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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姐姐打来电话，激
动地说：“还没有起床吧？肉，已
经给你买好了，花肉，不肥不瘦，
皮白肉鲜……”听姐姐那语气，
就知道她有多高兴了。

还不到腊月中旬，姐姐就给
我打电话，说离县城她家十多公
里的沙河南某村有好多农户养
猪，肉比县城和市区的一斤便宜
好几块，比纯饲料肉好吃，她已
经给妹妹买了十多斤，准备再给
我买一些。当时我考虑到，一来
疫情形势日渐紧张出门不安全，
二来姐姐自己不会开车来往还
得舍脸去求别人，三来离过年还
早着呢，于是就劝她不要为我买
肉的事情操心了。谁知过了两
天，她又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又
去卖肉的地方了，因为疫情，市
场关闭了，言语之间带着遗憾的
味道。

转眼到了农历腊月十三姐
姐的生日，我让妻子给她发了
200元微信红包，表达我们的一
点点儿心意。到傍晚时，姐姐
仍然没有领取。任凭我和妻子
轮番相劝，她执意不收。而此
时，姐姐却对我们说，卖肉的人
下午给她打了电话，说第二天
一大早有肉，她准备再过去给
我买肉，然后让妹夫给我捎到

市区。她还说，她打算让卖
肉的人顺便把肉分割

成小“肉方”，

到时候我只用把肉洗洗煮煮就
行了。第二天早晨，她告诉我
买到肉的时候，又专门提到了

“肉方”的事情，说：“管市场的
人催促着收摊儿，没来得及分
割，只好你自己操作了。”可以
听出，她在高兴中又带了一些惋
惜。

姐姐就是这样的人，对我们
关心备至，让姐弟四人的手足亲
情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姐姐比我大八岁，比妹妹和
弟弟大十多岁，我们小时候几
乎 都 是 在 姐 姐 的 背 上 长 大
的。父亲常年在外教书，母亲
多病，从我记事起，姐姐就是
家里的顶梁柱。除了上学，挑
水做饭、拾柴割草、照顾弟妹、
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哪一样都
少不了她。改革开放以后，姐
姐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回
家乡教书，之后嫁到了县城，
工 作 也 调 进 了 县 城 的 机 关
里。随着我们一个个长大，姐
姐对我们的上学、工作、成家，
哪一样都操心、出力、花钱，尽
力地帮助我们。后来，我来到
了市区工作安家，弟弟妹妹也
都在县城工作安家了。

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
姐姐对二老独自生活在老家不
放心，率先把父母接到自己的
身边服侍。父母相继去世后，
姐姐又毫不犹豫地拿出积蓄，

带领我们操办二老的后事。眼
下，弟弟妹妹也即将步入老年，
已经“奔七”的姐姐仍是一如既
往地关照着我们。今天给我们
买些枸杞、红枣、蜂蜜，明
天打几斤三七、山楂、黄
芪粉，后天再把自己蒸
的豆包儿、肉包儿分给
我们品尝，时时牵挂着弟弟
妹妹们。

有了姐姐这个好榜样，我
们姐弟四家相亲相爱，其乐融
融。平时，谁家有了新鲜食物，
总要分给大家共享；谁家有了
事情，大家就齐心协力，共同分
担。逢年过节，姐弟间互送鸡
鸭鱼肉、粉条、木耳、香油、调
料、自制米酒，交流饺子馅儿的
创新做法，探讨荤素菜品的制作
技巧……

今年春节，姐姐、妹妹、弟
弟又早早把年货给我捎来了，
有 新 鲜 的 大 肉 、新 榨 的 香 油
等，这些承载着浓浓亲情的年
货，让我对亲情有了更深的理
解。

亲情是伟大的，它能把亲人
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哪怕
在天南海北；亲情是无价
的，它能让你感受到春
天的温暖，哪怕在
严 寒 的 冬
天。

浓浓亲情赛春暖

春节舞动着妙曼的身姿，款
步而来，粉条也进入了销售旺
季。看着大捆、小箱购买粉条的
人们，不禁让我回味起那些年粉
条做的美味佳肴。

进入冬闲天，父亲就把红薯
从地窖里取出来一两百斤，经
过淘洗、粉碎、过单、沉淀，红薯
变成了红薯粉。待天寒地冻
时，父亲就喊着邻居一起下粉
条。一口大锅添满水，炉火烧
得很旺。红薯粉在大盆里和成
粉团，待大锅里的水沸腾起来
时，师傅就把粉团放进一个叫
漏子的模具里，然后用木槌啪
啪地打砸，粉团顺着漏子变成
一根根细粉条直接下进锅里。
一旁的帮手拿着两根细长的竹
竿，快速将锅里的粉条捞出来，
过冷水后挂在一尺多长的木杆

上，帮忙的人们把成杆的粉
条挂在长长的杆子上或者

绳子上控水。

我们几个娃娃站在大人跟
前，眼巴巴地看着那热气腾腾的
大锅，恨不得下手去抓一把热粉
条来解馋。父辈们看透了孩子
们的心事，将散落在锅里的碎粉
条捞进小盆子里，让我们端走
浇上蒜汁拌匀了吃。虽然没有
一滴香油，可那滋味真叫一个
爽！大伯还偶尔悄悄抠出一块
粉团，拍成薄片，放在灶台下烧
成粉子馍，让我和几个堂兄弟
打牙祭。

待到深夜，父亲就会起床把
粉条拉出去放在风口上冰冻。
次日太阳升起来时，父亲把经过
冰冻的粉条挂在绳子上晾晒，直
到晒干了才收起来。经过冰冻，
粉条吃起来越发筋道。

到了腊月二十八九，粉条就
派上了大用场。娘取出一些粉
条，浸在热水里泡软后用笊篱捞
出控水，然后倒在案板上用刀将
粉条剁成颗粒状，掺入肉末、葱

花、芫荽、姜末以及食盐、酱油、
五香粉、味精等调味品，然后加
入适量面粉、水搅拌均匀，调制
成粉条丸子馅儿。此时灶上的
油锅已经热了起来，娘就用筷子
夹起一团团事先准备好的馅料
小心翼翼地放入油锅里炸。待
炸成了金黄色，香喷喷的粉条丸
子就好了。刚出锅的粉条丸子
吃起来外焦里嫩，香酥可口。那
时，粉条丸子是春节做烩菜的必
备品，娘总是炸一大盆粉条丸
子，吃上一个春节。

那时的烩菜，萝卜是主要食
材。娘在除夕前就把萝卜切片，
经滚水焯熟，用冷水浸泡后捞进
一口小缸里，倒进入味的肉汤把
萝卜煨起来，烩菜时按需用勺子
连汤带萝卜取出来就行。烩菜
时，先在热油锅里放入葱、姜、蒜
末，待炒出香味，把切好的肉、海
带丝放进锅里翻炒一会儿，再放
入煨好的萝卜菜，加入滚水，放

入一把备好的粉条。待粉条在
锅里煮熟了，再放入少许炸豆
腐、粉条丸子、葱花、芫荽，配以
酱油、味精、香料后，一锅烩菜就
做成了。那碗烩菜，只有春节才
能吃得到。

除夕吃饺子，娘总在饺子馅
儿里掺入一些剁碎的粉条，包出
来的饺子吃着软香。娘还用粉
条肉馅儿蒸包子，让一家人吃得
不亦乐乎。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只
有春节才吃的粉条成了一年四
季都能吃得到的美食。每年冬
季，娘总是下不少粉条。除了
春节食用，平时隔一段时间就
会炸粉条丸子，用粉条馅儿蒸
包子，还用粉条掺胡萝卜丝做蒜
菜。

如今，春节的美食丰富多彩，
粉条烩菜已经不再是餐桌上的
唯一风景。而我却对粉条烩
菜情有独钟，念念不忘。

难忘粉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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