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夜连双年，五更分两年。”伴随除夕临

近，吃年夜饭也就不远了。

年夜饭，又称年晚饭、团年饭、团圆饭等。

在外的游子们不远千里赶回家乡，只为享受那

快乐温馨、合家团圆的气氛。年夜饭，吃的是

喜悦，品的是亲情，缕缕菜肴香中闻到的是家

的味道、家的温馨。

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年夜

饭吃什么菜肴，各地不尽相同，不过当地的传

统特色菜肯定少不了。这不，温州年夜饭的菜

肴就充盈着浓浓的本土风味，如冷盘往往选用

当地特有的酱油鸡、酱油肉、鱼饼、鳗鲞、油炸

带鱼、芹菜猪耳朵、花蚶等，主食为红糖年糕或

炒水晶糕；热菜也富有地方韵味，如三丝敲鱼、

梅菜干三层扣肉、泡胶、粉丝墨鱼干、全鸡或全

鸭、三鲜汤、葱油黄鱼、椒盐跳鱼、冬笋炒芥菜；

点心多为八宝饭，甜点多为红枣莲子汤、红枣

桂圆百合汤。

除夕夜，丰盛的年夜饭摆满一桌，看重的不

仅仅是菜肴的风味，还有其中包含的吉祥文

化。按照温州年俗，年糕是不可缺少的，年夜饭

上来的第一道菜就是年糕，寓意来年生活步步

高；鱼是必备的，且要整条鱼上桌，寓意有头有

尾，年年有余；炸带鱼为年夜饭的冷盘之一，带

鱼外形长长的，寓意长寿；韭菜豆腐干这道菜，

因韭菜为青绿色，豆腐为白色，寓意做人要一清

二白；红枣八宝饭为年夜饭中的点心，以示新年

鸿运，生活甜美；橘子作为水果，示意大吉大

利。在年夜饭的菜肴中，往往要加几片红萝卜，

增添几分喜气。温州人的年夜饭不仅菜肴要讲

究吉祥，对盛菜肴的盘碗也有讲究，人们喜欢用

八个或十个红色的高脚碗盛菜肴，用红色体现

喜庆。有的人家吃年夜饭时，还会点上一对红

色蜡烛，烛花盘绕，红红火火，讨个彩头。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有一年在北方吃的

年夜饭，北方人最看重的是年夜饭餐桌上的饺

子，在他们眼里，饺子因为形似元宝，过年时吃

饺子，取“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

著名作家莫言在《故乡过年》一文中写道：

“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

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

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其实，不少

地方也有这般风俗，吃年夜饭时，一定要讲一

些吉利话，对此，长辈总要事先叮嘱吩咐家人，

吃年夜饭时不能口无遮拦，对一些不吉利的

字，如“破”“赔”“散”“痛”等都要回避，如小孩

子将盘碗或杯子打碎了，不能说“破”了，而要

说“岁岁（碎碎）平安”。在人们眼里，年夜饭就

是团圆饭，总要等家人到齐了，才开始上菜用

餐。记得有一次，我女儿在外地上大学需留校

过年，我们家吃年夜饭时，特意留一个席位，放

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以示这个席位是我女儿

的，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

随着时代的变迁，虽然年夜饭的做法五花

八门，但其宗旨始终离不开吉祥如意、团圆美

满等寓意。愿温馨的年夜饭带给人们美好幸

福的希冀和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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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说起压岁

钱，我的心头就会

暖流涌动，想起自

己拥有的第一笔压

岁钱。那是50年前

的七分钱，我的养

外婆给的。

我 母 亲 出 生

时，由于外婆奶水

少，外公便多方打

听，在邻村给她找

了一位奶妈，一直

养到一周岁多。长

大后，每逢过节，母

亲都要去看望她的

养父母。于是，我

们也有了养外婆和

养外公。

记得那是1975

年正月，我虚岁7岁。正月初二那天早

上，我和小妹、小弟三个人穿上新衣服，

跟着母亲去养外婆家拜年。我们一到

养外婆家，她就忙开了，先拿出炒番薯

片、麻糍胖和小红毛花生等零食招待我

们，把我们的衣兜都塞得满满的，接着

又给我们每人泡上一碗米海茶，里面放

了一大勺白糖和几个金橘饼。

养外婆满心欢喜地看着我们三兄

妹吃完米海茶后，只见她从蓝布斜襟衣

裳里摸出一叠红纸包，弯着腰笑眯眯地

拉过我的小手，将其中一个红纸包放我

手上，然后轻轻地拍拍我的手说：“这是

外婆给你的压岁钱哦，一岁一分钱，愿

你岁岁平安，健康成长。”我惊喜地发现

养外婆给压岁钱的仪式好隆重，知道了

原来过年有压岁钱，一岁一钱一平安。

之后，她又分给小妹、小弟每人一个红

包。

我很好奇，走到一边，悄悄打开红

纸包来看，发现里面是三枚硬币，一枚

是五分，另二枚是一分，它们仿佛散发

着金光。母亲不知何时来到我身边，笑

着对我说：“这是外婆专门给你的压岁

钱，你就自己收着吧。”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收到压岁钱，

属于自己的钱。来自养外婆的这七分

压岁钱，是暖暖的爱心，是深深的祝福，

更是浓浓的关怀，让我感到无比激动和

温暖。我连忙将压岁钱重新包起来，小

心地装进自己已放满花生的衣兜里。

回到家里，又将它悄悄地藏到自己的枕

头底下，相信枕着养外婆给的压岁钱睡

觉，自己天天会有好梦，也会更好地健

康成长。

从这以后，我似乎对过年的期盼更

加热切了，盼着自己长大，盼着养外婆

能多给一分压岁钱……这一笔笔压岁

钱，成了我的成长梦、健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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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团圆圆年夜饭
□开心时刻 缪士毅/文 



















  □抒情天空 张彦杰/文

团团圆圆的日子

依偎着万千喜庆

城市乡村，披上节日盛装

家家户户，陶醉火热亲情

大家围坐在一起

欢声笑语，嘘寒问暖

将一年的幸福

和对来年的祈愿

反复咀嚼，捂得火热

爆竹声声除旧岁

红红火火迎新春

灯火阑珊，点亮

殷殷祝福……

举国欢歌，煮沸

浓浓夜色……

除 夕

岁末年初，家家

户户的窗前、阳台，

乃至微信朋友圈，无

不洋溢着一股蓄势

已 久 的 忙 碌 与 期

盼。而我的妻子，便

是在这一片繁忙中，

以她独有的细腻与

深情，编织着属于我

们的年味篇章。

清晨，太阳还没

升起，妻子刚结束夜

班的辛劳，本该休息

的她却又牵挂起另

一件事——筹备年

货。在她眼中，过年

不仅仅是一个节点，而是亲情的汇聚，是

记忆的延续，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

愿。于是，她不顾劳累，径直走向那熟悉

而又充满烟火气的老街，为的是灌制几根

地道的腊肠，亲手腌制几块腊肉。这一

切，都是为了能让年的味道更加浓厚，更

富有家的温情。

我曾对她说：“何必如此费心？如今

物流便捷，想要什么年货买不到？更何

况，母亲每年都会为我们准备她亲手制

作的腊味，那熟悉的味道，不是一直都在

吗？”妻子闻言，只是淡淡一笑，笑容中却

蕴含着深沉的爱与理解，“你说得没错，

母亲的爱我们都能感受到，但你也看到

了，母亲年纪渐长，她的手不再像从前那

般利落，眼神也不如以往好使。我们不

能只享受母亲的付出，也应该学会分担和

回馈。”

妻子的话语如同腊月里的一缕暖阳，

温暖而深刻，让我意识到，这些年我们一

直在享受着来自父母无私的给予，却忽略

了他们日渐苍老的事实。我们总是心安

理得地接受着一切，却未曾真正设身处地

为他们着想。妻子的行动，正是对这份爱

的回应，也是对家庭责任的主动承担。

回想往昔岁月，每当腊月风起，母亲

总会在简陋的厨房里忙碌开来，那双因岁

月而粗糙的手，仿佛拥有神奇的魔力，将

一块块普通的肉类变成满屋飘香的腊

味。那时的我们，围在炉火旁，目光紧紧

盯着那些悬挂在铁钩上的腊肠、腊肉，心

里满是对年夜饭的期待。

如今，我们的餐桌不再依赖季节性的

食物，各式食材应有尽有，腊味也不再是

唯一的主角。但母亲对我们的爱，以及那

份对传统习俗的坚持，却始终未变。每次

回家，迎接我们的是那一桌色香味俱全的

美食，其中自然少不了母亲亲手制作的腊

味。它们不仅是食物，更是承载着家的温

馨与幸福。

妻子的行为提醒我，作为子女，作为

父母，我们应当学会感恩，学会反哺，让爱

成为家庭中最坚实的纽带。正如那挂在

阳光下的腊肉，经过时间的沉淀，风味愈

发浓郁；我们的家，也需要每一个成员共

同的努力与付出，才能更加温馨和谐。

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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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的春联贴在大门正中，映照着墙角

的农具，院中的柴草，灶台的碗碟，孩童的笑

脸，整个屋子顿时熠熠生辉。

“平安千秋福，家和万事兴”。联句喜庆

洋溢，平仄押韵。遒劲的毛笔字敦厚大气，

闪耀着光泽，墨香袅袅。联纸鲜红，似寒冬

的腊梅花，努力绽放，报告着春天的喜讯。

春联在春节是卫士一般的角色：驱邪

辟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浓

墨重彩，坐镇大门中央，有顶天立地之势，

热闹中不失庄重，喜庆中不失威严。家里

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有春联把门，任何污

秽、邪恶的东西一概拒之门外，静待幸福来

敲门。

屋里的灶头、衣柜、床头等都贴上了一

抹红，特别是厅堂正中一个大“福”字，光彩

夺目。万物皆有灵，这是对一年来陪伴自己

安度岁月的一切物品和生灵的抚慰和感恩。

年，从遥远的古代走来，跨越岁月的长

河，阅尽世间的沧桑巨变。每到春节，总是

盛装如约而至，与人们相聚在一起，与踏实

的日子在一起，内心充满喜悦和希望。

一双握了一年锄柄的粗糙大手，平时耕

耘土地，播种出金灿灿的小麦、黄澄澄的稻

谷，在大地上书写“联句”。这时放下锄头，

提起纤细的毛笔，照样笔走龙蛇。方桌上，

将红纸铺开，柔软的笔头蘸满浓墨，提笔悬

肘，如行云流水般，左行右送，上挑下顿，虚

实纵擒，银钩虿尾，细处如丝，粗者似柱。不

一会，一副苍劲有力、墨香缭绕的对联一挥

而就。书法的飘逸洒脱和诗词的音韵铿锵，

在方寸天地间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美不胜

收。

美好的联句似一首首丰年的颂歌，为一

家人期盼的新年新气象拉开序幕，千言万语

凝结成二个字：幸福。心有暖阳，岁月生

香。谁不希望新的一年安安稳稳，过上幸福

美满的日子呢？

当新春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家家户

户打开大门，迎祥纳福。“国泰民安，风调雨

顺”，红彤彤的春联映红了走街串巷的人们，

身上都披了一层喜庆祥瑞的光。

□家园景观 庄培耀/文

墨香·词美·春联红

新
春
福
到

李
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