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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里的幸福味道
□李成炎

腊月，一年之中最冷的时节，却也是温

暖的港湾。这个时节，不论身在何处，心总

会随着飘雪的方向，悄然回到那个叫做家

的地方。

我小时候，腊月是母亲最忙碌的时

候。厨房里，柴火“噼啪”作响，锅盖“噗噗”

冒着热气。母亲的手如穿花的蝴蝶，在各

种食材间飞舞。她用那双被油烟熏得有些

发黄的手，捏出一个个饺子，包进了一家人

的团圆和幸福。

那时候的腊月，天寒地冻。但厨房里

却温暖如春，那是家的温度，是母亲的温

度。每当大门外传来孩子们嬉戏的欢声笑

语，我知道，那是年的脚步声，它踏着腊月

的节拍，缓缓走来。

腊月里，村里的年味越来越浓。大人

们忙碌着准备年货，孩子们则兴奋地等待

着新衣和红包。村里的老槐树下，常有三

五成群的老人聚在一起，谈着过去一年的

收成，规划着新的一年。他们的脸上洋溢

着满足和期待，仿佛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

好年景。

那时的我，对年的期盼和现在的年轻

人对明星演唱会的期盼并无二致。那时没

有繁华的商业街，没有高楼大厦，但有那古

朴的老街和琳琅满目的年货。我记得那年

腊月的一天，我和父亲一起去置办年货。

街上人群熙熙攘攘，热闹不已。父亲拉着

我的手，走过一家又一家摊位，买下了各种

类型的年货，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满足，

仿佛置身于一场盛大的狂欢。最后在一家

卖糖果的小摊前停下脚步，父亲特意为我

挑选了一包糖果。我兴奋地拆开包装，一

颗颗甜美的糖果滑入口中，化作了一股暖

流，涌向心头。

那时的我们，虽然没有现在这样丰富

多彩的娱乐活动，但我们的快乐却简单而

纯粹。那种与家人团聚的温馨和幸福感，

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

如今的我离开了那个小村庄，来到了

繁华的城市。每年的腊月，我都会想起那

个纯真的年代，想起那个充满年味的厨房，

想起那个甜蜜的糖果和父亲那满足的笑

容。

腊月，是年的味道最浓的时节。它不仅

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情感、一种记忆、一种

传承。它让我们明白，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家的味道、年的味道永远都不会改变。

在腊月的尾声里，我也会为家人准备

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看着孩子吃得津津

有味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那个

厨房，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村庄。我明白，

无论我走得多远，我的心始终与那个地方

相连，与那个腊月的味道相连。

腊月，是家的味道、是年的味道、是幸

福的味道。它让我们明白，无论身在何处、

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变迁、家的味道永远都

是最温暖的港湾。

□管淑平

每每到了腊月，人们又从先前的一段

清闲中抽离，投入到打年糕的忙碌。打年

糕，既是我国的传统，也承载着乡里人家浓

厚的情谊，更何况，那小小的年糕还潜藏着

人们诸多美好而朴质的期望。

年糕，取其“年高”之意，暗含着农人对

身体健康和年年高升的愿景，又因“年”与

“粘”同音，象征着团圆和相聚，因此，入了

腊月几乎家家户户就得忙着打年糕，这也

成了我们家乡的一道风俗。

到了打年糕这天，刚下肚不久的早饭

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家里的所有成员纷纷

行动起来忙着打糕。长辈们拿出秋季收获

的稻米，去其外壳，泡至软糯，放在大灶上

的蒸屉熊熊火焰，直至蒸熟。我坐在灶台

前，使劲儿地摇着鼓风机，不到半个钟头，

蒸锅内就开始呼呼地冒出白气，稻米的清

香气息也随之飘了出来。这让我忍不住竟

悄悄地扯了一小块儿下来，趁着长辈们在

院坝里忙碌，赶忙塞进嘴巴，也甭管烫嘴与

否，吹吹呼呼，吃得津津有味。

唇齿间，稻米清甜软糯的味道还未散

去，打糕的环节在长辈们的欢笑声中拉开

了序幕。蒸熟了的糯米被长辈们依次端到

院前的梅花树下，石臼早已稳妥摆放。父

亲拿着木槌负责打糕，母亲则戴上手套在

旁负责翻拾石臼中的糯米。只见父亲一手

紧紧地抓着木槌子的末端，另一只手麻利

地握着槌子前端部分，一槌下去，软糯的米

就被砸出了一个凹槽。母亲也丝毫不落

后，眼疾手快地将米团翻了一翻，又熟练地

往糕团中加了一勺水。一次，两次，三次

……随着父母那明确的分工和恰到好处的

默契，米团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先

前还是软软的米团，到了这会儿，已经变得

有几分粘人了。米香夹杂着甜甜的糖分或

深或浅地飘散在空气里，惹得我直咽口水。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心里面突然蹦

出了一个想法，也想去过一把打糕之瘾。

趁着父亲在休息的时候，我便悄悄地溜到

石臼前，学着父亲的样子尝试一下打年

糕。当我握着木槌的时候，才意识到这其

中的不易。别看笨笨的木槌不怎么显眼，

但却是真的沉重，若非胖者之一员，我也绝

对举不起那槌子的。木槌是举起来了，但

向石臼里的米团一锤下去，发现又抬不起

来了，木槌被糯米团牢牢地粘住了，像是陷

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时，在旁的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就

笑呵呵地说：“娃，打年糕可不是这样打

的。首先气息要顺畅，其次重心要稳当，再

者劲儿要向一处使去。”于是，我按照父亲

告诉的法子，又尝试了几下，就比先前流利

多了。不过，因年龄小，体力有限，还没打

几下就隐隐觉得力气已到极限。可我的心

里却是高兴的，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也明

白了很多道理。做事情是需要讲究方法

的，即便是再大的难题，慢慢磨合，也会过

去的，就像打糕一样，愈打才愈有感觉。

当母亲从屋子里端着几块切好了的年

糕出来时，我小小的脸颊也悄悄地开出了

一朵花，那是幸福和满足的表现。梅子树

下，梅花飘香，年糕的味道，家人们的欢笑

声久久地洋溢在空气中，挥之不去。腊月，

在这飘香的糕点里，变得厚重，过年，也在

热乎乎的味道里丰盈、隆重。

犹记腊月打年糕

□王国梁

腊月里，天寒地冻，北风凛冽。但在我

的记忆中，腊月却是温暖的。腊月是冬季

的温情篇章，是寒冷中的暖色记忆。

年年岁岁，流光匆匆，转眼间一年将

尽，腊月到了。“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

祭以报功也。”腊月是新旧更替之时，自古

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腊月。人们喜欢在

腊月里把一年的收获做一下清点，然后向

祖先神灵供奉祭品，报告一年的收成。腊

月里，人们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中，天上

人间，一派祥和。腊月，是我们抒写的一首

动人诗歌，是我们描绘的一幅暖色长卷。

暖色腊月，是灵动多姿的。枯寂的冬

天，到了腊月仿佛是被什么唤醒一样，忽然

间变得生动了，天地之间一下子多了活跃

的音符，舞出了欢快的旋律。孩子

们总是最敏锐的，他们听到母亲的

一句“进腊月门儿”了，便欢

呼雀跃起来。进腊月门儿，

意味着迎接新年的各种仪

式将要拉开序幕，意味着年

指日可待了。于是，孩子们掰着手指算起

来，腊八喝腊八粥，二十三吃糖瓜，二十五

做豆腐……年就在眼前啦！孩子们的情绪

很快在腊月的天空下发酵，大人们也跟着

欢腾起来，连树上的鸟儿似乎也感受到欢

乐的气氛，跳动得更加活跃了，到处洋溢在

期待和喜庆的气氛中。孩子们的眼神中多

了憧憬，大人们的脚步下多了欢快。大家

奔走在腊月的寒风中，异常兴奋。天是冷

的，心却是暖的。

暖色腊月，是喜庆热闹的。乡村的腊

月，是狂欢之前的精彩序曲。人们纷纷行

动起来，准备迎接新年。年货是一年年景

的象征，一定要准备最好的。平日里节俭

的人们，都前所未有地慷慨起来。向祖先

神灵供奉祭品，可不敢有半点马虎。另外，

丰盛的年货也是对一家人一年的犒赏。春

种秋收，辛劳了这么久，终于可以享受一下

劳动成果了，怎能不兴奋？迎新年的喜悦

心情，还要通过各种庆祝活动表达出来。

村庄里搭起了戏台，锣鼓家伙一响，村庄就

沸腾起来。村民们还自发组织了秧歌队、

高跷队等，早早就开始排练，准备在喜庆的

日子里一显身手。腊月里，人们奔走忙碌，

载歌载舞，悄然把暖色铺陈晕染开来。

暖色腊月，是温暖祥和的。腊月里的

人，脸上都是带笑的。人们见了面，热情

地打着招呼：“去赶年集了？买了啥年

货？”“今年多买点年画，家里老人喜欢！”

村里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格外受人尊

重。“他三叔，哪天帮我家写春联吧！”“好

啊，今年的春联都是在外面上大学的孩

子们编的，又喜庆又吉利。咱赶上好时

代了，孩子们想说的话，都编到春联里

了！”人们的话语中，透着对美好未来的

期盼和展望。有些乡邻之间往日里有点

小矛盾，趁着喜庆的日子，互相打个招

呼，一笑泯恩仇。人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期待是一样的，情与情更容易共鸣，心与

心更容易相通。人人都那么温和善意，

大家努力把日子过得和顺舒心，图的是

大吉大利。腊月里，四邻的主妇们自发

联合起来，一起磨豆腐，蒸年糕，相互协

作，加深感情，感受生活温情。

暖色腊月，人间长卷。年年岁岁，温馨

永在！

温暖的腊月

□张文追

冬日初阳照大地，万物沉睡显寒意，
五谷丰登迎新年，梨铳放进大堂沿。

冬季到，暖要保，用电用气少不了，
单位家庭都记牢，防火安全很重要。

现在生活都不错，家用电器种类多，
同时使用负荷大，损伤电路易起火。

列举几样小电器，日常应用要注意，
一旦粗心很危险，小火成灾大事体。

电热毯，暖又暖，规范使用理当然，
拆叠不当电外传，小心驶得万年船。

电熨斗，随手走，烫平衣衫能除趋，
用完随即电切断，熨斗底盘要凉透。

各色家电讲不齐，奉劝还是小心点，
冬季因为万物干，一不小心祸根起。

说过用电说用气，一日三餐不能离，
洗澡洗衣一件件，严防漏气最关键。

讲过家庭讲集体，工商企业也得提，
安全生产电和气，日常检修要抓严。

提过室内提室外，冬季物燥满地扬，
烟头起火难收场，安全防火树榜样。

山火无情要当心，护林也是大事情，
上坟不要烧纸经，发生火情恢煞人。

冬季防火重在防，一旦起火不要慌，
119 电话记清爽，及时报警顶重要。

有了火情命关天，逃生通道不可闭，
财物脑后靠单边，快速逃命第一件。

楼房着火心不惊，床单结绳好救命，
捂鼻捂嘴湿毛巾，火情走向要看清。

燃气泄漏不要慌，快关阀门速开窗，
切不开灯手乱忙，室外报警心可放。

安全通道保通畅，杂七物品别乱放，
基本道理要知晓，性命不是开玩笑。

灭火器材是个宝，关键地方不可少，
使用三步请记牢，拔销压柄火根扫。

冬季防火安全保，平安欢乐年过好，
安全意识记得牢，双手定捧金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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