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季轮回，岁月流转，不知
不觉间，2018 年的春节就要来
到我们身边。春节，作为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亘古相传的传统节
日，是我们成长的印记，承载了
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在儿时记
忆中，年味儿是扎了根的，大街
小巷高高挂起的红灯笼、楼道间
点燃鞭炮的欢乐、家家户户贴上
对联的喜庆、吃糖人时融化于心
的甜蜜……虽然时间流逝，我们
的鬓发会苍白，但记忆中的年味
儿，依然游走在时间的岁月里，
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不能忘怀。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
变迁，生活中的年味儿越来越
淡。早已不亲自下厨的除夕年
夜饭，被支付宝、微信取代的纸
质红包，从初一到十五都不间断
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邻里之间
走街串巷的大年初一的拜年
……那些记忆里令人垂涎的年
味儿，似乎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
时光里被遗忘了。年味儿少了，
怀旧多了，更多的人都只是怀念
滚烫的亲情和失落的年俗，等待
着远道而来的团聚、烟花爆竹的
声响，感受着那个质朴年代里流
淌的年味儿。

春节不该这样过！翻一翻
老照片，试着把儿时的年味儿找
出来，尝尝那时简单而幸福的滋
味。作为深耕中原20余载的郑
州清华园集团，建造美好居所是
责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义
务。“让生活从好到美好”，不仅
仅满足于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更要为客户的心灵送去一份归
属，让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感动与
美好重新焕发、再度拾起。

在新年到来之际，为了帮中
原人寻回记忆中久违的年味儿，
清华园集团旗下清华·忆江南、
江南春温泉度假酒店、中原影视
城，将共同打造一场“欢欢喜喜
逛庙会，热热闹闹过大年”原汁
原味的庙会民俗盛宴。届时传
统手工艺齐聚、奇人绝技云集，
中国传统艺术将被表现得淋漓
尽致。灵动欢快的民族舞蹈、别
具一格的幸运花轿、色香味俱全
的万国特色美食，吃喝玩乐一应
俱全。除此之外，更有捏面人、
画糖画、剪纸等传统技艺展现风
采，让喜庆的中国年增添浓浓韵
味。这个春节，让我们远离城市
的喧嚣和浮躁，到清华·忆江南、
中原影视城庙会一起寻找记忆
中的年味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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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信阳，一个山清
水秀之地，被誉为豫南明珠。受
地域影响，信阳的生活习惯偏南
方。不同于北方的春节，那里的年
味儿离不开三种味道：腊、卤、炖。

每年冬至一过，各家就开始
准备腊货。腊货几乎涵盖所有
的肉类：鸡鸭鱼、整刀的猪肉、牛
羊肉，甚至还有野味。常常是在
自家庭院的两棵树之间扯上绳
子，被腌制好的肉类就一排排挂
起，在冬日的暖阳里晒得出油。
与之呼应的，是地面台阶上一个
个簸箕里，摊晒着黄花菜、干木
耳、豆角什么的。白天晒晚上
收，每天重复，这是信阳人家家
户户的一道风景，年味儿也就在
这忙进忙出里慢慢飘散出来。

经过日晒的肉质和盐分会
产生一定反应，形成一种独特的
咸香。吃法上也是多种多样，爆
炒、蒸煮、红烧皆可。小时候不
懂，光喜欢挑瘦的吃，后来才知，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最好，腊油的
香混合着肉质的劲道，才是味蕾
最大的满足和家乡的味道。

与腊味搭档出场的就是卤
味。大人们一般提前一周开始
让卤锅飘香，猪耳、猪手、鸡翅、
凤爪为必选项，道道都是下酒好
菜。当灶头的卤锅开始咕嘟时，
孩子们最经不起诱惑，常常捞出
刚凉下就上手抓了来啃，祖辈们
见孙儿个个小嘴巴油光发亮的
贪吃样，便是最享天伦的时刻。

炖锅一般是鸡鸭鱼肉四个
锅，早早提前炖好，先炖香但不
炖烂，放置浸汁入味，到年三十
儿那一天，几个火头再同时开。

年夜饭桌上，一般四个炖锅
在中间，这种炖锅是信阳独有的
火锅，中间膛里生的是炭火，周
围一圈锅里是肉和汤。边煮边
吃，腾腾升起的热气伴着咕咕嘟
嘟的滚汤声，格外应景、热闹。
四周是八个凉盘，切好的卤肉、
蒸好的腊味、凉拌的木耳萝卜丝
等。这时，长辈们、男士们、孩子
们都已上桌，定有勤劳的妈妈还
在厨房忙着红烧、热炒。她常常
和最后那道菜一起上桌，擦擦手
坐下还忙着张罗大家吃喝，问问
今年的卤锅腊肉比去年味道如
何，大家定是一片赞赏。酒足饭
饱后，父亲会招呼我给叔叔伯伯
们添茶倒水，或者加加炭火，我
也乐得如此，感觉能做很多事的
样子，当然，不忘时不时看看时
间，心里盘算着快该领红包了。

恍然二十几年，两位祖辈
离开以后，我就再没回老家过
过年，所幸这些传统依然代代
相 传 。 年 的 方 向 连 着 家 的 方
向，等我的孩子们长大，定会带
他们去还原这些原汁原味的年
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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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催人老，匆匆又一年。临
近年关更让人觉得时光飞逝，韶华
短暂；临近年关更让人乡愁难置，忐
忑难安。行走于都市，辗转于异乡，
只能靠不停歇的工作麻木自己，可

“年关”终究到来，“过年”如“过关”
一般无从逃避。心中有一个地方，
让人魂牵梦绕，欲罢不能，这就是老
家，是文人笔下的故乡，是承载儿时
新年欢乐记忆的地方。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关于
新年的记忆，从腊八开始。也是从
这以后，年味渐浓，耕作了一年的人
们农事上迎来了“冬闲”，可生活的
节奏，却伴随着人们愉悦而急切的
心情加快了向新年迈进的步伐。村
里面更加热闹起来，孩子们的笑声
多了起来，春节一天天近了起来！

身在郑州，腊八节除了喝上一
碗粥，似乎别无它想。偶然的机会，
街头小巷遇见了腊八蒜，在爱人孩
子不解的目光中，喝了二两小酒。
之后，我大讲特讲腊八蒜在我记忆
里的位置，可是看着他们难以理解
的目光，唯有落寞苦笑。

假如说腊八加快了人们迎接新
年的脚步，那么祭灶（腊月二十三）
就是开启春节的“小年”。儿时记忆
里，从祭灶开始，直到元宵节，这段
时间都是新年。

现在回忆，想起来的不是春节
期间才能穿上的新衣服，丰富的食
物和为数不多的压岁钱，而是爷爷
奶奶还在，一些近亲晚辈初一当天
早早送来一碗饺子，盛满了亲情。
早饭之后，整个家族的晚辈会集合
起来，按照辈分、年龄，挨家去给老
人拜年。

从初二开始，十里八村路上都
是走亲访友的人，相遇之时，很多人
往往能热情聊上半天。因为互相嫁
娶，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诠释乡亲这
个词。

走亲访友之后，孩子们盼望的
是元宵节，因为那时候能打上一盏
灯笼，去村头和别的孩子疯上半夜。

记得村头开阔处，有老人扎了
一个走马灯，能让人啧啧称叹半
天。如果那段时间老人开心，他还
会放上一盏孔明灯，能让作为孩子
的我们看上好久，猜测飞到了哪
里。中间难免有孩子们打闹，最常
见的是灯笼之间互相撞击，很快就
有纸糊的灯笼燃烧起来，孩子哭着
闹着回家，空气中传来的是“灯笼灯
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

这些关于年的记忆，岁月镌刻
而清晰。可是，如果我回去过年，带
上我的孩子回到那个叫做“老家”的
地方，这些都还在吗？

村头老人已故去，走马灯、孔明
灯成了我们的记忆，我的孩子甚至
不知道什么是“灯笼会”，哪怕是他
今天也会在郑州居住的小区里举着
价值不菲的“状元灯”走来走去！

又到年关，如何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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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岁月留痕让岁月留痕让春节留声让春节留声
——中原地产人士贺岁忆年

每年春节前后，都有话题围
绕故乡展开，生活在现代都市的
我们，越是被各式各样的电音敲
打耳膜，为种种忧愁与纷扰难以
释怀，便越是贪恋如故乡般民谣
曲调中的纯净与恬淡。那些关
于故乡的记忆，平日波澜不惊，
当远离家乡在外生活时，尤至此
时，更容易撩动心弦。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
昼夜厨房与爱。家人就是不计
成本不惜代价也要去守护的人，
而过年则是加深这种羁绊，团聚
起不得不分离的家人们的隆重
仪式，举筷就用不能忘的故乡滋
味牵出眷恋，走进厨房，就是表
达爱的方式。

一场伟大的家宴，即是一出
用力的人生，我们必得吃到天荒
地老才最精彩。一场圆满的家
宴，即是一场味觉的苏醒，我们
必得吃到眼眶湿润才最温暖。

作家冯骥才说：“年味儿”，
并不是物质的丰盛，而应该是文
化的丰盛。在过年的日子里，生
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
了，当生活和理想混合在一起
时，就有了年的意味。所以，“年
味儿”始终都在，只是悄悄地改
变了旧模样。

儿时，它藏在妈妈忙前忙后
做的一顿年夜饭中，藏在孝敬长
辈的那一杯酒中，藏在守岁的执
着与喜悦中；如今，它藏在儿女的
欢笑声中，藏在发不停的微信红
包里，藏在一醉方休后的沧桑歌
声里。人心未淡，年味儿便不会
淡，生生不息，传统便血脉相承。

只是人至不惑，酒过三巡
后，留在心底的眷恋反而是最简
单的味道，妈妈刚出炉的热气腾
腾的山东大馒头，柔软温暖。犹
记得馒头在母亲的手里越揉越
白，圆圆的头顶泛着淡淡青光，
屋子里渐渐热气腾腾，那些成型
的馒头冒出热气。就这样，轻声
笑着，做着，揉着，就像一场盛大
的聚会。暖暖的东西在心间漾
开，有种淡淡烟火里的快乐与简
单的幸福。现在回想起母亲做
的大馒头，总有说不出的感动。
我知道，那里面不仅有劳动的艰
辛，更是她不曾说出口的爱意。

腊八，辞灶，除夕，守岁。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在渐远
的岁月里拥有了更多的智慧与
精彩，也越来越知道珍惜这种平
淡而深远的幸福。

从年轻到苍老，从相聚到分
离，从一个人的归心似箭到四世
同堂的期盼。也许团聚的理由
不再一样，但是故乡的温暖与幸
福却是唯一而深刻的羁绊，是无
论咫尺天涯都得以心安的念想。

此去经年，依然于此地盼永
久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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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三十儿回老家祭祖，发
现村里比以往多了些人气，外出打
工的村民基本上都回来了，但是年
轻人依然不多。父亲带着我们兄
弟，向家族里几位长辈拜完年，在老
院里燃放了长长一挂鞭炮，满地的
红炮纸屑，映着老房子门上贴的新
春联，才显得有一丝年味儿。随后，
族人相继到祖坟祭奠，缅怀我们的
爷爷、奶奶和其他先人。在我们驱
车从老家返回郑州的路上，我翻看
微信的朋友圈，发现有的一家四世
同堂，有的三世同堂，一大家人在一
起包饺子，吃年夜饭，其乐融融；也
有的一家两口、三口，吃完饺子，各
自玩着手机，冷冷清清。我家比较
传统，供爷奶，吃年夜饭，彼此祝福
发红包。

大年初一起床后，我便带着父
母，南下云南空气好又暖和的地方
过年。在一路向南往北望的路途
中，我是多么地怀念儿时春节的感
受和体验。那个时候，刚入腊月，我
们就已经开始兴奋。一到腊八节，
我们喝上一大碗热腾腾的腊八粥，
大街上也开始热闹起来，买上一串
又大又红又甜又酸的冰糖葫芦，还
有那些栩栩如生的各色糖人，或者
买一个琉璃砰啪来砰砰啪啪地吹，
遇见眼馋的小伙伴，可以分他一个
裹满冰糖的山楂或吮舔一口“糖人
悟空”的金箍棒，也可以让他们吹上
一口琉璃砰啪。

各家各户认真地做着过年的
准备。从腊月二十三开始，鞭炮声
就不绝于耳，年三十儿大家一起吃
年夜饭，给爷奶等长辈磕头拜年，
然后会收到一堆红包。最后就是
熬年熬福，熬得越久越晚越有福
气，我和兄弟们都熬得东倒西歪，
倒头就睡，天不亮被爆竹惊醒的时
候才发现早被父母抱到了床上。
初一天蒙蒙亮，小伙伴们开始集结
在一起，听到谁家放炮，就跑往谁
家捡哑炮，随后将哑炮中的火药攒
在一起，做成自制小烟花，看谁的
烟花升得最高、绽放的时间最长，
谁就会受到小伙伴的尊敬。初一
早上这顿饭必须要吃饱，吃撑为
止。饭后，开始给家族里面的长辈
拜年，彼此说着吉利的话，街上也
开始热闹起来，锣鼓声、叫卖声、嬉
笑声、吵闹声和鞭炮声，声声入耳，
玩龙的、舞狮的、踩高跷的，还有扭
秧歌的，热闹非凡。就是这样，每
天串亲戚，吃好吃的，玩好玩的，收
压岁钱，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吃元宵，提灯笼，逛灯会。年过完
了，大家都还沉浸在过年的滋味和
美好之中，并期盼着“来年春节”赶
快到来。

如今儿时的过节礼仪和快乐成
了遥远的记忆。但是每每到了春
节，便会将这些关于年的话题打捞
起来，常忆常新，温暖一个个春节，
照亮一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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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