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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立霞

我家走年亲，母亲最在意舅姥爷。舅姥爷是母亲的
表舅，从小关照母亲。他为人和善，有文化，在村里当
老师，教过父亲，还教着姐姐和哥哥。母亲敬老又尊
师，趁过年表表心意。

每年年初一母亲都去给舅姥爷舅姥娘拜年，年前
忙，就派我们串门。母亲把精心准备的饽饽和年糕拿出
来，分别拣最好看的两对，整整齐齐地摆笼布里，包起
来，扎紧，看让谁去。姐姐哥哥都不愿意去，怕老师，
早躲一边了。我不，单等母亲一声吩咐，提起笼布甩到
肩上就走。

其实我也害怕，但不是怕老师。舅姥爷家距我家不
足千米。他家大门黑得瘆人，那对铜色挂环凶神恶煞般
虎视眈眈；院落很深，很静，进去就像掉到了坑里，让
人莫名地恐慌。可是，每次去都有糖，能给满满一口袋
儿。这诱惑力不小，足以壮胆。

那时候姥娘姥爷也就五十来岁，可觉着很老了。
我嘴巴甜，进门就叫姥娘姥爷，俺娘蒸的饽饽和

糕，送几个来让你们尝尝。姥娘撵着小脚笑盈盈地迎上
来，接过去说，孩儿们多，留着吃吧，还年年想着俺
们。姥爷也笑盈盈的，掐灭手里的烟卷，咳嗽两声，爬

到炕上从旮旯里拖过一个蒙着布的簸箩，往里一摸，变
戏法似的抓出一把糖，往我褂子口袋儿里装。我撑着口
袋，还不忘说，行了行了，心里直嫌口袋小。等姥爷装
满，我按按口袋，高兴到起飞。

姥娘打开笼布，拾出饽饽和糕说，恁娘做啥也样子
儿，看看蒸得多么好看。她抬手把挂在梁上的箢子摘下
来，从里面也拿出几个饽饽和年糕，边往笼布上放边
说，换换样吧，拿回去让恁娘也尝尝我蒸的。姥娘蒸的
糕金灿灿的看上去就好吃，枣一个挨一个，很诱人。

我不着急走，按母亲的吩咐得和他们拉拉呱。母亲
说，亲戚们不稀罕那点东西，稀罕的是人，走亲走亲不
走不亲。我乖，自然听话。虽然和他们不熟悉，但我应
对自如。姥爷问我考了多少分，发没发奖状。我是中队
长，学习好，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发奖状。我依在炕沿
前，小嘴叭叭地不结声。俩老人就不停地夸母亲养了个
好闺女，夸我懂事，长大了有用。听到表扬，我更高兴
了，小嘴也更甜。

见姥爷姥娘也没多少话要问了，我便说走。姥娘把
笼布递给我，嘱咐我直接回家，别“打拐”。姥娘姥爷把
我送出大门，我冲他们摆手，说家去吧，外头冷。他们
抄着手，笑呵呵地又夸我懂事。

走了一会儿，回头看姥娘姥爷已回屋，放下笼布，

掏出一块糖。亮晶晶，红彤彤的糖纸真好看，搓几下，
剥开。酱红色的糖，咬不动，嗞啦地吸吮着把糖纸叠好
放口袋里，按按。糖真甜，一下甜遍了全身，瞬间空气
中都仿佛弥漫着甘甜，浓得化不开。乐不颠地把笼布提
起来，抡肩上，想蹦跶，起不来，只好老老实实走。没
走几步看到一小块土坷垃，便用脚尖踢。一踢出去好
远，走近再踢。踢碎了，踅摸一块继续踢。一直到我家
屋后，跺跺脚，用袖子擦擦鞋尖。

进屋，放下笼布，先掏出一块糖剥开，一手拽着母
亲的衣角，一手举得高高的。母亲不舍得吃，可拗不过
我，只好接着。真甜，母亲咂摸着说。母亲拆开笼布，
我抓起一个糕想吃。母亲不让，要留着伺候客人。我只
好放下，撅起小嘴老大不愿意。母亲把笼布里的东西放
到高高挂着的箢子里，边放边问，姥娘姥爷都说啥了。
我一字不落地学说。母亲听完很高兴，摸摸我的头说，
俺那霞这么小就能办大事儿，不给娘丢份儿。

我就高兴得跑院子里转圈圈。
夕阳缓缓下沉，余晖洒满天际。闹腾一天的鸡鸭猪

狗们都趴窝里安稳下来。偶尔一声“啪”的脆响，让年
味越来越浓。

（作者系山东省东营市文学爱好者）

走年亲

□吴镝

岁末年初，寒风料峭，归乡之心却如暖阳般炽热。驱
车穿山越岭，终在除夕前夜抵至故乡。家门未启，先闻得
阵阵肉香扑鼻而来，那是母亲正忙着准备年夜饭的信号。
而最令我心驰神往者，便是那锅正在炉灶上炖煮的卤香。

轻揭厚重之锅盖，浓郁香气瞬时弥漫开来，仿佛将
世间寒冷尽皆驱散。锅中，五花肉、猪蹄、鸡翅等食材
在酱汁中翻滚，每一块肉皆饱含时间与火候之精心雕琢。

幼时每逢过年，家中必做一锅卤味。彼时我常围灶
台边，眼巴巴地盼那一口美味。母亲常说：“卤味讲究

‘慢工出细活’。”从选材到调味，再到最后之炖煮，每一
环节皆不可马虎。好的卤味，不仅要有色香味俱全，更
要有一份让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犹记某年与父亲同赴集市挑选材料。那是一个清
晨，集市上人头攒动，摊位上的新鲜食材琳琅满目。父
亲带着我一家家地看，仔细挑选每一块猪肉、每一根猪
蹄。他说，做卤味的食材必须新鲜，只有如此才能保证
最终的味道。

回到家中，母亲早已备好调料：八角、桂皮、香
叶、花椒、老抽、生抽、冰糖……这些看似普通的调
料，在母亲手中却似魔法般存在。她将调料一一放入锅
中，再加适量清水，然后把选好的食材放进去，用文火
慢慢炖煮。随着时间流逝，锅中香气愈浓，直至所有味
道融合为一种独特风味。

卤味做好后，母亲将其捞出，置于盘中晾凉。此时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尝鲜。刚出锅的卤味，外皮酥
脆，内里软糯，入口即化。那种咸甜适中的口感至今仍

让我回味无穷。尤其是猪蹄，经过长时间炖煮，皮肉已
变得极为软烂，轻轻一咬，肉质便脱骨而出，充满浓郁
卤汁香味。

除了自家享用，卤味也是走亲访友时不可或缺的礼
物。每当亲友来访，母亲总会拿出几块卤味招待客人。
大家围坐一起，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聊天叙旧，温馨而
又惬意。那些年的春节，因为有了这道卤味，变得更加
丰富多彩。

如今，虽离乡多年，但每年春节回家，母亲依旧会
为我准备一锅卤味。每次尝那熟悉的味道，心中都会涌
起一股暖流，仿佛重回儿时无忧无虑的日子。无论何时
何地，只要一口下去，便能找到内心的宁静与温暖。

（作者系天津市河西区文学爱好者）

年味卤香

□张冬磊

春节愈发近了，各家各户陆续开始忙年了。俗话
说，民以食为天。春节期间的饮食更是一年之中的重头
戏，大鱼大肉自不必说，即便是一些不起眼的节日零
食、糕点，也需要讲究的食材、繁琐的工序和半晌的工
夫。叠糖就是这样一种传统手工糕点，也是往昔岁月里
家家必备的节日食品之一。上周末，岳父岳母家自制了
一批叠糖，我也去搭手帮忙，从而见识了制作流程和要
点。

说到叠糖，是一种极具北方民间特色的糕点，其以
地瓜、花生、芝麻、核桃等农作物为原料，经过煎熬、
炒制、定型、切割而成，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切糕”了。其口感甜、酥、香、脆，让人回味无穷，尤
其颇受老人、儿童的喜爱，既好吃又压饿，是冬季才有
的美食，也是春节期间具有代表性的节令食品。

你可不要小瞧这种节日零食，由于原料较贵，其食
材成本并不低，单说制作工序，也较复杂、繁琐，需要
时间和耐心。民间常说的“工夫钱”“费工夫”就是指这
种制作工序较多、耗时较长的事情。

先是地瓜糖的制作。需要选取糖分高、淀粉少的优
良地瓜品种，削皮、洗净、切块后，入大锅加水煮沸，
期间须不停搅拌，一则防止糊锅，二则将煮熟的成块地

瓜搅拌成糊状。此时要注意火候，在满锅的地瓜糊不断
冒泡后，迅速将锅端起，把地瓜糊倒入盖有细纱布的干
净容器中，分离淀粉、纤维，沥出糖水。再取糖水入炒
锅小火煎熬、搅拌，待其形成半透明、粘稠的棕色糖稀
时，出锅冷却、凝固、定型即可。经过这一番复杂的工
序，十五斤地瓜才出两斤地瓜糖，因其形似圆盘，俗称

“糖盘子”。现在一般无需自己熬制，到集市购买现成的
糖盘子即可。

我到岳父家时，他正在厨房里忙活。只见他将糖盘
子敲击、掰碎成小块，配上已经炒熟的去皮花生、芝麻
等原料，在铁锅里以小火不停翻炒。随着锅越来越热，
糖盘子开始慢慢融化，于是原来散沙一般的各种食材逐
渐粘连在一起，每翻炒一次都要多费一份力气。十几分
钟后，地瓜糖的焦香和花生、芝麻特有的油香已经弥漫
了整个厨房。

此时出锅正是时候。岳父趁热将铁锅倒扣在餐厅的
案板上，原本分散的花生、芝麻等各种原料，在已经变
软、粘稠的地瓜糖的结合下，成为一团冒着热气的大疙
瘩。岳父像揉面团一样，将这一团大疙瘩揉压一番，烫
得两手通红；再将其放入一个长方形容器里，用形似刮
腻子刀的工具反复使劲按压，让各种原料更加紧密挤压
在一起；最后取出这个长方体，晾上一会儿，开始分
割、切成小长条。

这时，我接手过来，学着岳父的样子切叠糖。让我
意料不到的是，由于这种食材压制较紧、密度较大，所
以切起来有些费劲，必须用双手持刀，一手握刀把，一
手按刀头，同时发力、下压、切割，才能切出一条条长
方形的规则条块。我才切了几下，手掌已经被刀背硌红
了，隐隐有些疼痛，脸上不免呲牙咧嘴起来，老婆幸灾
乐祸地笑出声。

岳父看我笨拙的样子，说道：“你好好学学、练练，
等我老了做不动了，由你来给大家做叠糖。”我冲客厅大
声喊道：“咱爸要把手艺传授给我，这就是当老大的好
处。”二妹妹回应道：“以后全靠张哥了！”于是满屋子里
传来众人欢乐的笑声......

其实，我的最大作用是用手机拍摄了这次制作叠糖
的全过程，又剪辑成短视频，记录下这一段温馨而又充
满烟火气的快乐时光，发送到家庭微信群里，大家纷纷
饶有兴趣地观看和点赞，提供了十足的情绪价值。

现在，当我再一次打开这个短视频，回味这段快乐
时光时，突然感悟到，生活不就像制作叠糖一样吗？一
家人分工协作、互帮互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彼此鼓励、打气，不离不弃、坚持到底，终将收获甘之
如饴的甜蜜果实。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生活像叠糖一样甜蜜
□李新孔

蛇舞魯南恋煤城

瑞雪纷飞年味浓

赶年集

备年货

超市大集难挪脚

闺女插花儿买炮

奶奶要双花棉鞋

爷爷戴頂新毡帽

杀猪宰羊炸丸子

蒸好馒头包水饺

家家春联红

户户灯笼明

大街小巷人攒动

薛城的獅子

峄城的龙

市中的高跷最有名

旱船特技数山亭

花灯好看去古城

入了腊月都是年

正月十五年更浓

人人欢乐喜盈盈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枣庄，最有年味的一座城

□汤成强

鲜辣味淳香，细品神情爽。

美味佳肴处处传，特色名声响。

邀约远朋来，盛宴同分享。

喜庆联欢赞美食，产业尤兴旺。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卜算子•枣庄美食辣子鸡

《春联》 陈庆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