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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腊八节
□马亚伟

腊 月 初
八，被称为“腊
八节”，是一个
古 意 盎 然 的 节
日。在古代，天子会
举 行 大 典 ，叫 做“ 腊
祭”——祭神、祈福、迎接新
春。古文言的“腊”字，本来就有三层意
思：一曰“接”，新旧交替；二曰“猎”，用
肉祭神；三曰“逐疫”，祈望平安健康。

如今，腊八仍是一年当中可圈可
点有名堂的日子。熬制腊八粥，是全国
上下最为普遍的习俗。据考，此俗始于
宋代。这一天，上至朝廷、官府，下到黎
民百姓，甚至大小寺院，家家都做腊八
粥。清朝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皇
帝、皇后、皇子要向文武大臣、侍从宫女
赐粥，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果，供僧侣
食用。

各地腊八粥的花样，做法不一，以
北京最为讲究：食材丰富——黄米外，
另有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杏仁、松
仁、桂圆、榛子、葡萄、白果、菱角、青丝、
玫瑰、红豆、花生……不下二十种；做法
也讲究，头一晚，就开始洗米、泡果、剥
皮、去核、精拣，半夜时分开始煮，再以
微火慢熬至次日清晨。有的人家，将果
子雕刻成人形、动物形、花样，于粥中
煮。粥中放果狮，比较吸人眼球。人们
用剔去枣核烤干的脆枣做狮身，半个核
桃仁做狮头，桃仁做狮脚，甜杏仁做狮
尾。各部分用糖粘在一起，放在粥碗
里，像头小狮子。还有更讲究的，用枣
泥、豆沙、山药、山楂糕等彩色食料，捏
成八仙、寿星、罗汉像。腊八粥做好，先
敬神祭祖，再赠亲友，最后全家人食
用。腊八粥，一顿吃不完，几天还有剩
余，是好兆头，年年有余的意思。腊八
舍粥，给穷苦人，那是积德行善。

中原地区有腊八喂树的风俗。清
晨，用刀、斧砍破树皮，舀一勺子腊八粥
糊入斧痕。据说，以粥喂树，树一高兴，
来年就会多结果。民谚曰：“砍一斧，结
石五，砍一刀，结十筲。”腊八喂树，其实
是人们的一种祝祷罢了：祝福跟自己息
息相关的树来年安好，也祝福自己在来
年收获更多。

安徽黔县一带，腊八前后，家家户
户晒制腊八豆腐。豆腐用草绳挂在通
风处，自然风干，吃时摘取。腊八豆腐，
黄润如玉，入口松软，咸中带甜，又香又
鲜。有些人家还把腊八豆腐雕刻成动
物、花卉，浇上麻油，成为极品的下酒小
菜。

陕西临潼过腊八煮粥，叫做煮“五
豆”，红、黄、黑、白、绿，五色俱全。其
中，赤豆必不可少。因为传说赤豆打厉
鬼，喝过赤豆粥，来年保平安。同别处

不同的是，陕西的粥里还有用面捏的
“雀儿头”。“雀儿头”类似于饺子的做
法，有皮有馅。当地多以萝卜丝拌核桃
油为馅，佐以葱、姜、十三香调味。从外
形看，尖尖的长喙、圆圆的脑袋，小巧玲
珑，栩栩如生。据说，腊八吃了“雀儿
头”，麻雀会害头痛，来年不危害自家庄
稼。

在诸多的腊八习俗当中，甘肃农村
“腊八牵马驹儿”尤具喜感，令人童心萌
发。“金马驹子”哪儿牵？水里呀。小
河、池塘、水坑、山脚下的泉眼，但凡有
水的地儿，到了腊八就有冰。那冰块滑
溜溜、明光光，一不小心就挣脱跑掉，可
不就如“马驹儿”一样吗？

在缺水的地儿，有水，就有福。水
活泛着，人一年的光景也会活泛。据朋
友讲，旧年的腊八前夜，家家户户的成
年人都睡不踏实，留神听着鸡打鸣，留
神等着天色亮。人人都想抢个头水“金
马驹”，那预示着明年的日子必有神佛
保佑，种啥啥成，养啥啥壮。

一大早，担水的男人将“金马驹”牵
回家，女主人赶紧把烧红的铁丝从灶火
膛里抽出来，滋啦啦一阵水汽袅绕，打
几个眼儿，用麻绳穿起来。一只挂牛
圈，一只挂猪圈，一只挂鸡窝……腊八
的冰坨坨，就是金马驹神马驹哎，保佑
牛强、猪壮、鸡生蛋、架子车拉麦跑得
忙。

人们还要制作“糖马驹儿”，一来解
解孩子的馋嘴儿，二来占卜一下年景。
腊八前夜，主妇化一碗红糖水搁在窗
外。糖水里放根棉线，一夜间冻成了冰
坨。这糖马驹儿，是要怀着敬畏的心情
细细观察一下的：如果碗里的冰中间鼓
起，鼓得越高越是吉利。要是冰面平
平，唉，收成一般！

腊八节，真是天寒地冻，马驹子撒
欢。除了“金马驹儿”“糖马驹儿”，还有

“汽马驹儿”。喝完腊八粥，人们会去野
外，往自家地里挑几担水。沟深，水凉，
天气寒，水桶里不一会儿凝起一层冰。
冰下，一堆大气泡、小气泡，如麦粒、如
豆子、如荞麦、如谷、如稷……晃到这
儿，窜到那儿。嘿，那是“汽马驹儿”
呀。汽马驹儿越多、越大、越跑得欢，人
心里就越高兴。因为那预示着来年必
定有五谷丰登的好年景啊。

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一场大
病。病愈后的母亲精神好了一些，却突

然感到一只眼睛视物模糊。父亲吓坏了，
怕是后遗症，就带着母亲去城里的医院看病。

整个冬天，父亲三天两头带着母亲去四处
求医。早晨天还没亮，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父
亲穿上棉大衣，母亲也穿得厚厚的，戴上大围
脖，包裹得严严实实。我躺在被窝里，听到父亲
招呼母亲：“上车吧，坐稳了。”父亲用自行车带
着母亲出门了。

往年，母亲特别重视节日，总是把节日气
氛营造得浓浓的。可是那年的冬至、阳历年，我
家都没包饺子。母亲病了，我们没心情过节。

很快到了腊八节，母亲的眼睛却还是没
好，父亲坚持要她再去别的医院看看。母亲说：

“算了，我这只眼睛也就这样了，也不碍事。咱
哪儿也不去看了，打起精神，好好过日子！腊八
了，咱好好过个腊八节。”这些天来，一直是父
亲操持着家务，平日里他只管地里的农活，很
少做饭洗衣服。母亲生病以后，他让母亲歇着，
一个人忙里忙外，做饭、洗衣服，样样都干。

父亲张罗着给我们熬腊八粥。他按照母亲
的吩咐，买来做腊八粥的材料。我问母亲：“妈，
你的眼睛能看得见吗？”母亲笑着说：“能！看得
清清楚楚的。一只眼看不清楚了，另一只眼好
好的。瞧，这是大米，这是小米，这是红豆，这是
大红枣……”母亲病后一直很乐观，和我们一
起说说笑笑。父亲却对我们姐妹们说：“你们知
道吗？一只眼睛看东西非常不方便。点蜡烛都
点不着。”说着，他还让我们闭上一只眼睛，试
着点蜡烛。果然，我明明看准了灯芯，却总是点
不着。我们都理解了母亲。那一刻，我感觉自己
长大了很多。

我帮着父亲淘米、刷锅，父亲把炉火烧得
旺旺的，开始熬腊八粥了。我们一家人又像以
前一样，围坐在火炉旁，聊着天，等着腊八粥熬
好。父亲和母亲商量着春节怎样过，我和妹妹
都说过年不买新衣服了。我们知道，母亲的病
花了不少钱。母亲看着我们笑了。

一会儿工夫，腊八粥的香味出来了。父亲
开始准备小菜，母亲在火炉旁给我们讲腊八粥
的故事。母亲每年都会讲那几个故事，我们都
快背熟了。母亲说出上句，妹妹总会抢着接下
句，惹得一家人哈哈笑着。

腊八粥端上桌了，父亲先给母亲盛了一大
碗。母亲尝了尝说：“真香啊！”她的脸上满是幸
福。患难中，更可见夫妻之间的真情。父亲能这
样对待母亲，她是欣慰的。我也赶紧拿碗给父
亲和妹妹盛粥。腊八粥真好吃，香香的，糯糯
的，里面还有大红枣呢。父亲的小菜做得也非
常有滋味，母亲直夸他做得好吃。粥香浓浓，我
一口气吃了两大碗，立即觉得周身温暖。屋外
天寒地冻，我们吃着腊八粥，其乐融融。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那个腊八节。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腊八粥的情景，像一幅温情
的剪影，定格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都是
平凡的人，但是他们让我懂得：家是一叶小舟，
难免会遇到风雨，风雨来了，一家人同舟共济，
就会驶向幸福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