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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四 食事

立冬后，小雪、大雪相继而来，冬
至转眼也到跟前，我不由得想起那句
话：“冬至饺子夏至面。”

按照家乡流传的说法，在冬至这
天，如果人们吃了饺子，整个冬天就不
会冻耳朵和手脚了。这种说法是真是
假不得而知，但是，母亲却从来也不会
怀疑，每到冬至这天，必定会包饺子
吃。而我对冬至的印象，似乎就是和
饺子联系在一起的。

那时，在冬季，家中用来包水饺的
蔬菜一般是大白菜。母亲通常先把菜
叶切碎，放进一个盆里，撒上一把盐，
用手搅拌一番，双手捧起那些菜叶使
劲挤去水分，使它们成为菜团，又把父
亲刚买回来的猪肉剁碎，再剥好葱蒜，

切碎，把它们一起放进馅子盆里。然
后放入油盐，用筷子搅拌均匀，饺子馅
就准备好了。接下来，母亲把面和好，
这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
包饺子了。

母亲将面板、擀面杖、面瓢等放在
桌上，先擀好皮，再包饺子。一番紧张
的劳动后，一个个大小匀称、品相美观
的饺子就整齐地排列在面板上了。这
时，父亲已烧好开水，母亲将饺子下
锅，开始煮起来。很快，冒着热气的饺
子就出锅了，热乎乎地吃上一盘，那香
喷喷的味道真是美极了。每次我都能
吃得滚瓜肚圆，觉得有饺子吃的生活
真幸福。

有时，母亲也会用萝卜包水饺。
猪肉萝卜馅的饺子，自有一种不同于
白菜馅饺子的味道，吃起来也挺有滋
味的。

最难忘的是有一年冬至，母亲照

样在厨房里剁馅包饺子。一开始，我
耳边听到的是有节奏的“咚咚咚”的声
响。过了一会儿，声音却忽然停了。
我恰好到厨房里去找东西，发现母亲
正将左手的食指放在唇边吸吮着，案
板上的菜刀还带着一丝血迹。原来是
母亲剁馅时切到了手指。我忍不住叫
起来：“妈，您的手流血了！要不要
紧？”

母亲却轻描淡写地笑着说：“不要
紧的。就是切到手指了，出了点血。
你快到外面玩去吧。”说话时，母亲受
伤的手指又滴下鲜血来了。我看到母
亲的手指有一道深深的口子，急忙去
找布条来给她包扎。母亲把手指包
好，冲着我笑了，那笑里既有对我的赞
许，也有对我的疼爱。那一天，母亲强
忍着手指的疼痛，坚持包好了饺子。

尽管母亲每年在冬至时节都会包
饺子给我们吃，但是我的手脚还是会

被冻伤。我也曾向母亲抱怨吃了饺子
没有用处，可是母亲依然坚持着自己
的做法，继续包饺子。只不过她在为
我缝制棉鞋时，更加注重保暖性，做得
又厚又暖和，脚穿在棉鞋里，暖烘烘
的，舒服极了。为了不让我再冻手，母
亲又学会了用毛线织手套，还为我织
了一条围脖。这样，不仅手脚无忧，连
耳朵也暖和了。

长大后，我渐渐明白，所谓的冬至
吃了饺子不冻手脚、耳朵，其实是人们
的一厢情愿罢了，二者之间根本没有
联系；然而它却反映出人们的美好心
愿。尤其是在母亲的心里，还有什么
能够比自己的孩子健康平安更为重要
呢？母亲的冬至饺子里包着的是满满
的浓浓的母爱。

一转眼，许多年过去了。如今，在
冬至到来之际，我又忍不住想起母亲
的冬至饺子。

母亲的冬至饺子
●李远见

母亲今年七十三岁，因为患有干眼
症，不能长时间地看电视，赋闲在家的
她每天只能听收音机解闷。

前段时间，我用智能手机下载了
“喜马拉雅FM”App让她听一些相声节
目，没想到从此开启了母亲的“App之
旅”。最开始的时候，母亲只是听一些
相声和戏曲节目，后来，她学会搜索和
订阅功能以后，开始涉猎一些“大咖读
书会”“朗读者”“百家讲堂”等人文性强
的精品栏目。

不仅如此，她还订阅了一款“健康
养生”的栏目，每天晚上都将听来的养
生知识复述给我，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本来只是想给母亲解闷，没想到自己反
而成为受益者。

让我没想到的事情还在后面，母亲
已经不满足“喜马拉雅FM”App。她让

我帮她下载一个“乐动力”App，每天准
时签到，户外锻炼的时候，打开软件记录
自己的走步运动量，每晚领取红包奖励。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她还教会邻
居的周阿姨和王奶奶，一起使用“乐动
力”App，她们乐此不疲地准时锻炼、按
时签到、准点领取红包，生活安排得井
然有序。看到几个白发老太坐在小区
的亭子里，拿着手机相互攀比各自的运
动量和红包数目，我不由为母亲的神速
进步和乐于分享感到自豪。

体会到这两种App的好处以后，母
亲就恋上了各种App软件的功能。如
今，母亲不仅自己将“咪咕直播”“墨迹
天气”“网易云音乐”等软件运用自如，
而且教会几个同龄的邻居阿姨们使用。

每天一有空，母亲就和周阿姨、王
奶奶聚在小区的亭子里，一起收看“咪
咕直播”里的《梨园春》节目，相互交谈
着各自的看法，有说有笑，乐在其中。
这样的场面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和邻
居大婶们坐在大门口，边吃饭边聊天的

场景，住进单元楼的我们已经很少拥有
这样亲近的邻里关系。

王奶奶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闺女，
多亏你妈教会我用手机看电视，现在什
么时间都可以收看《梨园春》比赛呢！”
我没想到，母亲这么快就有了一枚粉
丝，俨然一副App达人的模样。

晚上我和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半
喜半忧地说：“王奶奶的儿子媳妇经常出
差，孙子周末才从学校回来，平时家里就
她自己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们几个一起锻炼，一起听戏，说说家长
里短，在家的时间也过得快一些。”

母亲的话让我惭愧不已，王奶奶如
此，母亲何尝不是经常独自在家待着？
一直觉得母亲恋上App以后，娱乐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自己从此高枕无忧了。
却没想到，归根结底App只是一种工
具，不能完全替代亲情和子女们的陪
伴。看来，以后我真得经常回家陪陪母
亲，人到老年，更需要晚辈的陪伴和呵
护，陪伴才是最暖的孝顺。

有家 一老

风如 岁月

●姜 燕

冬至福至

 

























婆
婆
的
爱
好

●
王
慧
芳

边身 故事

寒风如刀，在寂静的冬日割裂着
空气。我总是躲在暖和的被窝里，不
愿面对寒冷的早晨。耳边回荡着母
亲温柔而急切的声音：“快起床，上学
要迟到了。”我眯着双眼，懒洋洋地从
被窝里伸出一只脚，一股暖流从脚底
板直通心底。我惊奇地发现裤管里
暖暖的，原来是母亲提前用火钵为我
烘热裤子。

儿时，每到大雪节气，母亲总会
把家里的火钵拿出来洗刷干净，同时
还会准备一大稻篓的木炭。这个举
动成为我们家迎接冬天的标志。火
钵是一种带有把手的陶器，曾经是江
浙一带农村主流的取暖器具。大人
们会在火钵里放入木炭，并在底部放
上火种，这样木炭就可以持续缓慢燃
烧，为我们提供温暖的热源。

母亲细心地将火钵放置在我脚
边，柔和的风带着暖意拂过我的裤

管。她轻轻地调整火钵的位置，让热
气均匀地渗透到我的裤子里。她的
目光充满爱意，仿佛在告诉我：“孩
子，我已经将温暖送到你的身边，快
快起床吧。”我感激地看着母亲，心中
充满了温暖和幸福。

火钵中燃烧的木炭发出暗淡的
红光，映照着母亲的脸庞，她的脸上
洋溢着充满爱意的微笑。这一刻，我
感受到了她前所未有的温柔。

有时候，我们会在火钵里烤东西
吃。母亲会轻轻地拿起火钵，用火钳
将其中的火炭拨开，形成一个小小的
空地。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几片山
芋片或几块腊肉，小心地将它们放在
火炭旁边。

这时，我总会蹲在一旁，眼睛紧
盯着火钵里的食物，期待着它们烤
熟。随着火焰的跳跃，食物上冒出了
小小的气泡，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那
香气扑鼻而来，让我忍不住吞咽口
水。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会一直盯着
火钵，看着食物的变化。每当山芋或

者腊肉变色，并发出声响时，我的眼
睛就会亮起来。我会一直等到食物
烤熟为止，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
山芋片或一块腊肉，咬上一口。烤山
芋片和腊肉的香甜味道与暖暖的温
度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无比的满足
和幸福。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母
亲的巧手总能为我们变幻出无尽的
惊喜。除了用火钵取暖和烤食物之
外，母亲还会用它来为我们烘干衣
物。每当雨雪天气来临之际，母亲
总会提前将我们的衣物烘得暖干
爽。当我们穿着这些衣物出门时，
仿佛有母亲的慈爱包裹着我们前行
的脚步。

岁月流转，我已年过半百。如今
每逢冬天来临，我总会想起那个温暖
的火钵和母亲温柔的声音。那些日
子里，虽然生活简单朴素，却是我人
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母亲用火
钵为我烘热裤管的情景，一直留在我
的心底深处，在无数个冬夜里涌动着
火红的丰盈和感动。

水似 年华

●诸纪红

●刘菊花

母亲的“App之旅”
●王文莉

定格时光 高红卫 摄

女儿上幼儿园
以后，我打算重回
职场，于是把婆婆
请来城里帮忙照看
孩子，起初婆婆很
不适应，因为我们
上班的上班、上学
的上学，白天只剩
她一人在家，怪无
聊的。这可真让我
头疼，如果婆婆不
习惯这里的环境，
闹着要回老家，我
也没办法。

倘若婆婆有什
么打发时间的兴趣
爱好就好了，于是
我悄悄问先生婆婆
年轻时的喜好。先
生说他小时候看过
婆婆踩缝纫机，有
时一坐就是一两个
小时。

先生的话为我
提供了方向，我想
起老家有一台老式
脚踏缝纫机，用一块防水塑料布
盖着，机身有的地方已锈迹斑
斑，像一台老古董，都是岁月的
痕迹。犹记得，婆婆曾提到过她
年轻时在裁缝店做事，擅长做旗
袍。

确定婆婆的爱好后，我请假
回老家给婆婆修理缝纫机，并托
运到城里。那天中午，婆婆看到
缝纫机的那一刻无比激动，眼眸
焕发出光彩，嘴角不自觉上扬，
用手一遍遍抚摸已经脱落了油
漆的机身，迫不及待地戴上老花
镜穿针引线。

次日吃过午饭，婆婆把全家
人的破衣裤收集起来，坐在缝纫
机前认真地缝补。婆婆缝出来
的衣裤整齐，没有多余的线头，
很专业。“妈，您咋那么能干呢，
还会踩缝纫机。”我发自内心地
夸道。

听我这样说，婆婆忽然像少
女一样害羞起来，话匣子也被打
开：“哪有，我们那时候女孩子的
出路少，大多数人都去学裁缝，好
歹是一门手艺，我也跟着去学，没
想到这一学就喜欢上了……”

夕照的金粉洒在婆婆梳得一
丝不苟的头发上，发出柔和的光
芒，恍惚间，我仿佛看到婆婆年
少求艺时的模样，不禁心生感
慨：谁人不曾有青春，若能老有
所爱，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有了缝纫机的婆婆就像鸟儿
有了一双翅膀，自由自在地在属
于自己的天空飞翔。自此，婆婆
沉浸在自己的爱好中，没事的时
候就在家研究旗袍的款式、色
彩，并用缝纫机做出来。

婆婆做出来的旗袍是经过改
良的，好看又时尚，穿出去显得
很有气质，邻居们见了都赞不绝
口，问哪里买的。时间长了大家
都知道我们家有个“时尚老太
太”，纷纷来家里向婆婆请教如
何穿衣搭配。

渐渐地，婆婆有了自己的圈
子，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成了小
区里有名的“时尚达人”。

温暖的火钵温暖的火钵

打开手机，满眼都是黄澄
澄、金灿灿的脐橙，仿佛能闻到
一股浓甜芳香，那饱满的果肉溢
出了满满的甜蜜，果汁四溢，简
直要滴出屏幕来，让我忍不住咽
了咽口水。

又到了家乡脐橙采摘的季
节。每年的11月至12月，是脐
橙成熟的时候，那金灿灿的果实
挂满枝头，枝繁叶茂的果树下果
农们兴高采烈地忙碌着。现在
的脐橙已经到了每年最好吃的
时候，12月份的橙子，晒足了太
阳，攒够了糖分，不仅甜香，还有
满满的维生素C。

小时候，因为缺少人手，我
偶尔也需要去帮忙修枝剪叶，采
摘时，也需要帮忙把从树上采摘
下的鲜果挑下山。那时候母亲
总会说：“更重的我来挑。”记忆
中，母亲每年这时候总是凌晨三
四点钟起床，为的是抢占采摘鲜
果的时间。天太黑就戴上“头
灯”，这样方便腾出手采摘，也方
便挑箩筐时转换方向。

雨后山色云雾缭绕，唯有橙
香沁心脾。雨后的脐橙色泽更
亮了，这时候，母亲会把精心挑
选出来的每一个鲜果都用抹布
抹干，再摊开通风晾干，以便更
好地储存。

在老家时，我也跟着母亲一

起上山采摘鲜果，母亲告诉我，
一定要挑选个头匀称、外表光滑
水分足的果子。这回，轮到我
说：“那个更重的我来挑。”我弯
下腰，把扁担搭在肩上，再起身，
这两筐橙子挑着就感觉肩上压
了千斤重担。

我顿了顿，突然鼻尖一阵发
酸，不由想起这十几年来我们上
学的学费都是母亲用她瘦弱的
肩膀挑起来的。久坐办公室的
我，一年也挑不了几回，而母亲
却经常挑。母亲年过半百，我已
到而立之年，该是我挑起重担的
时候了。

在空闲时间，我也会在朋友
圈给母亲的脐橙当“推荐官”，获
得了很多亲朋好友的夸赞，更令
我意外和惊喜的是来自于陌生
人的认可和支持。

如今，我远在外地，而每年
脐橙丰收的季节，依然能收到母
亲千里之外寄来的脐橙。我对
母亲说：“现在各大商场都有卖
脐橙，我自己买一点吃就可以
了。”母亲却说：“你在超市买来
的哪有我亲自从果树上挑选出
来的新鲜呢？”

母亲寄来的脐橙，橙香满
堂，让久居室内的我瞬间有了活
力。这不仅是浓郁的橙香，更是
母亲对儿女深沉的爱。

冬至，又称冬节、贺冬、亚岁
等，它是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
的节气，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
涵。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
法，冬至不仅是一个节气循环的
开始，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吉祥
节日。

辛苦一年的我们既对过往恋
恋不舍，也热忱期待着新一年的
美好。随着冬至的到来，这种雀
跃的心情更加怒放。此时节，夜
长昼短、万物白茫，等长夜过去，
世间将迎来崭新的天地，沉睡的
万物都将复苏展望。

新旧更替之际，我们心中那
片柔软，万般情绪酝酿，营造各种
仪式感。冬至至此，便被赋予了
更多意义。《汉书》有云：“冬至阳
气起，君道长，故贺。”那时，古人
视冬至为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
乃上天给的福气，所以冬至这天，
亲朋好友以美食相赠，彼此拜访，
欢快愉悦地度过。

冬至福至，福气满满。传承

旧俗，冬至依旧被重视。在这一
年里夜最长的日子里，不管多晚，
总会有一抹光亮在等你归来。炉
火烧得正旺，进门的你被温暖包
围，和家人围炉而坐，热气腾腾的
饭菜、氤氲缭绕的热气，驱散你身
上的寒气，团圆的日子，甜蜜而美
好。这一刻，家人们欢聚一堂，身
心也在此刻安顿下来，知足而幸
福。

冬至福至，团团圆圆。冬至
虽为三九时节最冷的日子，但也
成全了我们居家静心。煮一壶好
茶，点一炷沉香，看书读诗，身心
远离尘嚣，于文字书香里观照自
我，未尝不是人间乐事。

冬至福至，诸事心安。岁月
不居，时节如流，流转千年的文字
犹在。人们在品读中，对冬至有
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进行着自
我观照。浓浓淡淡的时光里，白
雪飞舞，蜡梅红颜，你我浅喜暖
望，只愿岁岁无忧，在这最长的冬
夜，我们共盼一场春的照面。

●夏学军

母亲来我家小住的这几个月
里，是我最惬意的日子，单单吃饭就
令我深感幸福。母亲不在身边的时
候，我每天基本上是吃外卖，重油重
盐的外卖真不适合经常吃，偶尔吃
一顿或许能吃出滋味，天天吃真是
味同嚼蜡。

母亲虽然不是烹饪高手，但她
深知我的口味，做出来的食物清淡
而有滋味，慢慢入口，轻嚼下咽，饱
食后令人回味无穷，真是久吃不
厌。可是为什么当初在家的时候没
有这种感觉呢？母亲一语道破天
机：“你那时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如今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恋爱中的我，将浪漫、情调、仪
式感当作生活基调，各种节日、大小
纪念日，甚至礼拜天都要求男友有
所表达，母亲看在眼里，笑而不语。
有那么十来天吧，我发现母亲做的
饭菜风格变了，每天都是大鱼大肉，
煎炒烹炸，吃得我毛孔都在冒油，于
是我抗议：“不要油腻，还我‘云淡风
轻’。”

母亲笑着说：“鱼肉吃多了会
腻，太过浓烈的情感也是这样，温暖

比火热更持久。”听了母亲轻描淡写
的几句话，我好像明白了，爱情也如
这碗中的食物，不需添加过多调味
品，味道中肯便好，一味地索求“浓
油赤酱”，不光给对方增添压力，一
旦达不到要求，自己也会徒增烦恼，

“过犹不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新鲜的水果，营养均衡的蔬菜

和肉类，每周的鱼、每日的牛奶，这
些寻常食物经母亲之手，无需过度
烹饪便是美味佳肴，这令我联系到
父母情感，没有轰轰烈烈，却有滋有
味。

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吃遍山
珍海味后还是觉得家常饭最好吃，
一碗白粥、一碟酱菜，随便炒个小青
菜，吃下去后肚子出奇地舒服。凡
俗的日子与情感，也需要仪式感来
衬托，但不能太多，否则便无感了，
就像偶尔吃一顿大餐，权当是生活
的调剂品，更容易吃出滋味来。

每天吃得油腻腻，用不上几天
便吃不下了，经常索取所谓的“仪式
感”，早晚会有“爱不动”的一天，不
如过“简约”的日子，于平常的喜悦
生活中，偶尔添一束“锦上花”。

爱如碗中食爱如碗中食
福幸 提案

橙香满堂橙香满堂
的家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