下锅就先闻
得人垂涎欲滴。可想而知，婆婆在
美食上真是行家里手哩。

别看阳台上挂满寒货。一个
冬天吃下来，所剩无多呢。今天切
段腊肉放在饭锅上蒸熟，厨房里
香味四溢。也不用做其他菜，只要
用腊肉拌饭，一会儿就吃完了，特
别爱挑食的孩子吃的比平常还
快，有时饭还没吃完，闹着再盛一
碗，乐的婆婆连连答应着，若是清
煮寒鱼，那全家老少饭量都比平
常增多了，更别提腊香肠了，那特
别香味估计是所有腊货中最诱惑
人体感官的美味了。今年准备回
老家，在电话里，老家那边的亲戚
都要带些腊香肠回家，似乎他们
对香肠的记忆比记得我们还要深
呢，所以，婆婆今年腊香肠备得很
多。

腊月的肥润，香味俱佳还体
现在贺年的氛围上。深深记得，儿
时没有现在那么多丰富的零食，
对美食的想往都停留在对过年热
切期盼中，刚进腊月，几乎每天都
可以吃好的。腊月好似一声号角
一样，刚一吹响，整个村庄都沸腾
了，家家烟囱冒起缕缕炊烟，大户
人家可谓一天忙到晚。深记儿时
奶奶是一家之主，她养五儿三女，
都没有分家，一进腊月，奶奶开始
一天到晚的忙着。杀年猪，蒸馒
头，点年糕，做新衣，贴窗花……
到三十晚上，十几口人的衣着，吃
的，用的，包括孩子压岁钱都想得
周周到到，全面而又体贴，乐得每
个人脸上都笑开花。

年过完了，刚进初春。和如今
一样，季节是入春了，但寒冷依
然，即是春寒。如今时代进步了，
人民生活很优越。即便春寒，都是
吃喝不用愁的。和儿时所遇春寒
大不相同，奶奶很有先见之明，腊
月里吃的，和来年初春里吃的，都
分配得当，不许家人多吃一份。所
以，过完年，同村人家几乎都没的
年货吃了，我们大家每顿都有寒
货当荤菜，在那瘦而冷的春天里，
大人孩子都养得精神足，不生病，
不感冒，自然也就不白花来之不
易的钱了。

奶奶临终时，正是腊月里。她
把几个媳妇招呼到面前，要她们
都要学会勤俭持家。特别春寒里
不能没有腊货当荤菜。不能仅肥
腊月，饿着春寒了，那样每个人身
体吃不消，春耕忙不动了。奶奶的
话，至今还在母亲、婶母间坚持
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到春节，
自然忆起奶奶那持家有道的本
领，从而更加思念奶奶。

每年过完春节，我们家的腊
货人依然丰饶，无论春寒料峭，家
里冰箱里都有腊货在抵挡着阵阵
瘦春寒潮，这就是祖辈传给下一
代的优良传统，在珍惜丰衣足食
的今天还不忘老一辈刚强的以身
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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