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是有颜色的。
春节的主色调是红色。红色代表着喜庆、热烈与激情。

当红红的春联贴出来，大红的灯笼挂起来，整个村庄宛如一个
盛装待嫁的新娘，让人看都看不够。为了准备过年，在村庄里
不停奔忙的人们，因了这热烈的红色，因了这红色衬托出来的
过年的氛围，情绪也高涨起来，干什么都劲头十足。

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过年总要有一身新衣裳，新衣裳也
以红色为主。大红的棉袄穿起来，大红的围巾围起来，大红的
手套戴起来，红红火火的大年过起来。

过年燃放的鞭炮，自然也是红色的。有个谜语：一个娃娃
小不点，一件红袄身上穿，香火把它辫子点，大叫一声飞上天，
谜底就是“鞭炮”。当除夕零点的钟声响起，村庄里鞭炮齐鸣，
响声震天，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院子里白色的雪地上，落满
了红红的鞭炮碎屑。

按照老家的习俗，大年初一不动扫帚不扫地，因为财神爷
还没有走，扫地会把一年的财气也扫走了。于是这一地的鞭
炮碎屑，就那么留在那里，和白雪互相映衬，真正的白里透着
红，煞是好看。

家庭主妇在操持年夜饭，灶膛里红红的火苗窜出来，映得

炉灶前烧火做饭的人脸上也是红彤彤一片。
初一拜年，孩子们最期待的还是从长辈手里接过大红

包。小脸蛋都兴奋得像红苹果。
春节也有其他的颜色。过年当然要祭祖，黄色的纸钱在

火光中翻飞，代表的是后人在这个一年当中最为隆重的节日
里，对逝去亲人最深切的怀念。社会文明了，进步了，现在的
农村老家，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春节祭祖的时候，开始使用水
果、鲜花。

老家还有一个习俗，为春节增添了一抹绿色。供在土地
神、财神以及祖宗灵位前的各种美味佳肴，总要掐几片碧绿的
芹菜叶子放上去。如果供的是鸡，就放在鸡的嘴里，如果供的
是鱼，就放在鱼的嘴里。问过父母，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父
母也说不太清楚，只说是为了讨个好彩头，从他们小时候，他
们的父母长辈也是这么做的。

后来我特意请教当地一个民俗学者，他告诉我，在供品上
放芹菜叶，确实有过年讨个好彩头的意思，但更多的，则是包
含着对春天到来的期待与呼唤。

生活是多姿多彩、五颜六色的，那么春节，自然也应该是
多姿多彩，五颜六色的。

品味生活

春节的颜色 □ 苑广阔

口颐之福

年夜饭 炖鱼香 □ 管艳艳

作为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最爱吃的就是鱼。尤其是年
夜饭，一定要吃白洋淀炖大鱼。

白洋淀素有“华北明珠”之称，鱼肥水美，物产丰富。渔民
们靠水吃水，以水谋生。平日织网捕鱼，打苇织席，采莲卖藕，
以鱼代粮，生活中处处离不开鱼。逢节遇令必吃鱼，招待客人
必有鱼。

白洋淀人吃鱼有讲究，小鱼快烹，大鱼慢炖。渔民们平
时忙于生计，吃小鱼小虾的时候多，油盐酱醋一烹就好，简
单、快捷、方便。到了冬天，冰天雪地，河水封冻，当地谚语：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这时渔民们有了空
闲，走亲访友，邻里小聚，就要炖大鱼。大家推杯换盏，家长
里短，其乐融融。

在白洋淀，除夕年夜饭和初一早饭都要吃白洋淀炖大鱼，
鱼要选择鲤鱼，一般五斤往上。白洋淀水草丰茂，经过春、夏、
秋三季的孕育成长，到了冬季鱼肥肉厚，炖出来格外香醇。岁
尾年初，家家户户都吃鱼，意味着年年有余（鱼），寄予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母亲最拿手的就是白洋淀炖大鱼，每年除夕，母亲都挑十

斤左右的大鲤鱼，活鱼现宰现割，这样做出的鱼味道才鲜美芳
醇。大鱼一定要铁锅炖，柴火烧。先小火起锅，锅热放大油，
待油热后放花椒、大料，炒出香味，放葱、姜、蒜炝锅，这时母亲
还要放入自己亲手做的豆瓣酱，放入五花肉，煸炒至金黄，待
酱香味飘出，再倒入醋酱油。

白洋淀炖大鱼一定要掌握好醋与酱油的比例，一般醋的
比例要大些，醋能去除鱼的水草味和鱼腥味。母亲常年炖鱼，
眼就是秤，拿着醋瓶子咕嘟咕嘟倒，然后倒入酱油，保证不多
不少正合适。

待葱香、酱香弥漫开来，这时母亲才会将鱼下锅。锅里水
要没过大鱼五至十公分左右。母亲说“千滚的豆腐万滚的鱼”，
大鱼一定得用柴火炖，慢火煨。柴火壮而不猛，大而不燥，除夕
夜的鱼，个大肉厚还得整个炖，所以必须大火慢炖。一个时辰
左右，蒸汽氤氲中鱼香慢慢散发开来，芳香四溢，令人垂涎。吃
在嘴里，满口生香。肥而不腻，鲜而不柴，鲜嫩清醇。

都说除夕吃了母亲炖的鲤鱼，孩子们将来就能鱼跃龙门、
前程似锦。这虽是传说，却道出了白洋淀人对未来幸福生活
的祈盼。

一
□ 柏秀娟

可卧沙尘可步泥，皮囊从不附云梯。
田间有梦凭天阔，心底无私任水低。
阅尽红尘轻摆尾，量穷黑土稳操蹄。
河边几望青青草，腹满春华好驾犁。

二
□ 孟庆发

躬身仰啸垦桑田，大爱畦畴任在肩。
耸角霜尘犹注力，奋蹄星夜勿劳鞭。
曾临叠岭云泥里，且乐丰歌雨雪前。
无悔无闻终忘己，德声皓月照青川。

三
□ 王力权

几方护佑做图腾，执岁年轮占一更。
牧野荒铃横笛远，农田小路踏风轻。
殷勤不敢问寒暑，磊落何须计利名。
奉献甘为孺子梦，奋蹄当使鬼神惊。

四
□ 王友

自从炎帝始开田，便有神犀拓古塬。
二目凝思观世界，四蹄聚力垦荒山。
入敌可摆牤牛阵，出道能行函谷关。
再现江湖归本命，为民福祉惠坤乾。

五
□ 郑维范

犁坡耕岭拓荒川，自晓扬蹄岂用鞭。
只愿舔食三遍草，甘为捧奶百瓢鲜。
躬身阡陌承霜雨，昂首风尘笑地天。
坦荡无求诚可敬，平凡造就不平凡。

六
□ 于福杰

晓风暮雨垦荒原，秋运春犁汗洗肩。
憨直听驱总解意，辛勤任励勿须鞭。
铁蹄踏陌骄阳助，豪气当关敌胆悬。
谦逊无私从不已，魂威业敬势冲天。

七
□ 曹伟

篱边静卧数星洲，力垦荒芜枕畔流。
玉骨横陈千顷地，威名浩荡几春秋。
独亲素草常归晚，偶恋银河寄远由。
举首长空持一怒，漫天雾水顿晴悠。

八
□ 王淑君

形拙貌丑立荒原，燕哂蝶讥羞比肩。
讷状常常遭众讽，憨心每每惹人嫌。
犁云播雨春连夏，咀草食蒿暖共寒。
千载耕来烟火色，德馨从未负皇天。

咏牛诗一组
丑牛辞岁去，寅虎踏春来。时序更

替之际，向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牛道一
声感谢并致敬。在此，特选登八首咏牛
同题诗，从不同侧面，讴歌牛的神采美
德，激励大家争做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
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

——编者

回乡打糍粑 □ 秦和元

乡村纪事

农历腊月，收到高中老同学的微信，让我到他的老家去打糍粑。他说：“你不是一直对
失传多年的‘六人打法’感到遗憾吗？今年春节，我们村恢复啦，快回来过过瘾吧。”

看到这样的信息，我第二天就回到了家乡，赶往他老家的村子。
经过浸泡的糯米更加雪白，捞入硕大的蔑筲箕沥水，再盛进大木甑里，搬到大灶的大锅

上，用长木筷均匀地插一些气眼。入冬剔柯疏林时就准备好的松木劈柴，爽干爽干的，灶膛
里大火熊熊燃烧。不一会，大锅四周，开水白花翻滚，大甑盖子的缝隙里白雾喷射，蒸气腾
腾，弥漫的雾气和浓浓的糯香充盈灶房，溢满院落，飘散村庄。好几家的大灶大锅都用上
了，乡亲们适当错开时间蒸糯，一整天，村子里都弥漫着醉人的糯香。

石制的糍粑缸有年代了，很陈旧，却完好无损，洗干净后，粗麻绳绑了，两个壮汉将其抬
到小组长的堂屋里，开水将糍粑缸内壁四周淋一淋，毛巾吸水，擦干，一大甑喷香的糯米饭
倒入臼缸中。六个壮汉手握新做的檀木或霜木粑棍，在糍粑缸四周环形摆开，先用粑棍慢
慢地将糯米饭严严实实地按入石臼，接着各自捣起来，一阵乱棍之后，随着一声“走起”，一
三五抽，二四六落，步调一致，节奏整齐，铿锵有力，“吭哧、吭哧”的号子声越来越疾，壮汉们
的动作越来越快，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沿着粑缸密密匝匝的捣一圈，再在中间捣一阵，糍粑
就打到六七成熟了。紧接着，由两人把糍粑整体撬起来，在空中翻个面，“嗵”的一声，掼入
石缸中，又是沿着粑缸捣一圈，在中间来几下。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几分钟时间，一缸糍
粑就打好了。

这正是多年前的情景，真真切切地再现了。
第二甑，我要求上场了。开始，糯米饭没有捣烂时，还很轻松，几下之后，粑棍就被糍粑

粘住了，难以拔出来，不过还好，另外的三支粑棍立马捅下来了，正好把我们粑棍上粘黏的
糍粑撸去，我们的三支也就容易抽出来。咚！咚！咚！咚！乡亲们夸我是老手，配合得好，
我经不起表扬，接连打了三缸，还好，不是很累。

六人打法科学合理，省时省力，打糍粑如同打铁，趁热打出来的糍粑熟烂、软糯、糍性
足，格外好吃。村里人聚在一起打糍粑，人多力量大，左邻右舍互帮互助和睦亲切，大家热
热闹闹，祥和喜庆的年味就浓起来了。

打好的糍粑撬到案板上，妇女们麻利地将滚烫的糍粑一坨坨揪下来，填入木质的模具
里。底部雕刻着“福”“禄”“寿”“囍”“吉”“祥”“如”“意”字样的小模具是村里的有心人保存
下来的；圆圆的大模具里多了一款“中国梦”，寓意吉祥，增添了新时代色彩。

孩子们都围过来看热闹，不同的是，以前，孩子们得到一小坨热糍粑，欢天喜地地跑开
了，现在的孩子却没那么稀罕那坨热糍粑了。

是啊，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坨热糍粑是难得的美味；而在物质极其丰富的今天，
有各种各样的美味食品，一坨热糍粑很难勾起孩子们的馋虫。但富起来的村民们还是恢复
了老式打糍粑的习俗，在我看来是一种怀旧，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用我们湖北红安话说，
就是“韵韵那个味儿”。

“百虎贺岁”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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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农村，每到年脚边，农民都要酿米酒。将糯米倒进箩
筐，冲入井水清洗，放进小缸内浸泡24小时。取出，用清水再
洗一遍，放到一只蚕匾中将米水沥干，放入大锅内蒸。蒸熟
后，取出降温，温度要掌握好，以30多度为宜。将糯米倒进一
只清洗干净的大圆缸，把碾成粉末的洒曲均匀地洒入糯米中，
搅拌均匀，用锅铲铲平压实，中间挖个洞，盖上一张塑料薄膜，
扎紧密封。

大约 36 小时后，打开密封的塑料膜，将配好的开水倒进
缸里，再密封。几天后，打开，顿时一股酒香扑鼻。米酒放到
明年都不会坏，可慢慢喝。米酒有通经活络、润肺补气之效
果，适量饮用对身体有好处。

过年家里来了客人，烧饭时蒸一壶，用热腾腾的米酒招待
客人。米酒要温热喝才好，这样即使菜凉了，吃到肚里也暖暖

的。客人吃着酒，非常开心。米酒十几度，香甜，微辣，不会喝
醉，深受农民喜爱。壶干了，主人便吩咐老婆再去温一壶酒，
这酒要慢慢吃，喝得尽兴才好。

年过好了，米酒还没喝完，几个村民便相约到小阿四家
聚一次，有的带上酒，有的带花生米，有的弄碗胖蚕豆，有的
搞点肉，大家决定痛痛快快把剩余的米酒喝完。昏暗的白
灯下，四五个人围成一桌，搭点酒，咬一粒花生米，夹一小筷
肉，有说有笑，有滋有味。这种村民间随性的相聚十分难
得，也非常开心，聊当年的收成，说拜年的情景，谈社会的变
化，扯村民的性格家事，这生活就融进了酒里。不是亲戚胜
亲戚，这酒总要喝到半夜，瓶底完全干后，几个人才散场。
来年，这米酒也是一定要做的。有酒喝，这生活就有奔头，
有希望。

故园情思

农家米酒香又甜 □ 姚孝平

那年，我与他恋爱了半年多，觉得他这人各方面都不错，
就带他回到老家见家长。谁知，我的父母对他一点都不满
意。他相貌平平，个子不高，离如今说的“高富帅”差了十万八
千里。还有，他家在外地，所以父母一直反对我们交往。

后来的日子，他殷勤地到我家跑了好几趟，父母的态度却依
旧没有改变。春节前，他带上精心挑选的礼品，来到了我家。

那天是腊月二十七，父亲正在院子里写春联。写春联对
父亲来说是个大工程，他嫌屋里太挤，都是在院子里摆上桌
子，准备好笔墨，热热闹闹地写起来。父亲做过十几年的乡村
教师，写得一手好字，所以每年都有很多人来求他写春联。每
年的这个时候，村民们就给父亲送来一卷卷写春联的大红纸，
还捎带送上点花生、糖果之类的年货表达谢意。对父亲来说，
那是他比较得意的事。

我和他进门时，父亲抬头望了我们一眼。他赶紧打招呼，父
亲不冷不热地嗯了一声。他尴尬地冲我笑笑，一脸无奈。父亲
忙着写春联，他只好把礼品放下，帮着母亲打扫屋里屋外。

春联太多了，父亲忙个不停。天很冷，父亲不时把手伸到袖
口里暖暖，还总是吸鼻子。他看在眼里，走过去说：“叔叔，你到
屋里暖和一会儿吧。我来写！”父亲抬起头，疑惑地看了看他。
我赶紧说：“爸，他是他们单位的才子呢，这点事难不倒他。”

他拿起毛笔，熟练地写了起来。他提笔的姿势很潇洒，起
承转合，收放自如。父亲在一边看着，脸上渐渐露出了满意的
神色。他写好了一副，问父亲：“叔叔，你看我写的还行吧。”父
亲终于开口说话了：“不错，不错！”他笑笑说：“我专门练过柳
体的，但是写出来的字还不如您写得好。我最喜欢您写的这
个‘瑞’字，看着都有祥和的气息。”父亲哈哈地笑了。他埋下
头，接着写。

他在院子里写春联，父亲在屋里和我说话。其实，我知道父亲这个人一直有“秀才情
结”，最欣赏识文断字的文化人。父亲对我说：“都说字如其人，他的字，端正大气，看得出来
是个正直诚实的人。还有你看他写字时的样子，很认真，说明这个人做事专心，不会三心二
意。另外，他态度谦虚，是个老实诚恳的人……”我心里佩服父亲察言观色识人的能力。还
好，他禁得住考验了。没想到写春联这样一件小事，让父亲对他的态度彻底改变。

春联写好了，乡亲们纷纷来拿春联。大家看看春联上的字，都说：“您的字写得越来越
好了！”父亲不解释，脸上却一脸笑意。

那年刚过了春节，父亲就对母亲说：“给闺女准备嫁妆吧！”母亲说：“女婿是你选的，我
放心。”我偷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心花怒放。

农历虎年将至，山东省枣庄市垎塔埠街道的66岁民间艺人阚宗勤利用1个多月时间创
作出100只“贺岁虎”，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 吉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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