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3年1月28日

星期六 文 化

新闻会客厅

□乔兆军

在我的眼里，母亲一辈子是辛劳
的，而腊月尤甚。时光一到腊月，母亲
就开始忙碌，张罗着为过年做准备。

在乡下，人们普遍认为过了腊八
就是年，家庭主妇们便由此开始忙
活。母亲忙着熏制腊肉，接着灌香肠
腌猪腿，腌腊鱼腊鸡，阳台上、屋檐下
挂满一长溜，在阳光的照射下油光发
亮，令人垂涎。

忙完这些，母亲会选个晴好的日
子，将家里的棉被拿到太阳底下仔细
翻晒起来，母亲说，过年前晒晒被子，
把一年的霉运都晒掉，来年就会事事顺
利。这其实没什么科学性，但晒后的被
子变得蓬松、柔软、干爽，充满阳光味
儿，盖着格外暖和。晚上，母亲还会
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为我们赶
做新衣新鞋，因此还熬红了双眼。

时间一晃到了腊月二十四，乡下
习俗是二十四，扫房子，这一天，家家
户户都要打扫卫生。母亲一大早起
来就拆洗被褥窗帘，掸拂尘垢蛛网，
洒扫庭院。即使是常年不用的坛坛
罐罐，也会被母亲找出来清洗干净。
母亲说，只有家里干净清爽了，人才
能舒舒服服迎接新年，奔好日子去。

临近年关，母亲更是忙得不可开
交，灶屋里始终热气腾腾，灶膛里的
劈柴填了一茬又一茬，炸肉圆、炸糖
糕、蒸包子……母亲心里一直有个期
盼，她知道很快儿孙们就要回家过年

了，她要多准备些丰盛美食。想到这
些，母亲忙起来就格外来劲。我们一
年年里享受着母亲给予的宠溺，母亲
却在一个个腊月里老去。

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无论做什
么事，都很要“面子”。记起生产队
时，有一年父亲伤了腰，做不得农活
了。过年家里没有钱为我们买新衣
裳。那时恰好生产队里烧石灰，需要
大量的木柴，母亲就天天砍柴卖，两
分钱一斤，一个腊月挣了四十多元，
为我们兄妹三人每人做了一套新衣
服。于是，到了大年初一，我们都穿
上崭新的衣服到亲戚家拜年。

那时虽然缺衣少食，但母亲总是
想方设法地把年过得圆满喜庆。厨
房里的油盐酱醋，准备招待客人的烟
酒糖茶，即使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鞭
炮，母亲都要一一置办齐全了，才觉
得心里踏实舒坦。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大了，参加
工作了。腊月里，母亲仍然按着她的
节奏，围绕着过年这个主题忙碌着，
一个腊月下来，母亲常常累得够呛。
我们劝母亲不要如此辛劳。母亲说，
过年就要年年有余，不准备些东西，
没个年味，怎么叫过年呢？

我们知道，这其实包含着母亲的
慈爱和良苦用心，她所忙的一切都是
为了自己的儿女，为了一个幸福的团
圆。有人说，母亲的腊月，儿女的年，
的确如此，在这一个月里，母亲用她
的勤劳，为我们酿造出了家的温馨和
年的味道。

母亲的腊月 儿女的年

□李木心

“好吃不过饺子”，逢年过节，我
必定包饺子吃。平时也有各种理由
吃饺子，哪怕心情不好或身体疲倦
时，最渴望吃的也是饺子，饺子能够
疗愈与平衡游子的身心。

记忆里最香的饺子，是小时候母
亲用大白菜和猪油渣做馅包的饺子。
母亲先把饺子馅放在白搪瓷盆里，再
拿一撮干花椒放在热铁锅里熥一熥，
花椒壳与种子自然分离，母亲把熥好
的花椒壳放在案板上，用擀面轴擀成
花椒面，再切一把细细碎碎的葱花一
起放进馅里拌一拌，满屋子飘着香
味。每当这时我就恨不得生吃几口
馅。到现在我依旧不能忘情，哪里的
饺子都比不上母亲包的饺子好吃。

母亲和面特别好，软硬适中。和
面讲究“三光”，即面光、手光、盆光，
和完面之后，面团要柔韧光滑，不软
不硬；手上也要干净，不能粘满小
面絮；盆光当然就是和完面后的盆
子里也要光滑铮亮。她一直用那

种带釉面的大瓷盆和面，左手缓缓地
往盆里加水，右手和面，盆子一直稳
稳当当。“软面饺子硬面条”，包饺子
的面团不能太杠，软硬全靠个人手
感，面和好后蒙上潮湿的笼布放在盆
里醒一会，包饺子的时候才柔软又筋
道。在和面这一关上，我得到了她的
真传。

面醒好后就可以擀皮包饺子
了。左手拿着小面剂子在案板上旋
转，右手随着左手的节奏在小面剂子
上搓着擀面轴，双手动作要和谐舒
服，擀好的饺子皮圆圆的，中间稍厚
四周稍薄，这样包的饺子才好吃。我
最喜欢捏边包饺子，边缘上捏出一个
个小细褶，包好的饺子转着圈放在盖
顶板上，特别漂亮。

老家讲究“原汤化原食”，吃饺子
时得喝饺子汤才是正宗吃法。当然，
大蒜泥是必不可少的佐口之物。大蒜
一瓣瓣剥干净，放在蒜臼子里捣成蒜
泥，加点盐、醋，滴上几滴芝麻香油，也
可以再放上一点芫荽末，搅和搅和，吃
饺子的时候蘸一下，夫复何求？

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围坐一起吃
饺子，往往还会喝点小酒，“饺子下
酒，越喝越有”，来年必定更好！

包 饺 子

□陈建东

乡下童谣：“腊八祭灶，年下来
到，小闺女穿花衣，娃子们放鞭炮。”

乡里人把春节称为年下，过年是
一年中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从腊
月廿三开始，乡亲们已放下手中的农
活，男人们开始清扫院子的角角落
落，进城置办年货。女人们则拆洗被
褥衣物，刷洗盘盘碟碟，忙得不亦乐
乎。放了假的孩子们不知大人愁、大
人忙，满街疯跑着玩，只觉得时间过
得太慢，巴不得明天就过年。

过年走亲戚，糕点自然少不了。
村里的门市部里好热闹，卖的都是纸
包的糕点，粗糙的黄纸、细细的纸绳，
十字交叉一绑，一斤也就六七毛钱，
有蛋黄酥、银条、麻片、蜜三刀等。

年三十这天下午，各家各户重新
把院落清扫一遍，把喜庆的红春联贴
在大门上。从各家的院外就能闻到
一股股浓郁的香味，家庭主妇们正

“当当当”地剁着刚洗好的鲜猪肉，有
的朝滚烫的油锅里放着粉条丸子，性
急的已经开始和面包饺子，准备年夜
饭呢。男人们也没闲着，有的把水缸
挑得满满的，有的在帮着捞滚烫的猪
头肉，有的忙着拌凉菜，预备着晚上
喝一杯。小孩儿们也不再乱跑了，跟
在大人的屁股后，干些不轻不重的小
活，趁他们不注意，拿颗焦炸丸放在
嘴里，咯嘣咯嘣地咬着。吃过团圆饺
子，母亲会早早地把过年要穿的新衣
服放在我的枕头边，把新鞋放在床
下，嘱咐我早点睡觉，初一可得早点
起床。

初一当天，是一年中唯一吃四顿
饭的一天，早上六点吃饺子，八点又

吃烩菜，中午要丰盛些，普通家庭除
了吃烩菜，还摆四个凉菜，条件好的
摆八个凉菜，好喝酒的男人们会喝上
几杯。午饭吃罢，男人们会找个背风
朝阳的地方或打牌挤三家翻跟头，或
两人下象棋，看热闹的人围得严严实
实，看牌的比打牌的人还多。女人们
喜欢串门叽叽喳喳拉家常。小孩们
吃饱了，就到村头的空地上放散鞭
炮、玩游戏，一直疯到天黑，才回家喝
白面鸡蛋汤。

初一这天是不让动手的，食材都
在除夕当晚切好，连地上掉的瓜子
皮、花生壳也不能扫。剪子、刀子这
些锋利的利器要束之高阁，以防遭到
意外伤害，不吉利。条件好的家庭，
长辈会给晚辈们发压岁钱，收到压岁
钱的小伙伴们脸上洋溢着笑，连走路
都一蹦一跳的。

过了初一，各家各户便开始走亲
访友，有步行的，有骑自行车，成群结
队，浩浩荡荡，很是壮观。

那年月，能穿新衣服，白馒头、肉
饺子、大块肉片尽饱吃，尽兴地玩，过
年真好！

最忆家乡年下时

□张文艳

终于可以回家了，我抑制不住内
心的喜悦。从居住地到我的家乡
1100公里，需要追着太阳从初升到日
落。本可以不这样辛苦，正常起床天
黑前找个宾馆入住，可是我和爱人都
想着，早一点到家就早一点团圆。

后备厢里塞满了，就连后座上也
满当当都是杂七乱八的吃穿用度，秋
天准备的艾灸盒、开春买的杜康酒，
还有刚刚看上的几件衣服、父亲爱吃
的红薯粉条。我们用一个季节的轮
回准备一次回家的旅程，而父母是用
一年的时间期待与我们的一次团聚。

回家的日期，没有告诉父母，不
是想像调皮的孩童那般给他们一个
惊喜，而是为了减少他们的担忧。曾
经在定了回家的行程后，我就迫不及
待地告诉他们，仿佛这样可以把欢聚
的时间拉长。可是，从我们说出时间
的那一天起，父母就开始念叨，路上
小心啊，少带点东西，多穿点衣服啊
……等我们到了那条熟悉的街道，远
远地就会看到两位老人站在门前的
槐树下，一个插着腰向西望，一个背
着手向东望。不知道他们在这儿望
了多久，我想，除了做饭、吃饭和打电
话的时间，可能这一天他们都是这样
的姿势。

爱人和我说，下回咱们不给爸妈
说了，跟着咱们奔波一天，他们实在
太累了。

前些天，我只是告诉父母，等过
一段时间就回家过年。于是每次打
电话母亲都问，什么时候回来？我就
说还没定。问了几天，母亲不问了，
也到了我们出发的日期。

一路向北，车轮一圈一圈地丈量
着祖国的大地。巍巍太行山，滚滚东
流水，一道岭一条沟，一朵云一片
天。越往北走天气越寒冷，绿油油的
山坡变成了光秃秃的，道路上也是白
雪皑皑。我们跨过高山，越过平原，
穿越了不知多少个长长短短的山洞，
驶过了不知多少座高高低低的桥梁，
车载导航上的数字终于从四位数，减
到了两位数。

暮色四合，我们终于踏上了生我
养我的土地，塞北的寒风吹散了我们
的疲劳。到了到了，路边窗户里透出
一缕微光，母亲站在阳台上眺望，我
听到了母亲欢快的呼喊：“艳子回来
了！”

开门声，脚步声，父亲母亲欢呼
着向我奔来，满脸的皱纹都是笑意。
母亲骄傲地对父亲说：“你看看，我说
他们今天回来吧，你还不信！”

父母是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家
的，我不得而知，只是开心地高声喊：

“爸妈，我们回来喽！”

回 家 过 年

□高国春

我的童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那时物质不丰富。若经常能吃
上白面馒头、半个月吃上一顿肉，就
算奢望了；穿衣服也是“新三年、旧
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更不用说
赶时髦穿新衣了。正因如此，那时
一年365天，唯一寄予念想的便是对
过年的期盼。因为家里无论怎样困
难，过年时餐桌上总会有一碗红烧
肉、两盘荠菜水饺，大人总要抠出几
块钱来给小孩做件新衣服。

过年，实质上是一种氛围。腊
月二十八家家便开始炒花生、瓜
子。不过，暂时还不让吃，只有等到
大年初一拜年时才可以享用。春节
是万家团圆之时，因此象征着团圆
的圆子是必不可少的。老家的圆子
有多种，如糯米圆子、山芋圆子、挂
面圆子等。其中数挂面圆子最好
吃，因为挂面圆子里有好多肉，经油
一炸，既香又嫩，吃了让人还想吃。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又称“团圆

饭”。吃年夜饭时讲究一家人到
齐。这是一年之中最热闹、最丰盛
的家宴。年夜饭上的“年鱼”是不能
吃的，只有等到大年初五才能开

“戒”，因为鱼谐音“余”，表示“年年
有余”之意。

吃完年夜饭，大人要给小孩压
岁钱。那时的压岁钱能有一毛钱就
算不错了。不过，虽然钱少，但表达
了大人对孩子的关爱。此后，是孩
子们最高兴的时刻，因为要换新衣
服了。孩子们穿着新衣，在嬉笑声
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初一天刚亮，人们便成群结队
去拜年。拜年时，晚辈要给长辈磕
头，而长辈则不断往孩子口袋里装
糖果。拜年结束，看大戏成为那个
年代过年时必不可少的“文化大
餐”。舞台很简陋。演艺人员唱得
虽不“字正腔圆”，但看的人却是黑
压压的。

如今如今，，生活好了生活好了，，天天都在天天都在““过过
年年”。”。然而然而，，儿时冲着吃穿盼望等待儿时冲着吃穿盼望等待
过年的感觉却没有了过年的感觉却没有了。。笔者写下这笔者写下这
段文字段文字，，即想找回儿时过年的感觉即想找回儿时过年的感觉。。

儿 时 过 年

主持人：
人勤春早，万象更新。今天是春

节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各行各业的
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山西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
迅速从休假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以
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用奋斗
姿态开启筑梦新征程，在发展路上取
得新突破。

记者：
春节上班第一天，银行工作人员

就来到山西繁盛昇智能焊接装备有
限责任公司现场授信，让更多金融

“活水”流向实体经济，用真金白银促
进企业经济发展，助力经济开好局起
好步。

邮储银行朔州市分行鄯阳街支行
行长王海介绍说：我们了解到企业的
资金需求后，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的
资金小组，在节前进行了资料的收集，
利用节假日加班加点进行资料的复
核，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来
到企业进行现场走访，并实现了现场
授信，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山西繁盛昇智能焊接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李静宁表示：今天我
们拿到 500 万元贷款，将专项用于企
业智能焊接装备的研发生产高端人才
引进、先进设备购置等，升级改造完能
提高 20%的市场占有率。这笔贷款
的快速发放，给我们企业缓解了流动
资金压力，增加了转型发展信心，同时
将会有力地助推朔州智能制造产业发
展活力。

据了解，山西繁盛昇智能焊接装
备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承担矿山机械

工程技术、矿用设备加工制造、钢构制
作与安装的民营企业，主要生产各
种规格型号带式输送机、刮板输送机
等矿用设备。企业注重技术先行，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和水平，加强产品更新迭代，为高质
量发展培育新动能。

2023 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统筹推进市场主体倍增和
营 商 环 境 建 设 ，持 续 激 发 市 场 活
力。朔州市多家银行成立金融辅导
队与企业精准对接，详细了解企业
发展状况和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
难，现场解答企业遇到的政策、融资
问题，为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金融
服务，多维度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
实体经济提供持续、稳定、充足的资
金支持。

“我行将持续优化改进金融服务，
有效缓解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新市
民群体经营生产资金周转压力，落实
续贷和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推动更多
企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融资，不断拓
宽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结构。”王海如
是说。

韩迎春 罗文平 张小菊 李晓

节后上班第一天节后上班第一天
元气满满谱新篇元气满满谱新篇

□张春玲

春节民俗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至今已经
基本形成了春节民俗文化体系。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得到了持续提升，春节
民俗不仅秉持了传统的文化精髓，
而且承载了新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
值，切实反映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
活愿景。

春联
春联又叫“联句”“对子”等，其

前身是“桃符”。所谓“桃符”，即写
着“神荼”“郁垒”字样的桃木板，分
左右挂在对外的大门上。贴春联是
中国春节的标志性礼俗之一。每年
春节，家家户户在门上贴上大红春
联，它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
描绘美好形象，抒发家国情怀和愿
望前景，更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春联，最
初用以辟邪，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
逐渐以完美的艺术形式，与文学和
书法对接，成为春节期间家家院门、
屋门上的必贴之物，恰当地表达了
人们的吉祥寓意和祝福，是春节最
醒目的符号。

“福”字
按传统民俗每逢新春佳节家家

户户都要贴大大小小的福字。人们
期望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万事如意，合家平安。而且还
要把福字倒着贴以取谐音“福到了”
之意。也有在门楣上贴“五福临
门”的横额，“五福”指的是福、禄、
寿外加财神和喜神。而古人所谓五
福是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人们把
长寿、富裕、健康、做好事和终老而
死看作是幸福的事，于是在一岁之
始就强烈地表达这一热切追求，并
以新年装饰的方式把自己内在的心
理外化为吉祥的符号。

年画
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始于古

代“门神画”，中国民间工艺品。清
光绪年间，正式称为年画，为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每到春节，人
们总要在家里张贴年画，年画题材丰
富，内有各种历史故事。诸多中国年
画中，以鸡画、鱼画、娃娃画较为普
遍。鸡表示吉祥，鱼寓意钱粮有余，
娃娃则象征人丁兴旺。这些意蕴丰
厚的年画，在举家和乐的春节里，烘
托了浓浓的吉庆祥和与美好。

饺子
“饺子”是“交子”的谐音，按照

我国古代的计时法，晚 11 点到第二
天凌晨1点为子时，“交子”是新年与
旧年相交的时刻，因此过年吃饺子
表达了人们在辞旧迎新之际，祈盼
吉祥的愿望。另外，因饺子的外形
与元宝的外形相似，因此包饺子也

象征着包住钱财，包住福运。吃饺
子意味着人们能过上红红火火、富
裕的生活。

年糕
春节吃年糕，取万事如意年年

高的意思。年糕种类繁多，好的年
糕不仅考验人们的手艺，讲究火候，
而且制作特别耗时，在技术和商品
不是很流通的时代，旧年的最后几
天人们都要耗上好几个小时去蒸年
糕。现在，虽然许多超市常年都有
年糕出售，人们每时每刻都能吃到
年糕，但过年吃年糕仍是民间习俗。

花灯
花灯又名“彩灯”“灯笼”，兼具

生活功能与艺术特色，是我国传统
民间工艺品。花灯起源于汉代，盛
于唐代，到了宋代便遍及民间。中
国历代花灯制作十分讲究，品种繁
多。它是用竹木、绫绢、玉佩、丝
穗、羽毛、贝壳等材料，经彩扎、裱
糊、编结、刺绣、雕刻，再配以剪纸、
书画、诗词等装饰制作而成的综合
工艺品。花灯各式各样，有圆形、
正方形、圆柱形、多角形等。花灯
在我国历史悠久，春节期间挂花灯
是传统特色，火红的颜色代表喜
庆，是红火、美好和追求光明的象
征，而且花灯争相辉映，营造了春
节明亮与欢庆的气氛，增添了无尽
的年味儿。

压岁钱
压岁钱又名压祟钱，在古代，

“祟”是不吉利的东西，古人借这个
习俗，表达来年不要有任何不吉利
的事情发生。因此在传统春节习俗
中，压岁钱通常认为有辟邪驱鬼、保
佑平安之寓意。一般在新年倒计
时，由长辈将钱装在红包内给晚辈，
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
度过一岁，并在美好的祝福中茁壮
成长。现代，压岁钱镇恶驱邪的意
义已经渐渐消失了，给孩子们压岁
钱更多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成
长。收压岁钱的除了小孩，还有老
人，给老人们压岁钱，是祝愿他们能
够健康长寿。

春节以内涵丰富的装饰符号表
明了它的源远流长和吉祥喜庆，不
论是春联、“福”字、年画、还是饺子、
年糕、花灯、压岁钱，都在装点新春
景象的同时，祝福中华民族国运昌
盛、国泰民安。

春 节 符 号
及象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