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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年三十晚上吃饺子，这是
我们北方人过年的习俗。
在我的老家，还有一个习
俗，就是在年三十包饺子
时，人们把红尖椒和一角硬
币包在饺子里。谁吃到红
尖椒，来年日子就红红火
火。谁吃到硬币，来年就会
财源滚滚。

记得我10岁那年的大年
三十晚上，父
亲、母亲一直
在厨房里忙
着包饺子，我
看见母亲拿
着一个红尖
椒和一枚一
角硬币，用开
水烫洗后，分
别包到了两
个 饺 子 里 。
等饺子煮熟
后，母亲把饺
子端到桌子
上 ，对 我 们
说：“今年有
两个幸运饺

子，谁吃到谁就是咱们家的
福星。”看着热气腾腾的饺
子，我们姐妹仨都垂涎欲
滴！我迫不及待地把饺子一
个个咬开查看，当我的饺子
所剩无几时，还没吃到幸运
饺，我有点失望了。吃到最
后一个时，我终于咬到了一
枚硬币，我欢喜雀跃地大声
说：“我吃到幸运饺了！”一会
儿，父亲眉头一皱说：“好辣
啊！”一看，原来是父亲吃到
了红尖椒！母亲和我们姐妹
仨都哈哈大笑起来，父亲也
笑得合不拢嘴……

30 多年过去了，如今，
我已为人妻，为人母，女儿已
经12岁了。70多岁的父亲、
母亲已经白发苍苍，步履蹒
跚。我决定今年大年三十把
父亲、母亲接到我家来过年，
并准备给他们一个惊喜。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全
家人欢聚一堂，热闹非凡。
我和老公早早地就开始准备
年夜饭了。饺子馅是我最爱
的荠菜、香菇、猪肉馅。我把
准备好的两枚一角硬币和一

个红尖椒烫洗干净后，悄悄
地把它们分别包在了三个饺
子里，并做了记号。等饺子
煮熟后，我又悄悄地把三个
幸运饺盛到了三个盘子里端
到饭桌上。全家人围坐在一
起其乐融融地开始吃年夜
饭。热气腾腾的饺子，再配
上一盘翠绿的腊八蒜，令人
馋涎欲滴。我学着母亲的样
子说：“今年我包了三个幸运
饺，谁吃到，谁就是咱们家的
福星。”我的话音刚落，女儿
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像极
了我小时候的样子。父亲、
母亲对我包的饺子赞不绝
口，没想到，父亲第一口就
咬到了硬币，一会儿，母亲
也咬到了硬币，两位老人高
兴得合不拢嘴。突然，女儿
啊了一声，原来是她吃到了
红尖椒，辣得她满脸通红，
脸蛋红得像红苹果一样！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幸运饺饱含着全家人
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期
盼和对亲人美好的祝福！
愿所有美好皆能如期而至！

初三，雨后。小鸟叽叽喳喳
叫着，孩子们手拿柳条互相追打
嬉闹，咯咯笑着。湛河边，游玩散
步的人们已告别笨拙的棉衣，穿
上了轻松薄软的春装。堤岸上，
小草和迎春花饮着雨水的珠子，
伸展着腰肢，绿树下，打牌踢毽子
的，弹唱放歌的，把个春天闹得欢
天喜地，美好的时光，香甜的味
道，在湛河两岸绵延着，流淌着。
春风轻柔地吹在面孔上、眉梢间，
吹在每个人的心间。

下午，三点多的太阳洒在树
枝间，阳光虽有些刺眼还是柔和
的暖，风儿把嫩嫩的柳叶唤醒了，
把小鸟的双翅舒展了，把柳枝梳
理得飘飘欲仙。春风吹开了人们
关闭了一冬的心门，把人们心中
的希望与期待播撒。在青年公园
东南方向一个小石桌旁，三位中
老年音乐爱好者正合奏一曲《女
儿情》，一人用的是电吹管双簧，
另两位手持大提琴和小提琴合
奏。那位拉小提琴的男士，中等
身材，着一件咖啡色西装，脚蹬黑
皮鞋，一派英国绅士的气质，他体
态略瘦，前额头发自然卷曲，鬓角
发丝已是花白状，他一直在站着
拉小提琴。选歌定调，他一一听
取另外两人的建议，找缓慢的乐
曲入手练习。从《真的好想你》到
《天路》等八九首老歌，他们一一
尝试了一遍。之后让我播放手机
上的录音，三位老师听后都说好，
第一次出门合奏，大快人心。交
谈中得知他们三位是我市教育系
统的音乐老师或体育老师，今天
第一次组合演奏成功，给了他们
很大的信心。他们热烈地讨论
着，说今年将更新各自的乐器，电
吹管的市价是一万七八，电声大
提琴和电声小提琴也都是一万多
元。这样一笔投资需少喝酒，少
抽烟来筹集资金。移步向东走百
十米，还有个以老年人为主组建
的合唱团，正在合唱《谁不说咱家
乡好》。我也不由得站在队伍中
唱了起来：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
朵朵白云绕山间……谁不说咱家
乡好，一阵阵歌声随风传……

河风柔和，柳条抽新，水波潋
滟，我自凭槛。想起顾城的一句
诗：像三月的风扑击明亮的草垛，
春天在每个夜晚都数着她的花
朵。

诗仙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
序》的开篇写道：夫天地者，万物
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
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
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
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
独惭康乐。

古往今来，春天每每撩动起
人呼朋唤友高歌畅饮的情怀，正
月初三，春光春色、春风春情，谁
不说咱家乡好，幸福的生活千年
万年长。

读过一篇名为《年的记
忆》的文章后，童年的记忆涌
上心头，一幅幅儿时的画面
浮现眼前，使我思绪万千，久
久不能平静。

还记得有人曾这样描画
过年情景：“锅碗瓢盆酱油
醋，百货商品小卖部，新鲜点
心江米条，胡辣汤油条臭豆
腐卖得最快，挎着竹篮购年
货，货比三家满街转。南街
戏台刘大哥，北街唱起王三
姐，老少爷们来串门，烧鸡花
生下酒菜。闪闪路灯眨眼
睛，卫士一样彻夜不睡，它像
灯塔指方向，过年情景真热
闹，大人不睡煮肉忙，小孩不
睡放鞭炮。”镇上集市一派熙
熙攘攘的热闹景象，让人仿
如置身《清明上河图》中。虽
然那时物资匮乏，但俭朴的
生活仍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儿时过年时的场景浮现
在眼前：年前年后各家灯火
彻夜不熄，临街商铺纷纷在
门外摆上地摊，地摊上的年
货五花八门，商品还挺齐全，
花椒茴香八角、萝卜白菜、粉
条海带、大枣鱼肉样样都有，
排队扯布做新衣服的人最
多。邻里街坊，三五成群，挎
起竹篮到镇上购买年货。乡
亲们把攒一年的用心爱的小
手绢包裹了好几层的辛苦
钱，从怀里掏出来，毫不吝啬
购买年货。乡亲们除了购置

春节必备品外，还会买上糖
果、瓜子、核桃和爆米花，招
待过年来家拜年的亲戚朋
友，到了初一挨家挨户拜年
的时候，孩子们上衣和裤子
兜里装进各色零食坚果满载
而归，这种过年独有的满足
感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对于孩童时期的我来
说，过年承载着最美好的梦
想和希望。一进入腊月，父
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
是：“你哥嫂、你姐都该回来
过年喽，得好好准备准备。”
盼望亲人们回家过年的心情
是那么急不可耐，一听到要
全家团聚的消息，我就开始
天天扳着指头算算，好不容
易挨到了小年这天，又开始
不知疲倦地收拾打扫，虽然
有时累得站着都能睡着，但
还是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
劲，直到哥嫂进家才肯休
息。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
一起，听着噼里啪啦的鞭炮
声，吃着母亲包的饺子，品尝
父亲做的一手好菜，手里
攥着两毛钱的压岁钱，
真是幸福满满！

那些年，父亲是
供销社的采购员，平
时很少在家，按母亲
的话说是南北二京
经常跑，在远近三里
五村，也算是见过世面
之人。父亲为人诚信厚

道，老少爷们都喜欢找他下
棋，喝小酒。每逢过年，父母
也都会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
坐坐，下酒菜一般是醋熘白
菜萝卜丝，油炸花生豆腐条，
隔壁宋家拿烧鸡，外加一些
鸡爪鸡肝鸡胗子。父亲酒量
不大，最多二两酒，喝到高兴
处猜枚猜他最爱的老五魁。

脑海最深处年的味道，
就是这样的热热闹闹、红红
火火。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了，很多人家选择到饭店酒
楼团圆，自然也省去了很多
煎炒烹炸的麻烦。

没有什么节日能比春节
更让人魂牵梦萦。家人们欢
聚一堂，回顾过去，展望未
来，把酒言欢，共祝美好，我
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以新
的面貌、新的气象去迎接新
的愿景，这份神圣、这份隆
重、这份喜庆，催生出人们勇
往直前不断奋进的动力。

年味儿 □袁玉辉（河南平顶山）
初三的味道

□侯旭东（河南平顶山）

幸运饺 □谷慧丽（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