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 1 . 19 星期四

青未了

□编辑:王慧 □美编:罗强

AA1188--AA2200

过年的饺子有两顿

□张功基

大年三十晌午饭后，家家户
户菜板响，这是每个村庄最具喜
庆祥和色彩的韵律，女人们个个
忙碌，择菜、剁肉、调面、洗钢镚
儿和大红枣、切糖块儿、豆腐和
年糕以及剥花生等，这是为“两
顿饺子”做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后，女人们便围着案板开始欢欢
喜喜地包饺子，按照顺序，先包
除夕夜的饺子，再包大年初一的
饺子。其实，不管是除夕夜还是
大年初一的饺子，与平日吃的饺
子并无二致，只是肉搁得更多一
些，讲究的是“一个肉蛋儿”，咬
一口油滋滋、香喷喷，这寓意着
日子一年到头“富得流油”。

饺子馅儿一般都是白菜猪
肉，也有韭菜、荠菜猪肉馅儿和
羊肉白菜馅儿，还有的是韭菜海
鲜馅儿，但没有一户人家包牛肉
和驴肉馅儿饺子的，因为除夕夜
和大年初一的饺子要供奉列祖
列宗，而用牛肉和驴肉馅儿的饺
子 供 奉 先 人则被 视 作“ 大 不
敬”——— 牛和驴是旧时世世辈辈
庄稼人赖以生存的“帮手”，而猪

和羊生来就是被人食用的，这显
然是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
尽管历经岁月风霜雨雪的打磨，
但至今依然被乡间百姓所恪守。

除夕夜和大年初一的饺子，
根本区别在于馅儿里包的“内
容”不同，即除夕夜的饺子是普
通饺子，而大年初一的饺子则有
一部分要包上钢镚儿、花生、糖
块儿、豆腐、栗子、红枣等。过年
在饺子馅儿里包东西这一习俗，
据说有数百年的历史，这实质是
人们对新的一年祈求和渴盼的
寄托，说白了就是一种心理愿
望。如钢镚儿饺子象征“财源滚
滚”，花生饺子象征“健康长寿”，
糖块儿饺子象征“甜甜蜜蜜”，豆
腐饺子象征“大福大贵”，栗子饺
子象征“早生贵子”，红枣饺子象
征“日子红火”，年糕饺子象征

“步步登高”等。不少人家根据家
庭的期望，饺子里包的东西更具
时代的鲜明色彩。如有车的人家
会在饺子里包上一小片苹果，预
示新的一年里“人车平安”；还有
的人家甚至会在饺子里包上“港
币”、“美元”、“欧元”等，鼓励家
里年轻人要“闯世界”、“挣大钱”

等。如此一来，大年初一的饺子
便有了令人渴求和敬畏的神秘
色彩，再加上要“隔夜”吃，因此
家家户户都不会忘记在包好的
饺子上面覆盖一张或一绺黄纸，
再搁上一两枝大年三十早晨日
出之前掐来的新鲜桃枝，据说这
样可以“辟邪”——— 这自然不是
现代农家的“发明”，而是乡间辈
辈沿袭的传统做法。

另外，不少人家还有切几根
宽面条搁在饺子上面的讲究，宽
面条俗称“宽心面”，初一早晨和
饺子一同下锅。对此，乡间百姓有
这样美好的说法：吃了饺子和宽
心面，既“交好运”又“顺心如意”。

除夕夜吃饺子前，很多人家
都会煎炒烹炸几样菜肴下酒，而
且讲究饺子一下锅，家人便开始
燃放鞭炮焰火，饺子煮熟后先捞
出几碗供奉先人和“灶王爷”，然
后全家人围着餐桌团团而坐，那
浓浓的亲情便在饭菜和酒香之
间荡漾开来——— 这是一幅多么
质朴而温馨的农家“辞岁图”啊！

而大年初一的饺子，供奉先
人和“灶王爷”如同除夕夜，但在
吃的时间安排上因家而异：有的

人家是在凌晨四点来钟放鞭炮
“接神”的同时煮饺子吃，吃完饺
子后人人穿戴一新，打开家门出
去挨家挨户拜年；有的人家则在
凌晨起来“接神”时煮少量饺子，
每人吃几个“垫垫肚子”便开门
出去拜年，拜完年后回来再吃饺
子。但不管什么时间吃饺子，吃
时绝对不可以佐之以“醋”和

“蒜”，这是辈辈相传的“忌讳”。
而最有趣的是，吃饺子时全家老
少人人都抢着吃，看谁先吃着

“什么”，先吃到的兴高采烈，没吃
到的继续大口吃，甚至这个盘里
挑几个，那个盘里拣几个，直至吃
到为止，那融洽而快乐的气氛、热
烈而欢畅的情景，不正是乡间百
姓喜迎新春的一个缩影吗？当然，
剩下的饺子要好好存放起来，这
是要留给正月初三回娘家的闺女
吃几个尝尝鲜，据说这样闺女能
沾上娘家的“福气”呢！

吃罢除夕夜的饺子，乡间百
姓便告别了相伴一年的“旧岁”；
而吃罢大年初一的饺子，农家老
少也就高高兴兴地迎来了第一
缕明媚的春光。

1960年

那顿年夜饭
□李贞寅

每逢春节，一家人坐在一
起吃年夜饭，当端上白生生、
香喷喷的水饺时，我总会回想
起 1960 年那顿年夜饭，那年
连顿净面水饺都没吃上。

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
里，我村也办起了“大食堂”，
村民们都吃上了“大锅饭”，村
民们顿顿有饭吃，地里丰收的
庄稼也没心思去收。集体的粮
食没收存起来，农户自己原存
的点余粮，也都不当好的给

“糟蹋”没了。大食堂办了不久
就垮了。接下来又遇上了“自
然灾害”，农业歉收，老百姓的
吃饭成了一大问题。眼看快到
春节了，家家户户过节吃的、
用的“要啥没啥”。

生产队干部商议从预留
的麦种中，调剂点麦子按人口
分给农户，过春节让大家吃顿
水饺。我家连我五口人，我的
户口在外边。生产队干部商
定，在外工作人员，回家过春
节的每人照顾半斤麦子。在腊
月二十六，生产队开仓，按人
口分过节的麦子，这样我全家
分了四斤半麦子。领回麦子，
母亲用簸箕簸了簸，用湿笼布
简单擦了擦，让妻子端到门口
石碾上轧麦子。妻子为多出点
白面，她轧了箩，箩了又轧。妻
子轧好端回家，母亲用秤一称
还不到三斤半白面。母亲端着
面对家人说：“你们看看吧，这
就 是咱全 家 人 过 年 的‘ 家
当’！”

俗话说：“穷怕亲戚，富怕
贼”，越缺吃少喝的时候客人
越要登门。腊月二十八这天，
舅舅把自家闲园子种的胡萝
卜给送来几斤，好让我家过节
做饺子馅。到了中午，母亲琢
磨着可不能让舅舅吃我们平
时吃的黑得像汽车轮胎似的
地瓜面窝窝头吧！

母亲让妻子擀面条招待
舅舅。面条做好了，妻子端着
两碗面条放在舅舅面前，舅舅
平时在家也是缺粮断顿的，天
天是一根肠子挽着半根。看到
面条，舅舅真是喜出望外，端
起碗，几口就吃进肚里。

除夕下午，母亲和妻子包
水饺做年夜饭，因面粉太少
了，母亲把平时节存的一碗小
米端出来，让妻子煮成稠米
饭，和面粉和在一起包饺子。
五口人二合一面的饺子不够
吃的，只能再包地瓜面饺子
了。吃年夜饭时，那地瓜面饺
子黑得发亮。二合一面的饺子
白中透着黄色。饺子既没肉又
没油，吃起来只有一股子咸
味。母亲端一碗放到堂桌上供
养，她念叨着：“家亲们，不是
晚辈心狠，不让你们吃白面饺
子，是实在没有啊！”

光阴荏苒，转眼 50 多年
过去了，如今吃年夜饭，鸡、
鱼、肉齐全，喝着美酒，品着佳
肴，吃着精粉肉馅水饺，观看
着春晚文艺节目，真是神仙过
的日子。日子好过了，可每到
春节，吃年夜饭时，我总会给
子女们讲上世纪 60 年代吃的
那顿年夜饭。

家乡的“柏”顺年

□马洪利

我的家乡在长清最东部，是
一个山清水秀，人情味儿浓厚的
地方。家乡人特别看重“过年插
柏树枝子”这一习俗，从大年三
十这天插在大门口上，一直要到
过了正月十五之后(正月十七收
灯的时候)才能弄下来。由于春
节期间天气比较冷，柏树枝子不
容易干枯，又加之柏树枝儿保鲜
性强，所以，待到过了正月十五
之后还依然翠生生、青灵灵的，
充满了生机、活力和希望。

为了不耽误年除夕顺插柏

树枝子的大事，人们都在大年三
十之前就忙着到山上去选取最
为青翠的上等柏树枝子，即使下
了大雪，也不能放弃。那一年临
近过年的时候，突然下了一场大
雪，大雪覆盖了大山，天冷路滑，
冰天雪地。但为了春节能及时地
插上柏树枝子，我还是拄着木
棍，深一脚，浅一脚地爬到山上
去弄回来一捆柏树枝子。尽管因
山上太滑，把我的腿给摔伤了，
摔得又疼又肿，但为了过年的时
候能够及时无误地在大门口插
上柏树枝子，心里却感到很值
得。有的人家甚至刚进腊月二十

就把过年用的柏树枝子准备好
了。

家乡人大门口顺插柏树枝
子的习俗已经流传多年了，之所
以经久不衰，其主要原因就是大
门口插柏树枝子有 4 层含义。一
是柏树为常青树木，在万木凋
零、寒气逼人的年节里，大门口
插上青翠的柏树枝子代表着生
机，象征着希望；二是柏树枝子
有一种诱人的香味儿，代表着浓
浓的“年味儿”；三是顺插柏树枝
子，取“柏”字的谐音“百”字，使

“柏顺”意为“百顺”，代表着人们
在新的一年里“百事百顺，百事

顺心”；四是缘于柏树枝子香味
儿浓郁，既能驱魔避邪，又能防
治百病。《本草纲目》云：麝因食
柏树叶而香；柏子仁乃传统养心
良药。据民间医学证明，柏树的
枝子和叶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而柏树籽则是制造“柏子养心
丸”的主要原料。

家乡人很是把春节在大门
口顺插柏树枝子的风俗当回事
儿，若不插上柏树枝子就似乎觉
得这春节缺少“年味儿”。每到过
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大门口上插
着的那香香的柏树枝子着实令
我难忘。

故乡的花花街年集
□刘清洲

春节就要到了，忽地又回忆
起六十多年前怎样过年。

农历腊月二十六，是我的故
乡甲马营村年前最后一个集。也
叫年集，像我省其他地方的年集
一样，是别具特色最热闹的一个
集。三里五庄来赶集的人成倍增
长，多极了。有的人来买过年没
买全的东西，大部分人是闲赶
集；看热闹，散散心。其中青少年
要占将近一半。

这个年集，还有个专有名词
叫花花街集。因为年画、绢花、鞭
炮占了集的大部分。把集打扮得
五彩缤纷，把集抹上一笔浓浓的
斑斓色彩。

年画一条街有各种各样色
彩的图画，还有一种叫“主子”的

像中堂画一样大小的画面。有用
布做的，有用纸裱糊的，是用来
写家谱的。过年时悬挂在堂屋的
中央以祭列祖列宗。在这条人潮
涌动的街上的一个隐蔽的角落
里，还有一个无言的交易处，这
里是男人的世界。卖的是一种春
宫画，俗称袖卷。这种画是卷着
卖，按画的尺寸大小付钱，买卖
双方都不用说话。买妥后把它放
在袖筒里，所以叫袖卷。到合适
的地方再打开欣赏。

花市一条街则另是一番情
趣，这里多为妇女和小女孩。这
里卖的花都是手工制品。花贩们
一大清早就将花插满钉在墙上
的席上以招引顾客。就这样，原
来一排排单调碍眼的土墙砖墙，
突然变得花枝招展，十分亮丽。
这里卖的花是以红色为主基调，

另外还有杏黄、藕荷、浅绿和深
蓝等色的花，还有为当年死了人
的家庭准备的大小不等白色的
花。花都是用绸缎、绢和韧纸制
成，最大的缎制花，直径十多厘
米，叫怀花。供人们办喜事婚宴
时佩戴。有各种绸及薄布做的
花，因这种花价钱适中，品种又
齐全，故销路最广。还有一种由
韧纸制成的花，它有个奇特的名
字，叫“笤帚疙瘩砸不烂”。今天
七十岁以上的老妪如果听到这
个名字一定会有一番美好的回
忆和遐想。这是一种最便宜的
花，受到小女孩的青睐，花少量
的钱就能买上几朵。

鞭炮市上，有不少商贩赤膊
站在凳子上，他们大声叫卖，有
的吼唱着顺口溜和各种歌谣，内
容非常粗俗，不免引起人们一阵

阵哄堂大笑。
蜡烛也是这个集上要买的

年货。那时的蜡烛上品，皆为牛
油熬制，特点是绝不流蜡油。俗
语说，牛油的蜡烛——— 干碗儿
的。最适合在龙灯上用。蜡烛多
为红色，有的在其表面用金粉写
上字。极少数蜡烛为白色，乃丧
家所用。那时的蜡烛外形呈圆台
状，即上宽下尖，绝不像现在的
圆柱形的矿蜡。孩子们对小蜡最
感兴趣了，它是在芦苇秸的一
端，裹上一层棉花再蘸上蜡油即
成。花几个铜子儿就能买一大
把。

人们在这个集上都是喜洋
洋的满载而归。有的人即使不买
东西，也大饱了眼福开了心，没
有白来一趟。孩子们更是两者皆
有双丰收。回家过年啦！

在家乡的年俗文化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那大门口“顺插柏树枝子”的年俗了。

蓬莱一带乡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过年的饺子指的是“两顿饺子”，即第一顿饺子除夕夜里
吃，第二顿饺子大年初一早晨吃，只有吃了这两顿饺子，一家人才算高高兴兴、圆圆满满地过了年，因此
除夕夜里的饺子包含的是“辞旧岁”，而大年初一早晨的饺子则蕴蓄着全家老少“迎新春”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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