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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冬至，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随手摸一摸自己冻红的耳朵，“冬至不

吃饺子，要冻掉耳朵”的俗语便又被回想起
来，并勾起了我对儿时冬至吃饺子的记
忆。“冬至大如年”，我家有冬至吃饺子的习
俗。这习俗从我记事起便从未改变。

冬至的这一天，父亲一大早就去离家七八里的
公社食品站买肉，早饭后父母就忙碌起来了，系上围
裙，洗净双手，母亲开始和面，父亲叮叮当当地剁肉
馅，那声音急促而富有韵律。肉馅剁碎了，盛到盆
里，红肉和白肉混合在一起，那颜色也是特别招人喜
欢。放上豆油、酱油、葱花、味精、盐，用筷子搅拌均
匀，色香味俱全，直往鼻孔里钻，真是馋得不行。父
亲的饺子格言是：饺子好吃不好吃，全看搅馅的功
力。可见在父亲眼中，搅馅是包饺子的重头戏。

只见父亲手里拿着一双筷子，顺时针沿着一
个方向开始搅馅，一圈又一圈，比飞奔的车轱辘转
得还要快，看得我眼花缭乱，好像无数个圆圈叠加
在一起，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这时盆里已
分不出哪些是菜，哪些是肉，它们混在一起，像亲
密无间的朋友，彼此间无意识地渗透与融入、吸附
与粘合，形成一体。此时，那禁不住诱惑的味蕾像
少年一样——早已心旌荡漾。

接下来，母亲用擀面锤擀饺子皮，只见她先把面
切成纽扣大小的圆片，然后擀成饺子皮，父亲开始包
饺子，用小勺舀适量的馅到饺子皮上，手指翻飞，很
快一个可爱的小饺子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俩动作娴
熟，配合默契，俨然一对做饺子生意的老手。我觉得
包饺子有趣，也想加入到包饺子的行列，吵着要学。
起初母亲不肯，担心我糟蹋食材。父亲却说：“没关
系，让孩子试试吧，这也是当家的手艺！”于是母亲拿
一张饺子皮、揪一小团面让我练习，说：“把面团当馅
儿，包在饺子皮里。等你学会了，再包真馅儿。”

我不开心地接过来，学着父亲的样子，将饺子皮
在一只手掌上摊开，把“馅儿”放置在饺子皮中心，再
将饺子皮对折包住“馅儿”，用手使劲儿将边缘捏紧，
一个成品饺子就大功告成了。小心翼翼将饺子放在
簸箕里，我得意地炫耀：“怎么样？不错吧！”母亲笑
了，让我再仔细瞧瞧。我回头仔细一看，傻了眼：这
个饺子像得了软骨病，没精打采瘫在簸箕上，而父亲
包的饺子个个精神抖擞地立着。

我抱着不服输的心理，用心观察父亲包饺子的
手法。不一会儿，我终于掌握了相关技巧，许多漂亮
的饺子也在我手中诞生了，它们一个个带着匀称的
褶，像金元宝，像小耳朵，整齐地排列在簸箕里。

饺子包好了，母亲把饺子放进锅里，我们小姐弟
四人一个个乖乖地、有序地围坐在饭桌前，等着胖嘟
嘟的饺子“涅槃重生”之后，与之“亲密接触”。过了
一会，饺子的香味就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闻得我都快
流口水了。打开锅盖一看，哟！一个个饱满的饺子
浮在汤面上，多像一叶叶小舟啊。母亲盛满一大盘
端到桌上，淋上麻油，让大家趁热吃。我们顾不上烫
嘴，夹起水饺，用嘴吹着，一咬，那鲜香、绵软之感，既
爽口，又润喉，更暖胃、悦心，好吃极了。满室弥漫着
饺子的芳香和幸福的味道。母亲用慈爱的目光看着
我们，也不忘记教育我们：“好好读书吧，将来考上大
学，能吃上猪肉水饺。”父亲把一瓶散装白酒拿出来，
倒了满满一杯，抿一口酒吃一个饺子，自信十足地连
声说道：“饺子就酒、越喝越有”。虽然那时候条件不
好，饺子也是菜多肉少，但我感觉那饺子格外香。

时光飞逝，光阴似水。那个年代物资匮乏，难得
吃白面（过去，人们除了过年过节的能吃上一顿白面
饺子外，平素里多半都是吃什么荞麦面、高粱面或带
麸皮做的黑面饺子），偶尔吃上一顿饺子的感觉非同
寻常。那香味仿佛从内往外溢渗，以至于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无尽的香味。儿时的梦想就是能美美吃一
顿猪肉葱花馅的饺子，一咬一个肉疙瘩、一咬直冒
油，就知足了。现如今生活水准提高了，梦想早已变
成现实,只要你想吃，天天都能吃上纯肉馅饺子。但
是不知怎的，总吃不出儿时冬至饺子的味道……

如今的饺子已经是很平常的食品了如今的饺子已经是很平常的食品了，，虽虽
然这些年我到过很多地方然这些年我到过很多地方，，也吃了很多各地也吃了很多各地
特色的饺子特色的饺子，，但最让我怀念的但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儿时冬至还是儿时冬至
的饺子的饺子。。那是深深地刻在我心里的味道那是深深地刻在我心里的味道，，那那
是家的味道是家的味道，，那是妈妈的味道那是妈妈的味道。。

俗话说：“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但冬至留在我脑海深处的，却是一碗荷包蛋。

在那个凭票证购买商品的岁月，鸡蛋无异于山
珍海味。我家也不例外，时任民办教师的母亲每年
都要养一些鸡崽，贴补家用。一个月中母亲能让我
们用鸡蛋开一次洋荤，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那
时我们最盼望的是家中来客。因为，按我们当地的
风俗，家中有亲朋好友到访时，都以荷包蛋盛情相
待，客人出于礼貌，往往不会将蛋全部吃完，等客人
走后，我们便可以沾一下光啦！

一年冬至，家里来了一位客人。那天外面飘着
鹅毛大雪，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男子敲开了我家大
门，他衣着破旧，脚着一双翻毛鞋，几乎被雪花染白
了。母亲并不知来者是谁，但善良的母亲看到来者
冻得直搓手，还是请他到屋里入座，并为他泡上一
杯热茶。

当得知他是我大哥同学的父亲时，母亲更是以
贵宾礼仪相待。她从蛋筐里所剩无几的鸡蛋中取出
4枚，快速来到锅灶前，生火烧水。很快，荷包蛋做好
了，母亲将蛋盛入大碗，再放上红糖，端至客人面前。

客人边吃边向母亲说明此行的来意：“前几天，
我去省城出差，顺便去学校看望儿子，正好遇到了
你的儿子，他听说我下个月还会去学校，就让我来
你家帮他捎带些伙食费和零用钱，这样可以省下汇
款费。”客人讲这话时，眼神试探般投向母亲。

母亲心猛然一紧，远方儿子的需求永远是娘的
牵挂！她连忙追问：“我儿子在那还好吧？”

“嗯，您儿子挺好的，您就放心吧！”
“真是太感谢您了！可我现在钱不凑手，要等

到月底发工资时才有。要不，您留个地址，到时我
给您送去！”

“您教书平时也没有空，到月底时我来取吧！”
见客人大雪天来为孩子捎话，母亲对客人表示

感激的唯一方法，就是劝说他吃下荷包蛋：“您将我
儿子托的话放在心上，大老远顶着风雪，太感激
了！今天是冬至，‘冬至大如年’，图个吉利，您一定
要将这鸡蛋全吃了！”

母亲的真诚让客人放下了极力掩饰的矜持，吃
光了一碗荷包蛋。

那个月底，母亲准备好了给大哥的伙食费和零
花钱，但没有等来儿子同学的父亲。

寒假时，大哥回家度假，母亲问及此事，大哥
说：“从来没有的事啊！”母亲叹了口气：“原来他是
个骗子啊！可他看上去不像啊。唉！可惜了！”母
亲为这位走上歧途的中年人惋惜，而我和二哥还为
那碗荷包蛋惋惜呢！

十年后，凭票证购买商品的岁月已经过去，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那年冬至的清晨，母
亲打开院门，发现门口放着一篮子鸡蛋。母亲疑惑
地提起篮子，见里面夹着一张纸条：“大姐，您十年
前的鸡蛋和祝福，将因一时困顿误入歧途的我引入
正道。现在我成了养鸡专业户，我知道再多的鸡蛋
也抵不了大姐的情深恩重！”母亲兴奋地将熟睡的
我们唤醒：“快起床，今天为你们做荷包蛋！”我看
到，有泪花在母亲眼中闪烁。

生命中会遇到很多匆匆过客生命中会遇到很多匆匆过客，，但偶然的相遇但偶然的相遇，，
也许会改变人的一生也许会改变人的一生，，也许会让人惦念一辈子也许会让人惦念一辈子，，正正
如这冬至里的鸡蛋如这冬至里的鸡蛋，，温情而暖心温情而暖心。。

冬至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二
个。和清明一样，它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
涵，不仅是一个节气，还是中国传统的节日。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就已
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冬至节气，它也是
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来的一个，交节于
每年阳历的12月22日或前后一天。现代天
文科学测定，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阳光
对北半球最倾斜，这天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
最长，这天之后，太阳又逐渐北移。过了冬
至，白天会一天天变长起来。

古人对冬至的解释是：“阴极之至，阳气
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
冬至。”这种源远流长的说法，准确揭示了时
节运转的规律，同时彰显出古老的中国智
慧，也蕴含着朴素的哲学之光。

“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是说冬至这一
天，昼最短而夜最长。然而，过了这天以后，
白天会一天比一天见长，夜晚一天比一天显
短。这就叫物极必反。是啊，任何事物达到
极端，也正是转机出现的时候。透过冬至，我
们更应当深信：至短则长，至长则短；再长的
夜终有极值，再短的昼也会有限；黑暗的日子
总有尽头，光明的未来美好可期！

二十四节气周而复始，冬至排名倒数第
三。冬至伴随着季节的转换，也伴随着岁月的
流转。早在汉代，我国就以冬至为“冬节”，称
为“贺冬”。《汉书》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
贺。”意思是说，人们认为过了冬至，阳气回
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是上天赐予的福
气，是个应该庆贺的吉日。到唐、宋时期，冬
至是祭天祀祖的大日子，皇帝要到郊外举行
祭天大典，百姓要向父母尊长之灵祭拜。所
以，自古就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甚至在周
代，冬至日还曾是元旦。

冬至过后，华夏大地普遍进入一年中最
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数九”。我
国民间素有“冷在三九”的说法。然而，“阴极
之至，阳气始生”，至寒则暖。事实会再一次
证明：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到来！最冷的冬天已经来临，明媚的春
天也就不再遥远。

拥抱冬至，美好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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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冬至 专版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冬至。在

这个特别的节气，我们特推专版，
以飨读者。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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