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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过年，挂老影轴子(家
谱帐子 )祭先祖是一项重要内
容——— 其实就是让后人记住自己
的根，不要忘本。

每年的腊月廿九，父亲都要
把挂在墙上的老影轴子取下来，
用笤帚轻轻扫去上面的灰尘，慢
慢展开，小心翼翼地挂在堂屋的
迎门墙中央，表情肃穆极了，与贴
年画时满脸笑容截然相反。所以，
我从来不敢触摸那泛黄发脆的老
影轴子，只是静静地等父亲挂好
后细细欣赏：最上端的门楼内是
老祖宗的牌位，往下两旁长廊内
的牌位分支逐层延续下来，最下
方是大门厅，影壁墙上还写着一
个大大的“福”字，大门两侧挂的
红灯笼就像真的一样，看了后心
里暖暖的。

再看母亲，从黝黑斑驳的橱
子里轻轻取出专门用于祭祀的青
花细瓷碗盘，仔细洗净后，用自己
织的粗布长巾擦得锃亮，然后将
炸得酥黄的整鸡整鱼放进去，连
同其他菜肴一盘盘、一碗碗整齐
地摆在供桌上，诱人的浓郁香味
顿时弥漫开，馋得我直咽口水，瞅
瞅大人不注意，悄悄捏一点肉丝
放进嘴里 ，溜到盛柴草的耳屋
里 ，美滋滋地慢慢嚼 ，细细品 ，
舍不得一下子咽下去 ，回味良
久，这才攥住袖口，使劲把嘴上
的油擦干净。

记得上小学那年 ，偷供品
时恰巧被父亲看见 ，拧着我的
嫩耳朵拖到院子里 ，好一顿教
训：什么偷吃给老祖宗上供的
年夜饭是大不孝啦 ，吃后嘴里
要长疮啦——— 我就不明白 ，等
祭祀完以后再吃为啥就不长
疮，偏偏提前吃就长疮？心里这
么想，可嘴上又不敢反驳，委屈
得躲在一旁掉眼泪。哭够了，擦
干泪水，强压住馋虫，独自欣赏
晒在石磨上的那挂鲜红的鞭

炮，虽然手发痒，也不敢拆一个
燃放——— 这是准备明天年三十
清早去坟茔“请老祖回家过年”

时才允许放的。我只能眼巴巴
地看，一遍遍无聊地数，咋数也
是那三十个爆仗，一个也不多，
一个也不少。

直到第二天早晨，父亲才笑
眯眯地把那挂让我眼馋了许久的
鞭炮递给我。我禁不住心咚咚直
跳，迫不及待地燃上根香，跑到院
子先放一个过过瘾，多日来对父
亲的怨恨也烟消云散了。

等整个大家族所有的男人在
大街上聚齐后，辈分最大也最年
长的四爷爷双手高举着一炷香，
在队伍最前头一声吆喝，霎时鞭
炮齐鸣，一行几十号人直奔村南
老坟茔。

空旷的冬日原野白雪凄凄，
寒气逼人。放眼望去，到处是请老
祖回家过年的人群，不绝于耳的
鞭炮声在空中回荡着，天地间充
满了浓浓的火药味——— 苦短的人
生好苍凉!

祭拜老祖宗开始了，四爷爷
边焚烧纸钱边喃喃自语，到底都
说了啥，我全然不知，只是暗暗地
清点着兜里的鞭炮放了多少，还
剩下多少。大祭结束后，各自再到
自家亲人坟上小祭。照老风俗规

矩，只许焚香烧纸钱，不许哭，哭
来年不吉利，况且先人在天之灵
盼的就是后代人丁兴旺，个个平
平安安欢天喜地。

“唉 !其实人生本来就很简
单，活着无非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你想那么多、那么复杂有啥用？一
切都是过眼云烟。”念过几年私塾
的四爷爷在回来的路上，就这么
和族人们边走边感慨着。儿时的
我听不懂四爷爷说的话，只是盯
着他棉袄上开了花的地方，觉得
挺显眼。

把老祖们请回家后，家家户
户立即点亮象征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的红灯笼，用染红的绳子拉到
高高耸立在院子里的杆子上，并
将早已预备好的木棍横放在大门
门槛后，含义一是留住老祖在家
安心过年，二是把老祖带来的福
气挡住留在家里跑不掉。

在那寒冷的除夕夜，一家人
围坐在红红的炭火盆四周，与“请
回家过年的老祖们”一同辞旧守
岁。我依偎在母亲身旁，在零零星
星的鞭炮声中，闻着悠悠的松香
味，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一阵急促的鞭炮声将我惊醒
后，天已大亮。

前来拜年的族人们喊一声
“过年好”，进了院子，先是齐刷刷
地跪下朝老影轴子磕头，然后才
按辈分磕头问候。如果人群里有
当年才娶的新媳妇，接受拜年的
长辈还要送红包，并朝老影轴子
喊一声：“老祖们，咱这支又添新
人啦﹗”随着一阵欢笑，热烈的气
氛似乎把凛凛的寒天也融化了。

初一下午，把“回家过年的老
祖”送走后，收起老影轴子，母亲
这才肯把供桌上的鸡扯下只腿让
我尽情地吃，还说这是老祖们赏
给你的，吃了长命百岁。多少年以
后我才明白，母亲看着我吃鸡腿
时为啥眼里含着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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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位于泰山与灵岩
寺之间的济南南部山区，淳朴的
民俗，浓郁的乡情，飘溢着香喷喷
的“年味儿”。最让人回味无穷的
当数过年的时候，那香气扑鼻、让
人馋得直流口水的“黄面窝窝”
了。

“进了腊月门儿，‘黄面窝窝’
香煞人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时候，每到过年之前，我们山区
最“风行”的风俗习惯就是家家户
户蒸“黄面窝窝”，似乎不蒸“黄面
窝窝”就缺少足够的年味儿，那香
喷喷的“黄面窝窝”就代表着年味
儿，就象征着过年的色彩和味道。

记得那时候，一进了腊月门
儿，村北头的那两盘石碾就没白
没黑地转动个不停，总是“叽咕呀
咛”地昼夜唱歌，大娘、大婶们都
三个一伙、五个一团地围坐在一
旁轮班挨号忙着等碾，等碾的目
的就是为了碾谷子和碾米面，以
备蒸“黄面窝窝”之用。

“黄面窝窝”是用盛产于泰山
西北脚下的“熟谷子(一种外壳色
红、内里金黄，且黏性很强、香味
很浓的谷子)”加工制成的。先把
晒干扬净的“熟谷子”粒儿在石碾
上脱掉壳后，再在石碾或石磨上
加工成“黄米面儿”。之后再用温
水和面，制成生“黄面窝窝”后，再
放在锅内的竹箅子上加温蒸熟。
因“黄面窝窝”蒸熟后特别黏，所
以在蒸“黄面窝窝”时要先在箅子
上垫铺上槲叶、荷叶、竹叶、银杏
叶、白菜叶等等，防止粘在一起分
不开。

巧手的山里人还在“黄面窝
窝”上锦上添花、画龙点睛地选配
一些甜红枣、花生米、核桃仁、栗
子粒等，使“黄面窝窝”不仅外型
美观，色艳质纯，而且清香扑鼻，
味道鲜美，爽口宜人，营养丰富。

“黄面窝窝”一般是趁热乎
吃，热时软而黏，香而甜，味道美。
冷时特别硬，可放在箅子上加温
馏一馏，馏透后再吃。也可把硬邦
邦的“黄面窝窝”切成小片儿后，
在油锅内炸着吃，则另有一番诱
人的滋味儿。

“黄面窝窝”耐储存、不变
味，我们这里有个很响的歇后
语叫做“黄面窝窝长毛——— 欠
馏了”，原意是说放久了的“黄
面窝窝”很容易拉丝长毛，如果
重新放在锅里再加温馏一馏照
样好吃不变味。但后来这个歇
后语却变成了某些不听话的人

“欠修理”的意思。
当地人制作“黄面窝窝”的黄

金季节是进入腊月后，此时年味
儿渐浓，金黄色的“黏窝窝”便成
了人们家中的“当家年货”。“黄面
窝窝”因其色黄如金，质黏如胶，
主要盛产于泰山与灵岩寺之间，
又名“泰山金窝窝”、“灵岩甜窝
窝”、“泰灵黏窝窝”。

蒸“黄面窝窝”的年俗在我们
这儿已有悠久的历史，据当地老
人讲，“泰山金窝窝”(黄面窝窝)不
仅是人们走亲访友，礼尚往来的
珍贵“年礼”，而且在历史上还是
历代朝廷宫中的贡品。家乡的年
味儿就藏在那香喷喷的“黄面窝
窝”里，品尝着这让人流口水的

“黏窝窝”就能品尝出家乡那十足
的年味儿来。

黏黏的
“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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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快到春节了，童年赶年集
的美好记忆不由在我脑海中浮
现。

赶年集也叫“赶花花集”。人
们之所以给年集起这么一个好听
的名字，原因主要是在那物质匮
乏的年代，年集是那时最大的集
会地，物品丰富，几乎什么都有。
不但日常用品比平常集中、多，而
且还有一些平常没有的。比如平
常没有女孩子喜欢戴的花，男孩
喜欢的鞭炮，都像长了脚似的，都
追着、赶着在年集中“亮相”，满足
人们只有在过年才能实现的愿
望。

赶集这几天，最兴备的是我
们这些孩子们。小小的脑子中胡
乱想年集热闹的场景，人多得是
否还和去年那样挤油油，集中心
的服装架上的衣服肯定多得眼花
缭乱，还有最东面那个大场院内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就这样在想
象中不知不觉睡着了。这样并不
影响第二天的起床时间，东方天
刚发亮就从床上爬起来催着妈妈
带我去赶集。妈妈提着篮子，我和
妹妹跟着蹦蹦跳跳往前跑，谁也
不想落在后面，十里远的路，竟然
谁也感觉不到累。

集上热闹极了。还没到集边

上就听到叫卖声和噼噼啪啪的鞭
炮声了。集头站着许多卖零食的，
他们把山楂串等食品插在木棍上
面，一边晃动，一边大声吆喝，引
小孩子肚里的那只馋虫。火红的
山楂串、香香芝麻棍馋得我们直
流口水，急忙央求妈妈给买点。妈
妈这时也非常的大方，从包着的
手帕中取出一角钱买两串让我们
解馋。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山楂
串特甜特香，我吃完了还添着小
木棍一动不动，小小的脸上满是
幸福，沉浸在刚才美妙的感觉里，
直到妈妈拽我一下，催促我到里
边买衣服，我才从美梦中醒来，跟
着妈妈向里走。

衣服市场在集的东北段，需
穿过一段蔬菜市场。路边的架子
上摆满了各色各样的服装，看得
我眼花缭乱。大人们穿的衣服各
种各样，还有女孩穿的花衣裳和
我们男孩子喜欢的小军装。我看
着想想年初一穿上这漂亮衣服去
拜年，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妈妈先
给我和妹妹买衣服，她带着我和
小妹在各摊转来转去，边看边挑，
好看不好看，试着合不合身，再和
摊主商量价格。直到我和小妹的
衣服买好了，她才简单给自己和
我父亲随便买件衣服，价格比我

和小妹的都低。那时我们小都不
明白，现在想来才深深体会到里
面包含父母的深爱。

集中最热闹的要数西南面的
鞭炮市场。一个好几亩地的大场
院里一排排的摊位上摆满了鞭
炮。既有大地红、二踢脚、摔爆仗
等鞭炮，还有钻天猴、小钢炮等
各式样式的礼花。红艳艳的包装
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使年味十
足，新年就是新年。摊主使出浑
身的解数，向大家推销他们的鞭
炮，一边试放鞭炮，一边吆喝，
比谁家的鞭炮响，谁家的礼花飞
得高，开得灿烂。女孩子们争着买
嘀嘀筋，小男孩争着买鞭炮、礼
花，谁都想在年三十这晚用响亮
的鞭炮声喜迎新春，播种新的希
望。平常集只有半天，而年集却要
赶一天，尤其是离年最近这个集。
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的年集，这
样才有年味。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
就是年；小孩小孩你别馋，爸妈忙
把年货办。”现在年已欢快地跑到
我们眼前，让我们唱着这首动听
的过年歌，踏着优美的旋律，带上
父母和孩子，一块去赶热闹的“花
花集”，置办丰厚的年货，欢欢喜
喜过大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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