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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喜欢在门上、箱
柜上、水缸粮囤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
字。祈盼在新的一年里，幸福满门，富贵长
在，还有的取谐音把“福”字倒过来贴在门
上，意思是福到了。

贴“福”字在民间相传已久，它包括五种
寓意：一是“寿”，即长寿、长命百岁；二意是
富贵，即财多物丰；三意是“康宁”，即健康
无疾患；四意是“德厚”，即德善有道；五意
是“考经命”，即寿考自然天命。我国民间

春节贴“福”字的传统来历已久。一种传说
为：有一年，姜太公封神时，他老婆也要赐
封，姜太公便把他老婆封了一个穷神，并限
制她不要到有“福”字的人家去串门。封穷
神的日期正是除夕之日，这件事被老百姓知
道后，为了不让穷神上门，家家户户都在门
上贴了“福”字。

另外一种传说为：有一年，明太祖朱元
璋在除夕穿便服微服私访，到了一个镇上，
看见很多人围观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大脚

女人，赤足抱着一个大西瓜。朱元璋以为有
人有意取笑他的大脚马皇后，回宫后立即吩
咐军士到镇上调查，捉拿画此画者。那些与
此画无关的老百姓回去都在门上贴了“福”
字，祈求避免祸灾，保佑平安。军士们看到
百姓门上都贴着“福”，认为贴“福”字的门
户都是好人。于是就到没贴“福”字的门户
抓人。

从此以后，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贴一个
“福”字，一直流传至今。

““福福””字寓意的由来字寓意的由来
盼年

年的气象
在腊月里成熟

熟透成一枚至情的期待
——盼年

炸菜炖肉的香气
在腊月里弥漫
袅袅的炊烟

飘摇成年的姿势
情牵着远方游子归家的心结

把盼年的乡愁
寄托在一枚小小的车票

小儿手上的那挂鞭炮
母亲身上的那件红袄
奶奶头上的那顶花帽
都标注成盼年的记号

盼年，是孩子寒假开始的期待
放下书包

跑进冰天雪地
闹腾出红红火火的腊月

盼年，是父母用心张罗的
那桌丰盛的团圆
满桌的欢声笑语

是老人最浓烈的盼年

窗花

腊月的肉香
还未随着袅袅的炊烟弥漫

便从火红的窗花里
嗅到了年味

也许是黄土地的单调
亦或是村姑的手儿太巧

催生了对美的追求与向往
农家女用乡土味十足的情愫

剪出窗花盛开的季节

窗花里的风景
映红着岁月
美丽的舞蹈
登枝的喜鹊
欢跳的鲤鱼
怒放的花朵

一幅幅千姿百态的窗花
开放在农家的窗棂

昭示着殷实的企盼与祝福

腊月窗花
弥漫着年的味道

温暖着农家的窗户
映红了农家儿女熟透的心事

魏益君

民间俗语说：“进了腊八就是年”。腊八
粥刚一喝过，寂静的乡村便立时有了生机和
灵气，前村后屯一瞬间喧闹起来，那“忙年”
的热闹场景像一幅幅气韵流动、民风淳朴的
年画，在乡间的舞台上逐次上演。

宰年猪：乡邻同尝杀猪菜
临近年根，乡村中的“屠夫把式”们便骤

然忙了起来，今天东家请明天西家邀：杀年
猪。年猪是农家院用传统饲养方法喂出来
的，不肥不瘦，炒着、炖着，都比用快速方法
喂出来的猪肉香。屠夫把式们舞动一把杀
猪刀，三下五除二便把年猪捆到案桌上，对
准咽喉一刀下去，便有喷着热气的猪血汩汩
而出。猪血要用铜盆接着，然后在血盆中放
进各种佐料，再把一挂猪大肠洗净，撑开肠
口，灌出一挂挂血肠，下锅煮熟，切片，炖酸
菜，这便是东北地区有名的美食“酸菜血
肠”。接下来便是煺毛、开膛、劈爿子，个把
小时的工夫，一头年猪便白亮亮地挂在了天
井当院，晃着路人的眼。

左邻右舍听见猪叫声，便来瞧热闹。年
猪杀完，主人会热情地留住每一位乡亲，并
喊来亲朋好友：一同来吃杀猪菜。在东北农
村，吃杀猪菜是最热闹的：男女老少齐上
阵，你搬砖我抬锅，很快的工夫就在天井当
院搭建出一个临时的锅灶，然后在灶下架上
早已劈好的木材，点燃；锅中放进早已切好
的酸菜丝，添水、放佐料，再请屠夫把式把

刚刚杀得的年猪挑最“活泛”部位的肉切下
几大块来，便是东北地区有名的“方子肉”，
把方子肉投入酸菜锅中，大火猛炖！一时间
院内院外香气缭绕，笑语声喧！

方子肉烀熟后切成薄片，泛着油花码在
盘里；粗粗的血肠切成颤颤微微的薄片让人
不忍下箸；大骨头炖酸菜香气缕缕，勾人馋
涎……烫上一壶烧酒，端来一碗蒜泥，乡里
乡亲的围坐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夹肉，大
声说笑，人人陶醉在喜滋滋的年味里……

备年食：粘糕豆包灶间蒸
杀过年猪，男人刚刚喘口气，女人又该

忙上了：扫屋掸尘、泡豆磨豆腐、碾芝麻做
糖、抹柜糊墙。一通忙完，开始忙面食了：
发面蒸粘糕、粘豆包、烙粘火烧、蒸馒头。

和一大盆面放在热炕头。发得了，家庭
成员一齐上阵，你做粘糕我抟豆包，你烙火
烧我蒸馒头，人人头上热汗涔涔，家家灶间
热气腾腾。有的人家心灵手巧，居然能将面
团捏成各式各样的动物，做成惟妙惟肖的

“生肖年食”！一帘帘雪白的豆包端出来，
一锅锅火烧烙出来……家家院里摆起了“八
卦阵”，白似雪，薄如玉，似琥珀，如翡翠，颤
颤微微，玉山将倾，“老幼侵晨相伴忙，年食
蒸得半屯香。笑将两担红云片，摆上天井呼
客尝”——冻好的年食，放在大缸里冷冻可
以一气吃到出正月呢！

买年货：呼朋唤友赶大集

忙完家里的，便要去赶年集了。
赶年集讲究的是“人员齐备”——人越

多，越热闹！全家老少收拾妥当——洗净
脸、穿新衣、揣上钱，列好需要购买的年货
清单，喊上左邻右舍，挎筐背袋，扶老携幼，
一路说说笑笑、步履匆匆，向集市走去。

乡下的年集那叫一个“琳琅满目、目不
暇接”！从烟袋嘴儿到笤帚疙瘩，从冰糖葫
芦到歪把冻梨，从深海的鱼到浅滩的虾，从
江南的桔子到塞北的毛毯……真是一字铺
开，应有尽有！一堆堆、一行行、一趟趟，吆
喝声此起彼伏，看得人是眼花缭乱，听得人
是心花怒放！衣服要买一身，糖果要备一
份，年画也要选上几张，香皂盒、电视罩、对
联、鞭炮、刀鱼、豆芽、粉条、笤帚……哎呀
呀，需要买的年货多着呢！于是，大人拽着
孩子，孩子扯着大人，全家人拿着单子，从
前摊逛到后摊，从后摊又转回前摊，一项项
选，一样样挑，肩扛着，手提着，腋下还得紧
紧地夹着……大冷的天，一家人居然购出一
脸的汗！——日子好过了，兜里有钱了，又
赶上“大年”，哪能不“爽快”一把呢？

一直采购过晌午了，一家人才大包小裹
地出了集市。远远望去，像是搬家的部落。

走在回家的路上，人人心情畅快，一边
相互通报着新买的年货，一边抹去额头的汗
水，嘴里哼着小曲，心里边却憧憬着喜庆的
年和像年一样幸福的明天…… 钱国宏

乡村的年是幅连绵的画乡村的年是幅连绵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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