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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每到放年假的时候，赶集就成
了最期盼的事。赶集，除了跟着大人买点年
货，还要顺便喝碗绿豆丸子汤。

卖丸子汤的锅就支在集市中心，两口大
锅毗邻摆开，里面煮着鸡架猪骨汤，汤咕噜
咕噜地开着，一个个又大又圆的丸子在其中
上下翻滚。另一口锅里是油，一位挽着袖子
的老厨师站在油锅旁，左手从面盆里抓起一
把绿豆粉和红心萝卜馅调成的面，使劲一
挤，右手食指熟练地一勾，一个个丸子便断
线珍珠般不停顿地滑进锅里，上下几个翻
滚，黄里透焦的绿豆丸子就出了锅。老厨师
不紧不慢地把炸好的丸子倒进第一口锅里，
丸子在汤锅里翻滚时，空气中立刻弥漫开一
股浓浓的香味，引诱着过往行人。起碗的时
候，将外焦里嫩的丸子捞到碗里，撒上葱花，
添上芫荽，浇上辣椒油，淋上芝麻酱，滚烫的
汤水一沏，香味真是扑鼻而来。

喝丸子汤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哪怕你
的碗里还剩有一个丸子，就可以免费添汤。
当然，照例会像舀第一碗一样，放上辣椒酱、
胡椒面、芫荽……所以，即使只花了一碗丸
子汤的钱，照样能喝到肚饱腰圆。

集市附近很多的老年人都养成了习惯，
每天早晨要喝一碗丸子汤，配上热乎乎的烧
饼或是油饼，这一天才算正式开启。绿豆丸
子汤的老味道，是美食，也是传承，是故事的
接力，是岁月变迁中无法抹去的家乡记忆。

绿豆丸子汤
李瑞华（梁山）

从腊月二十三小年起，家的年味逐渐
浓郁。母亲早早起床，拿着扫帚把家里上
上下下清扫一遍，好似要把一年的疲惫都
扫走。父亲则搬出梯子擦拭高处的窗户，
玻璃在他的擦拭下映出温暖的阳光。我
和弟弟整理书架、擦拭家具，一家人齐心
协力，让家焕然一新。

除夕当天，父亲早早贴春联，那鲜红
的春联就像给家换上华丽新衣。我和弟
弟在旁递胶带，看着寓意美好的字句满心
欢喜。贴完春联，母亲一头扎进厨房忙
碌。不一会儿，厨房里各种美食香气四
溢，红烧肉红亮喷香，糖醋鲤鱼外酥里嫩，
饺子饱满圆润。

夜幕降临，年夜饭开场。一家人围坐
在摆满美食的桌前举杯欢庆，父亲倒上美
酒，大家互道祝福，感恩过去，期待未来。
窗外鞭炮声不断，烟花绚丽，将夜空装点
得格外美丽。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我就被鞭炮声
叫醒。穿上新衣给长辈拜年，收获红包和
祝福。随后一家人走亲访友，每到一处都
满是亲情与温暖。大家围坐吃着瓜子、花
生，欢声笑语不停。

家的年味，是母亲的美食、父亲的春
联，弟弟的开心。是一家人围坐的温馨，
是走亲访友时的欢乐。它是情感的寄托，
同时是对家的眷恋。

家有年味
关意（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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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过年有着不
同寻常的涵义，因其固有的传统意义，如同
内容丰富的一个时间节点，每每回头看时，
便会辨识出记忆中的味道。

小时候过年，物质条件比起现在，自然
是要匮乏得多，但年味儿却是要浓烈得多。

一入腊月，惯例的集市便都成为“年
集”。十里八乡推车的、挑担的、买的、卖的
全来了，而吆喝声、车铃声则如煮沸的粥，
溢满了街巷。

年味，是集市上热气腾腾的喧嚣。
寒假作业过些日子再说，还早呢，放炮

仗去！一手持着燃着的香，一手持小炮仗，
点燃，在火线“呲呲”的瞬间甩出去，砰！胆
大的男孩子还敢放“大雷子”“二踢脚”，女
孩子只能远远地捂住耳朵焦急等待着。

年味，是胡同里鞭炮的硝香。
小年一过，厨房里永远蒸汽氤氲。婆

媳、姑嫂拉着呱，我和面你烧锅，共同的劳
作让亲情更浓了，女人们的家常话被煨热
了，浸润了最饱满的俗世生活。

年味，是厨房里的烟火气。
三鲜馅饺子、烧黄花鱼、羊肉白菜、油焖

虾……除夕的餐桌上全是母亲的招牌菜。
年味，来自那一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
中年已过，少年时的“年味”已成怀想，

接手妈妈的厨房，烹制醇厚的亲情，这是属
于成年人的年味吧。

年味
高春云（任城）

灯笼高悬，那一抹抹鲜艳的红，在冬日
的寒风中摇曳生姿，如同喜庆的使者，将新
年的讯息洒满每一个角落。灯笼之下，是三
五成群的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节日的欢
笑，眼中闪烁着对新年的期待与憧憬。

爆竹声声，震耳欲聋，那是辞旧迎新的
号角，是岁月更迭的见证。烟花绚烂绽放于
夜空，如同流星划过天际，留下一道道璀璨
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心中的梦想与希望。

阖家团圆，是过年最温馨的画面。亲朋
好友围坐，把酒言欢，谈笑风生。每个人的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中充满了对未
来的美好憧憬。

经年往事，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回放。
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那些与家人共度的
难忘时光，都化作了心中最珍贵的记忆。红
花糖果，这些过年时的传统小吃，更是承载
着人们对过去岁月的深深怀念。它们不仅满
足了味蕾的需求，更唤醒了内心深处那份对
家的依恋。

岁月悠悠，时光淡。转眼间，我们又迎
来了一个新的春天。那些曾经的梦想与追
求，那些曾经的遗憾与失落，都随着新年的
钟声远去。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心中充满
了希望与力量，共话春天的到来，那是我们
对新年的期许，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灯火下的温馨
岳增展（嘉祥）

过年是最为享受的，享受生活的美好。
当大街上挂满了红红的灯笼，晚上有

了璀璨的灯河，我就开始琢磨写春联的
事。备好笔墨纸砚，在摊平的大红纸上写
下“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时，过年的
喜悦感就油然而生。

过年不能缺少花香。路边偶遇百合
花，一眼就看上了。这百合不负我望，它以
浓郁的香气、肥硕的花瓣、丰腴的身姿、粉
红的色彩、娇艳的花蕊、笑意盈盈的嘴巴，
拥抱蛇岁新象，也芬芳了整个客厅。

年夜饭贵在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团聚。
饭桌上的菜品，香肠，劲道；西红柿鸡蛋，金
黄软糯；清炒豆腐丝，清香不绝；炖鸡，浓香
可口；蒜薹肉丝，微微辣，恰恰好……然后，
小酌一杯清酒，致敬我们的新时代。

今年胜往年，俩月有余的外孙裕宁，自
然是家人幸福的焦点。肉嘟嘟的腮帮，藕
节似的臂腿，可爱得很。尤其是咧开的小
嘴，嗯嗯啊啊的语言，让人喜不自禁。

浓浓的年味里，泡上一杯清茶，在茶气
氤氲里，嗅着淡淡的茶香，轻抿一口，味蕾
愉悦，身心舒畅。呼唤天猫精灵，播放王菲
的《世界赠予我的》，陶醉在悠扬的旋律中，
陶醉在世界“赠我一首诗，又悄悄读得很安
静”的甜谧意境中，百合花的香气在空中缭
绕，夫复何求！

年在我家
张恒利（汶上）

过年，是现在农村，一年中最热闹、最
温暖的日子。人们似候鸟，怀揣着满腔的
乡愁，风雨兼程地回到祖辈生养的地方。

腊月的风裹挟着丝丝寒意，却吹不散
街巷里渐浓的年味。家家户户门前挂起红
彤彤的灯笼，空气中弥漫着炸鱼、炸丸子等
过油菜的香味，路上到处是人们辞旧迎新
的喜悦，烟火气瞬间拉满。

除夕上午，叔兄弟会给每家贴春联，红
红的对联和福字显得格外喜庆。下午，家
人会去祭奠祖先和逝去的亲人。傍晚，一
家人围坐在一起包素水饺看春晚，孩子们
则会给老人磕头拜年，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天蒙蒙亮，村里开始热闹起来，一队队
男、女拜年的人群在大街小巷穿梭。听，满
院、满街、满村的脚步声和欢笑声，响彻村
庄上空。看，一拨拨拜年队伍在村里穿街
走巷，而长辈们用茶水、烟、花生、瓜子等着
拜年的小辈，双向奔赴而来。

过年，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欢乐和温馨
的节日，拉近了人们的感情，也继承和弘扬
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过大年
刘吉振（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