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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还没有吹尽梅梢上的雪，
一头满身壮实浅黄色的“小老虎”
按捺不住兴奋，从梅林中窜出
来。它像一个顽皮而又快乐的孩
子，奔跑着、跳跃着，偶尔还在地
上打几个滚。它一会儿到东家，
一会儿到西家；敲敲门，用天真的
笑脸告诉大家——乡亲们，我是

“小虎”，我来啦，大家一起乐哈哈
准备过大年吧。

于是，出门在外、散落在天南
地北的故乡人都知道“‘小虎’来
敲门了”。远离故乡的人们都想
家了。有的说，今年回家的票好
买吗？有的说，我想老婆和孩子
了；有的说，我想年迈的老爹老娘
了；也有的说，我想故乡的那片土
地了……

反正，大家都“想”着回家。
此刻，回故乡过年就是自己的全
世界。

年是故乡的溪流，所有的往事
都从心底里流过。抲泥鳅、摸螺
蛳、捂鲫鱼、蹚大水、打水仗……年
又像袅袅炊烟，大笔倒竖在天空一
笔一划一撇一捺书写着欢乐的往
事。

年是一支轻悠的笛，把你从
晨梦中吹醒，告诉你早起、赶紧去
熙熙攘攘的集市、超市、商场采购
年货。给你的父亲买件厚实的大
衣，给你的母亲买条绣花的棉裤，
给你的妻子买条金灿灿的项链，
给你的孩子买只崭新崭新的书
包，给左邻右舍带点风味独特的
当地特产……

年是奔驰的列车，飞驰而过，
让你目睹沿途“城市在变美，生态
在变好，村貌日日新……”让你感
慨什么是沧桑巨变，今昔画卷；让
你明白“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
都是追梦人”。

年是感恩、追思和相聚。感
谢上苍庇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的好收成。家家户户在年前摆上
猪头、全鸡、鲤鱼、年糕、豆腐等礼
品祭祀神灵和祖先，在春节也会

带上礼品去拜访长辈。年让我们
懂得应该常怀感恩之心，且人与
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和睦友善；
年让我们懂得人与人相聚，情谊
才会升华，亲情才会一生相伴。

年是整洁和换新颜。每户人
家都把家里家外擦拭得焕然一
新，在溪边用木槌敲打着被套、衣
服，捶水而歌，然后它们在向阳的
地方飘扬着、散发着清新自然的
芳香。村中的道路、溪坑、公园、
活动场所等也被大家扫得干干净
净、清清爽爽。

年是盘龙人顺口欢唱。青龙
盘酒缸，黄龙盘谷仓，白龙盘米
缸，乌龙盘灶缸……高擎龙灯左
腾右跃还要乐一乐。年是今天

“咿咿呀呀”唱着马灯调，明天“大
头和尚”边踏高跷边把扇子摇。
年是“一家杀猪满村香”，是“鸡
毛、鹅毛、鸭毛好兑啦”清清脆脆
的吆喝声……

年是吃吃喝喝和热闹。记得
小时候，能吃上一块五花肉，如食
龙肝凤髓。大年三十吃块肉，过年
走亲戚尝点肉，剩余的日子罕见
肉。而如今，“猪头烂熟双鱼鲜”，
推杯换盏，谈天论地，满桌子的珍
馐佳肴随你尝；压岁钱发得孩子们
欢天喜地、蹦蹦跳跳，还要大街小
巷乱窜乱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美好。

年是文化礼堂赶热闹。“阿三
翻筋斗，阿四打虎跳，阿五竖蜻
蜓，阿六拉胡琴”；“铜锣响，脚底
痒，匆匆赶到戏文场，鼓乐喧天闹
台场”。

年是回顾也是对明天的期
盼。见了面大家都会聊，这一年
过得怎么样？过了年去哪里？有
什么新的打算？听说村里的农改
房要上了；全球500强的大企业要
在家门口来安家了；在家门口开

“农家乐”也不错……神采飞扬的
表情上写满幸福。温馨如斯，温
暖如春。

裘七曜

年的腔调

忆及 80 年前年少时我向长辈
拜年叩岁至今还历历在目，此乃古
已有之的传统亲善活动。

大年初一早起，我穿戴整齐，先
要面带笑容，带上祝福给祖父母、父
母亲等长辈拜年，祝福长辈健康长
寿，万事如意，期盼家庭成员头天聚
首，祝福长辈过年吉祥安好，乐得长
辈们连发欢乐笑声，我还能领到用
红纸包着的压岁钱。

初一拜本家、初二拜舅家、初三
拜亲戚家，这是拜年约定俗成的传
统规矩。从初二开始，我就带着包
头礼物，步行到 5 里路外的外公外
婆、舅舅舅母家，进门先要面带欢悦
地发出亲切的叫声，放下由父母包
装好的包头礼品，接着就能吃上早
已准备好的猪油汤团等热气腾腾的
点心。我因不喜吃甜，就改吃肉丝

炒年糕。中餐很丰盛，有我爱吃的
鸡白丝肉和鲞烤肉。下午与舅舅、
舅母玩一会牌，就拿着红包压岁钱、
吃些点心回家了。这是首次出门走
亲戚，此后连续几天要走姨妈、舅公
婆等亲戚家，直到正月初七，才完成
到所有亲戚家按规矩的拜年任务。

火树银花辞旧岁，流光溢彩迎
新春。孩童们最喜爆竹声声赶闹
热，东奔西走欢乐玩。大人们也都
放开心情，在正月头面对孩子只说
好话，不发骂声，这是对人们辛劳一
年的盛大回馈。对春节、对拜年的
热情和祝福已成了传统习俗。问声

“好”，送出祝福；道声“安”，讨个吉
祥，充盈着“未语遇人先半笑，新年
惟道百般宜”的和谐与友爱，也是对
传统民俗和传统文化的拥有与依
恋。 邬烈成

忆拜年

离过年还差10来天，我老伴的
兄弟姐妹六家三代人，在宁波大酒
店欢聚一堂。祖孙三代坐了满满三
桌，还有抱在怀里和满地跑的。其
乐融融共38人，团团圆圆聚在一起
吃“年夜饭”。

“年夜饭”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不仅仅是吃一顿饭那么简单。千百
年习俗的传承，血缘的延续，已经成
为一种近似乎仪式的概念。勤劳节
俭的中国人民，经过一年的劳作，不
顾故乡相隔千百里，路途是多么坎
坷遥远。不顾故里是穷乡僻壤，破
屋茅舍。一家团圆吃顿年夜饭，亲
情的纽带和老家的气息，就是这样
永远凝聚在每个家庭成员的心底。

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吃年夜
饭的形式也随之改变。再也不是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一家一户，
祖孙几代人架着大灶，热火朝天地
过大年。这种代代相传“妈妈的味
道”，现在再也看不到了。可是我们
当天在宁波大酒店吃的年夜饭，却
还是吃着丈母娘“妈妈的味道”。

上世纪60年代末，失去丈夫的
岳母还只40多岁，硬凭着瘦弱的身
子支撑起 6 个孩子的家，咬牙尽力
喂饱这群弱子幼女。连续数年，家
里的主食总是各种菜粥、土豆粥、红
薯粥。听老伴说，生产队里刚拔起
拋弃的油菜根，岳母也捡回剥开来，
里面内茎像山药能煮粥。所以老伴
至今不愿吃任何粥，还有就是忘不
了“省”字，留下处处都想省的后遗
症。

羸弱却自强的岳母，带着这群
儿女逐一成家立业后，在丰衣足食
的盛世，安然离去。却留下了儿女
给的零花钱，从牙缝里攒下的微薄
积蓄，和她在村里股份每年的分红，
嘱咐我们每年要在一起吃年夜饭，
一个也不能少。

我看着眼前欢乐的一大家子，
兄弟姐妹相守相望，长幼有序。儿
孙小辈，护幼尊老，健康活泼。大家
欢聚一堂共享“妈妈的味道”。我明
白，这就是丈母娘要求每年一起吃

“年夜饭”的用意。 陈诗鲤

年味是妈妈准备的年夜饭，藏着儿时的味道；年味是杀鸡宰羊分年猪，透着收获的喜悦；年味还是年
初一的那场电影，欢笑和满足，伴随你一整年……自1月 14日《宁波老年》推出“请您分享年味故事”活
动以来，短短两周，编辑部收到上千件投稿作品，有以文字形式回忆自家的年味趣事，也有用图片和视频
方式记载年味瞬间的，在上千件投稿作品中，我们遴选了部分作品与诸位分享，并借此机会祝福大家虎
年新春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幸福相随。

人间烟火气 最抚凡人心
与您分享年味的故事

年夜饭的深意翰墨飘香

王国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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