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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春节之

来广东过年
刘利元

叔叔打来电
话，兴奋地对我

说：“买了飞机票
啦！航班是……”没

等他说完，婶婶抢过电话
问：“生了豆芽，蒸了发面馍
馍，炸了油果子和茶食子，压
了五花肉，熬了皮冻，煮了酱牛
肉，还有两颗羊头，看看还要拿

什么？”都是老家的美食，样样儿都
是我爱吃的，赶忙对老人说：“够啦！

够啦！就等你们来广东过大年啦！”
生在河套农村，从小对城市十分向往。

每到正月十五，县城会集中燃放烟花，为了
能看上“放火”，我们去拜年时都赖在叔叔家
里不走。后来到城里读书，平时在学校食堂
打饭，周六日基本上都在叔叔家吃饭，有时
还带着同学一起去，天晚了就在叔叔家住
下。婶婶的焖面做得特别香，锅底先翻炒排
骨、豆角、土豆丝，然后加瓢水，上面撒上厚
厚一层面条，再往炉膛里添柴。大约十几分
钟后，锅底儿传来“滋滋”的声响，婶婶揭开
锅盖，先用铁铲把面条儿翻下去，把肉菜翻
上来，再用一双长筷子在锅里均匀搅拌，然
后一碗碗盛给我们，色泽金黄、香气诱人。
俗话说“穷学生饿兵”，我往往吃四五碗才能
饱。眼看锅底儿空了，堂弟便对堂妹说：“咱
们不要吃了，给哥哥吃哇。”再后来，结婚成
家，也住在叔叔家附近。记得妻子生小孩那
年，正好赶上寒冬。按说应该回乡下和父母
团聚，叔叔婶婶怕冻着娃儿，让我们搬过来
住，和他们一起过年。

叔叔出门多，婶婶出门少。记得她第一
次来广东是2002年秋天，两人送堂妹到长
沙上大学，然后坐火车到深圳。不想下了火
车，因为没有边防通行证，出不了站，又原路
返回。

此次叔叔婶婶过来，我和妻子一早便设
计了一个游览路线：到广州看珠江、看小蛮
腰、逛香江野生动物园；到肇庆看阅江楼、看
七星岩、爬鼎湖山；到惠州看西湖、爬罗浮
山；到佛山看祖庙、逛岭南新天地；到珠海看
港珠澳大桥、看渔女像、漫步情侣路；到中山
参观孙中山故居、爬五桂山；走深中通道到
深圳，把世界之窗、锦绣中华、大小梅沙逛个
够，再爬莲花山瞻仰邓小平铜像。好好弥补
下二老当年遗憾。

侨乡的年味儿是最浓的。婶婶特
别喜欢听粤语歌曲，时不时还哼唱几
句。台城有条光兴路，分布有十几家
曲艺社，每天聚集一大帮人吹拉弹唱，
有的唱粤曲，有的演奏广东音乐。斗山
镇有一项叫“浮石飘色”的国家级非遗，以
往是三月三拜北帝时巡游，现在春节也巡
游，八抬或十抬轿子鱼贯而出，首尾相连，还
伴有狮鼓表演。白沙镇有一项叫“舞草龙”
的市级非遗，用稻草扎成龙，龙头龙身龙尾
绵延二三十米，四周扎满点燃的香火，身下
插着密密麻麻的木杆儿，由几十个汉子旋转
舞动，烈焰腾腾，烟火弥漫。这样热闹喜庆
的场面，婶婶看了一定很喜欢。叔叔特别喜
欢“思古之幽情”，上川岛飞沙滩延绵十华
里，花碗坪不时可见元明青花瓷片，踏浪海
滩，叔叔一定很开心。叔叔还是个电影迷，
知道《让子弹飞》里的鹅城在台山取景，一直
很挂念，此行一定带他看看梅家大院、冈宁
圩，还有青山咀灯塔，这里他特别关注，好几
次说《狂飙》里高启强带妹妹在海边灯塔下
散步的场景，好美好温馨。

婶婶总在小院里种菜，每到夏天，葫芦
秧子和瓜秧到处爬，要么结着圆圆的南瓜
西瓜，要么挂着长长的西葫芦黄瓜。塞上
寒冷，入冬后田野里光秃秃的。而此时的
江门，依旧温暖，满眼的绿树红花，还有整
畦整畦的露地生菜、白菜、通心菜，连片搭
架的西红柿、辣椒、青瓜，婶婶见了一定乐
开怀。婶婶厨艺高明，河套硬菜，样样在
行。但毕竟对南方不熟，对许多广式吃食
不明就里。有一年妻子回家，给她带了些
生蚝，她误以为蚝体里的汁液是脏东西，一
个个用小刀剖开，全部挤掉了。听我们说

早餐是肠粉，对于“肠”和“粉”怎么建立
联系，深感纳闷。妻子说：“这次一定

挑最好的茶楼喝早茶，让二老好好
体验下‘食在广东’的感觉。”我
说：“不能这么小气，还要好好
吃海鲜。”妻子笑笑说：“那是
一定的，咱们在海边捞了鱼虾
螃蟹，直接煮。”顿了顿又说：
“还要买件香云纱呢，让婶婶

天热时穿。”哦！她想留着
老人过了夏，才让回
呢。

迎春换新
杨肖坤

“女儿我来抱吧，您看看哪件衣服合
适。”那天晚饭过后，我带着母亲、太太和
两位女儿，走进了一家自带设计师的品牌
服装店，让两位女士挑选新春衣服。“不用
啦，我就不买了。”母亲回答道。显然，长
年以来积累的节衣缩食思想，在习惯性地
驱使着她作出拒绝的选择。然而，从我抱
过小女儿开始，母亲的眼光便在衣架上开
启了扫描模式，我也瞬间化作“识时务者
的俊杰”，给她的选衣出谋划策。

“现在换季时节，总店即将送来一批
春季新衣，所以这两个架子上的衣服参
与促销活动，第一件原价，第二件5.9折，
第三件一元。”我们深知销售策略的深
坑，但导购透露的信息颇具诱惑，更何况
之前路过这家店时，一些服装的设计就
多少勾起了我的兴趣。此刻对着优惠掐
指一算，购买欲也随之上涨。钻衣架、照
镜子、仰视屋顶上的月球模型……大女
儿在店里胜似闯进儿童乐园，玩得不可
开交，笑不拢嘴。一旁的太太拿着衣服
几番上身后，在我的“唆使”下，又试了一
件白底绣花、袖口配有深棕色毛边的中
国风外套，发现合身得很。“这是羽绒服
呢。”导购及时的解说一下子拓展了我对
羽绒服的认知。“要！”我笑着说罢，又在
衣架上取下一件同样白底绣花的中国风
衣服，不过这是一件轻薄马甲，绣花上串
着颗颗细珠，深黄色的纽扣仿如玉石。
中国风自带新春喜庆感，风格与尺寸对
太太而言也刚好合适。比起刚才的羽绒
外套，这件马甲的细节感与设计感无疑
更胜一筹。“这件是真丝的。”导购的话术
不得不服，轻轻一句便让我锁定了一件
又一件。身后的母亲似乎久久未有定
夺，但说时迟那时快，转眼她就穿上了太
太之前试过的一件长款羽绒服，真是太
合身了，好似量身定造的。无须多言，看
到母亲脸上的笑容，我就知道三件衣服
的挑选已宣告成功。

迎春换新，向来是国人传统。记得小
时候，母亲会在大年初一让我穿上整套新
衣，外套、长裤、鞋子一件不落。于是，我
们就有了春节前夕逛街买衣的习惯，而逢
年必逛的就是女人街。在那里，母亲会带
着我穿梭于各个档口，看上了哪件，就跟
店主讨价还价。店主敢狮子开大口，母

亲也无惧对半回应，一条180元的男
装成人西裤，到手可能就 50元不
到。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买
运动鞋。当时，我的运动鞋预算徘

徊在35元左右（在我的认知里，七八
十元的就是高端品牌货），追求的就是一
个尺码合适、款式顺眼。每年鞋子都因脚
板的生长而面临淘汰的命运，当然它们的
质量也出奇地恰到好处，一年后就总有某
些部位或断或开，以实际行动彰显退役的
欲望。因此，买鞋就显得更加理所当然
了，高小阶段，我一直买的都是廉价耐穿
的“回力”。

当然，廉价的远不止我的运动鞋，全
家衣柜里的衣服，可谓没有例外。一些稍
微高档半点的服装店，父母从来不进，商
场里的专柜衣服，也往往“不入法
眼”。直到现在，每每提到买衣
服，父亲也总是说：“买件便宜
的就可以了。什么？一百多
元，这么贵！”其实，父母知道
自己工资收入少，又开源不
足，只好省吃俭用，才能尽量给
孩子多一点，好一点。如今我已成
家，去年大女儿踏进小学生涯，小女儿
也开始牙牙学语，家庭生活质量虽然说不
上高，但也乘着国家经济腾飞的春风，比
父辈们好太多了。这点点滴滴，放在服装
上，就是对品质多了一些注重，对细节处
理也有了探讨的余地。

细细想来，简单的一件新衣，不仅为
身体送上温暖，同时也承载着家庭和睦，
和彼此间的美好祝愿。每年迎春换新，也
不只是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更
见证着国家步履不停的发展，百姓生活的
幸福美满。此刻，春风正好，新衣已备，就
等一家人齐整之时，一起新装上阵，尽情
奔跑，去好好拥抱新的开始吧！

年节话蹄髈
钟穗

蹄髈，指的是猪的腿部肌肉和关节
之间的部分，也叫肘子。有关这种食材
最确凿的记载，当与项羽设鸿门宴有
关。樊哙为了救刘邦，大胆闯入项羽设
宴的大帐。项羽认其是位英雄，“赐之
彘肩”——把一只猪蹄髈赏给他吃。

作为四季常用的食材上品，就蹄髈
本身而言，要瘦有瘦，要肥有肥，要骨有
骨，要髓有髓，要皮有皮，要筋有筋……
乃猪身上最精华、最好吃的部分。加之
那肥硕、圆整的模样，象征着圆满、富余、
实在，完全与人们的审美心理相吻合，亦
使得过去的乡人非常看重蹄髈，对之有
着一种近乎“崇拜”的偏好，甚至把它与
姻缘联系在了一起。早年给人做媒有句
话：做得好吃十八只蹄髈，做不好吃十八
个巴掌。这既是说做媒有风险，却也看
出蹄髈之分量也。

记得小时候，市场经济还没有普及，
方圆十里八寨卖猪肉的摊点只有一个，
买肉时的拥挤状况堪比20世纪90年代
的春运火车站，老百姓平时是极难吃到
蹄髈的。除了婚庆、建屋、祭祖等重大宴
请外，它只有在年节中才会亮相。因为
那时，家里才会在置办年货时，将这种需
凭肉票才能买到、稀罕得不得了的宝贝，
隆重请回家。

至于蹄髈的做法，古法以清袁枚
《随园食单》的四法较为有名。而就
个人印象中，乡人吃蹄髈，居家以
白笃（可依不同时令加入萝卜、菌
菇、莲藕、山药、黄豆、荸荠、冬瓜等
各种辅料）最为常见。等到了待客
宴席上，则以熏蹄、金银蹄、椒盐白蹄等
较受欢迎。当然，更多还是采取红烧，取
其色泽之美。

选猪前蹄，用酱油、冰糖、黄酒，考究
的还会加八角、花椒、香叶，在柴火灶上
的大铁锅中，宛如炼剑一样，反复焖烧。
这道菜，要想做得入味，实属耗时耗力。
尤其是最后那个收汁至稠的步骤，急不
得，须得站在那里反复操作45分钟到1
小时，说不累纯属假话。

正当酒过三巡，冷菜热炒，事无巨
细地轮番上桌，众人已吃得酒足饭饱之
际，一只外皮赭红，汤汁上面汪着一层
厚油的蹄髈，热腾腾、香喷喷地占据了
餐桌最正中的位置，作为整桌菜肴当仁
不让的压轴菜，风头比全鸡、全鱼还突
出。由此呈现出来的饱满与丰腴，在那
个人人肚里油水都少的年份，瞬间便勾
起舌头对美味的贪恋，令原本蒙眬的醉
眼，重新明亮。

分配蹄髈的任务，多由席中长者主
持。抽出蹄肉中的一根匙形小骨，将整
只蹄髈轻松剖开，趁热连皮带肉地分给
众人，男女老少喜形于色地一起加入到

“围剿”的行列。
女人们最爱吃皮，说是城里的女性

都这么吃——对皮肤好。一大块皮，用
筷夹住一卷，三口两口间，便化作油脂
于齿间滋开，最后柔滑融化下肚，仿佛
感觉自己也要随着化开了。孩子们则

嚷着要吃肉，他们的想法单纯，只
为尽可能多地填塞瘪塌塌的肚
皮。然往往一开始势头极
猛，等到几大块蹄髈特有的
“栗子肉”塞下去后，便只有
眼睁睁看别人吃的份了。
最精明的是一干中年男人，

他们早就盯准了肥肉中夹层的
精肉，该部位的肉，入口格外嫰，伴

着丰盈肉汁直落肚腹，只留香气萦绕回
荡在嘴里，久久不散。于是乎，边喝着
酒，边有滋有味地大嚼蹄髈肉，不吃个
底朝天决不罢休！红烧蹄髈那柔软空
灵，似百灵鸟在夏夜里歌唱，似美梦于
舌尖萦绕……总之，妥帖得让人说不出
话来的腴美，超越了时间，成为美食、团
聚和幸福的象征。

如今，大家生活越来越好，天南地
北，吃的东西真是太多，多得令人眼花
缭乱。但红烧蹄髈依然是我家年夜饭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压轴硬菜，可家中的
少年郎却嫌弃其太过肥腻，浅尝一口吃
个好意头就不会再去碰它。想想也挺
好，父辈是从没得吃到有得吃，现在还
当个精细东西舍不得吃；我们这一代是
想吃就吃，最多再考虑一下血压血脂的
问题；到了儿孙这里，已能对着满桌佳
肴挑三拣四了……挺好的，真的挺好
的。

墨香年味
陈海权

在中国传统节日的版图上，春节是最
为璀璨夺目的一枚标签。时值岁末，家家
户户都沉浸在一片喜悦的海洋里，人们忙
碌地打扫卫生、置办年货，身心愉悦地迎
接新春的到来。而贴春联这一古老的习
俗，更是将这份喜庆与期盼装点得愈发鲜
明，愈发生动。

为弘扬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充盈小
区的文化内涵，我所居住的小区精心策划
了别开生面的迎新春活动：从非遗手作的
精妙绝伦，到挥毫泼墨书写“福”字、赐送
春联的雅致风尚，处处洋溢着深厚的文化
气息与节日的喜庆。我很幸运地在这场
盛宴中，邂逅了一副心仪的对联，将其带
回家，仿佛将整年的吉祥与福祉揽入怀
中。

走在街头巷尾，总能遇见书法大家或
民间艺人的身影。他们或端坐或站立，手
握毛笔，在红纸上轻盈舞动，过不了多久，
一副副寓意深远的春联便能送到客人的
手中。他们的笔下，既有端庄大气的楷
书，亦有流畅飘逸的行书，每一笔、每一
划，都凝聚着对生活的热忱与豁达，让人
在观赏之余，心中也流淌着对家的深切思
念，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记得小时候，每到春节前夕，父亲总
会拿出他那套心爱的文房四宝，铺在院子
里的小石桌上，开始写春联。我总是迫

不及待地围在父亲身边，看他如何落
笔生花，将一句句饱含深情与祝愿
的话语，化为纸上跃动的永恒。那
时的我，虽不谙世事，对诗词歌赋知

之甚少，但看着那一副副红彤彤的春
联，心中却充满难以言喻的喜悦与自豪。
父亲常说：“春联是一个家的名片，是一户
人家最衷心的祝愿，我一定要用心写好
它。”这句话如同一粒种子，在我的心田生
根发芽，成为我日后对手写春联情有独钟
的根源。

贴春联，也是一场仪式感十足的盛
事。在乡村，黎明似乎总是比城市来得更
早一些。除夕这日，天刚蒙蒙亮，人们便
会再次清洁大门，将春联郑重其事地贴在
两侧。我也会在大人的指导下，小心翼翼
地贴上春联。那一刻，红红的春联与响亮
的鞭炮声相得益彰，构成了一幅温馨而又
热闹的画面。春联上的每一个字，似乎都
有了生命，在跳跃，在欢笑，将喜庆与祝福
传递给每一个路人。

贴完春联，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
常常漫步在乡间的小路上，仔细品读着各
家各户的春联。有的春联洋溢着喜庆与
祥和，“福临陋室温馨满，春入柴扉笑语
甜”；有的则寄托了对家人的深深祝福，

“人兴财旺鸿福到，家和事顺好运来”；还
有的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对国家繁荣昌
盛的美好祈愿，“紫燕衔春歌盛世，金莺报
喜颂华年”；更有的以自然景色为背景，描
绘出一幅春回大地的盎然景象，“绿竹别
其三分景，红梅正报万家春”。

一副副春联，犹如一个个动人的故
事，抒发着一份份真挚的情感。它们或温
婉细腻，或慷慨激昂，或深沉厚重，或明快
灵动，但无论是哪一种风格，都蕴含了对
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向往。我站在这
些春联前，仿佛能听到它们背后传来的欢
声笑语，感受到那份浓烈的年味与温情。

如今，越来越多的印刷体春联进入了
千家万户，虽然它们工整、美观，我却还是
觉得少了那份亲手书写的温度与情感。
在我心中，在我的家乡，那些亲手书写的
春联，永远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正是因
为那一抹墨香，那苍劲有力的墨迹，我对
传统文化才更眷恋。

又是一个新春佳节来临，我再次想起
了父亲书写的对联和那些关于春联的美
好记忆。它们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
的道路；又如一股暖流，温暖我内心的每
一个角落。春联，是墨香中流淌的年味，
是家的味道，是文化的传承。

岁月悠悠，春联常新。正如宋代王安
石所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
换旧符”。愿我们在新的一年
里，都能驱散旧年的阴霾，迎接
新岁的曙光；都能如春联中所
愿──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日看尽长安花；前程似锦步
步高，事业辉煌年年好！让我
们带着这份美好的祝愿，共同
迎接新的一年，让春联的墨香，
永远萦绕在我们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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