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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糕，寓意“年年高”，是我们这里过

年必不可少的一味美食。中国人过年过

节总要讨个好彩头，“年糕年糕年年高，今

年更比去年好”，于是年糕成为流行也就

在情理之中了。

旧时在乡下，乡民们过年前一般都会

自己做年糕。做年糕的时候，年味特浓，

三五户要好的人家聚在一起，大人们轮番

上阵，挥舞着大铁锤在石臼上反复捶打米

粉团，待到火候够了，就做成条状的年

糕。小孩子们最是心急，年糕还没成形，

就想抓了来吃，还央求大人做成各种动物

的形状。每当这时，就算平日里再严厉的

父母也会一团和气，一边依着孩子的要

求，一边说：“吃年糕，年年高。”腾腾的热

气里，弥漫着过年的味道。

后来有了机器，纯手工打年糕的场景

就不多见了，但是一些手工的工序依旧被

保留了下来。临近年关，大人们将稻米装

在箩筐里，用手推车推着送到做年糕的作

坊，经过磨、蒸等简单工序，洁白如玉、光

滑润口的年糕就做好了，偶尔做年糕的师

傅也会按照客户的要求，用年糕印版压成

“五福”、“六宝”、“如意”等字样，专为谢年

或者祭祖用。

就像过年绕不开吃的话题一样，它同

样离不开年糕。在很多人眼里，吃了年

糕，方是过年。年味总是围绕着舌尖打

转。如今，年味淡了，过年已没有旧时热

闹的景象。但是不管年岁再怎么变迁，年

夜饭上吃年糕仍是一个固定的保留节

目。就连过年祭祀，年糕也是少不了的一

道菜品。同样，放年糕炮、切年糕片，每一

个跟年糕有关的“词汇”都珍藏着我们童

年的回忆。

当然纯吃年糕味道总是有限，倘若可

以加上不同的佐料，味道就会变得丰富

了。年糕的做法有很多种，俗话说：“糖炒

炒，油爆爆，吃得嘴角生大泡。”年糕可以

蒸、可以煮、可以煎、可以炒，咸甜皆宜，且

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口感，小孩子的吃法

尤其多，甚至会把年糕用火煨了来吃，常

吃得一嘴的灰。

其实，单是炒年糕这一种就有糖炒年

糕、蟹炒年糕、咸菜笋丝炒年糕等不同口

味，不过最有名也最美味的当属荠菜炒年

糕。关于荠菜炒年糕，有两句谚语在我们

这边妇孺皆知：“荠菜炒年糕，越吃越醪糟

（音译，嘴馋）”、“荠菜肉丝炒年糕，灶君菩

萨伸手捞”。立春前后的荠菜最是新鲜，

年糕也刚刚出炉，再经过巧手的烹制，青、

白两种颜色相得益彰，好似春临人间，味

道自然美在其中。

年糕不仅能当主角，当配角一样出

色。在“划了蛋年糕”（音译）里，年糕与水

包蛋互相为对方当绿叶，从而成就了既可

以当点心又可以当早饭吃的这味美食，吃

客只需轻轻地咬上一口，蛋嫩得能流出黄

来，年糕糯得能柔软了你的心。以前，慈

溪的毛脚女婿上门时，这是丈母娘的必备

点心。另外，由年糕作辅料的年糕饺也很

有名。每年年前的一段时间，现打的年糕

趁其软糯，揉成团，碾成皮，加上豆酥糖或

者咸菜、干菜之类的馅儿，包成饺子的形

状，边上细细地捏一圈褶子。只要蒸熟了

端上来，就是一道上好佳肴。

年糕之为美食，其做法远不止如此。

有时候想想，我们之所以钟爱美食，不只

是因为美食的美味，还因为它包含着更复

杂也更柔情的东西。于很多人而言，一味

美食代表着一缕乡情。而年糕，是慈溪

人、宁波人甚至浙江人思乡的媒介。我在

西安读书的时候，就常去一家年糕店，有

时吃店主做的，有时自己动手做，那是一

种萦绕于心的思乡情切。

年糕味里年味浓
□潘玉毅

那年，我与他恋爱了半年多，觉

得他这人各方面都不错，就带他回

老家见家长。谁知，我的父母对他

一点都不满意。他相貌平平，个子

不高，离如今说的“高富帅”差了十

万八千里。还有，他家在外地，所以

父母一直反对我们交往。

后来的日子，他殷勤地到我家

跑了好几趟，父母的态度却依旧没

有改变。春节前，他带上精心挑选

的礼品，来到了我家。

那天是腊月二十七，父亲正在

院子里写春联。写春联对父亲来说

是个大工程，他嫌屋里太挤，都是在

院子里摆上桌子，准备好笔墨，热热

闹闹地写起来。父亲做过十几年的

教师，写得一手好字，所以每年都有

很多人来求他写春联。每年的这个

时候，村民们就给父亲送来一卷卷

写春联的大红纸，还捎带送上点花

生、糖果之类的年货表达谢意。对

父亲来说，那是他比较得意的事。

我和他进门时，父亲抬头望了

我们一眼。他赶紧打招呼，父亲不

冷不热地嗯了一声。他尴尬地冲我

笑笑，一脸无奈。父亲忙着写春联，

他只好把礼品放下，帮着母亲打扫

屋里屋外。

春联太多了，父亲忙个不停。

天很冷，父亲不时把手伸到袖口里

暖暖，还总是吸鼻子。他看在眼里，

走过去说：“叔叔，你到屋里暖和一

会儿吧。我来写！”父亲抬起头，疑

惑地看了看他。我赶紧说：“爸，他

是他们单位的才子呢，这点事难不

倒他。”

他 拿 起 毛 笔 ，熟 练 地 写 了 起

来。他提笔的姿势很潇洒，起承转

合，收放自如。父亲在一边看着，脸

上渐渐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写好

了一副，问父亲：“叔叔，你看我写的

还行吧。”父亲终于开口说话了：“不

错，不错！”他笑笑说：“我专门练过

柳体的，但是写出来的字还不如您

写得好。我最喜欢您写的这个‘瑞’

字，看着都有祥和的气息。”父亲哈

哈地笑了。他埋下头，接着写。

他在院子里写春联，父亲在屋

里和我说话。其实，我知道父亲这

个人一直有“秀才情结”，最欣赏识

文断字的文化人。父亲对我说：“都

说字如其人，他的字，端正大气，看

得出来是个正直诚实的人。还有你

看他写字时的样子，很认真，说明这

个人做事专心，不会三心二意。另

外，他态度谦虚，是个老实诚恳的人

……”我心里佩服父亲察言观色识

人 的 能 力 。 还 好 ，他 禁 受 住 考 验

了。没想到写春联这样一件小事，

让父亲对他的态度彻底改变。

春联写好了，乡亲们纷纷来拿

春联。大家看看春联上的字，都说：

“您的字写得越来越好了！”父亲不

解释，脸上却一脸笑意。

那年刚过了春节，父亲就对母

亲说：“给闺女准备嫁妆吧！”母亲

说：“女婿是你选的，我放心。”我偷

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心花怒放。

我妈做过五年环卫工，她在家闲不住，愿意干

环卫工这活儿，说一天八小时，其实两三个小时就

干完了，其余时间就坐大街上和老太太唠嗑。既

散了心，锻炼了身体，又赚到了钱，我妈得意这活

儿，我们只好由着她。

环卫工人大年初一也照常上班。我心疼我

妈，要和她一起扫大街去，人多力量大，可每次都

被我妈拦下：“年前家家户户都打扫卫生，家里都

清扫干净了，春节后，大街上垃圾也少，初一到十

五是一年之中最轻松的时候，我出去随便扫一下

就可以了。扫完后，我们几位环卫工就凑一起聊

天。而且，春节期间，常有爱心企业和个人给环卫

工人献爱心，请我们吃饭，比在家过年还热闹呢。”

我妈说这个属实，记得有一年春节，下了大

雪，我妈下班回家，进门脱了工作服，就躺沙发上

了，一家人等我妈吃饭，她说：“不饿，中午有位火

锅店的老板请我们环卫工吃了顿火锅，吃撑了，晚

上不想吃饭。”

春节假期，我们放假休息，我妈天天上班，心

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劝我妈请几天假，在家好好过

个年。老妈则说，她觉得这样过年最有意义，大家

都知道她上班，没时间招待亲朋，都电话拜年，这

样省事不少，而且她上班，还能接收那么多爱心，

一举两得，这才是她喜欢的年味道。

后来，我妈超龄了，不得已从环卫工岗位上

“退”了下来，邻居孙婶接了我妈的“岗”。这年春

节，拜年的亲朋走了后，我妈说她要去大街上帮孙

婶干活儿，我反问我妈：“您不是说春节期间，活儿

不多吗？”我妈这才说了实话：“咋不多呀，从初一

到十五是环卫工人最累的时候，瓜子壳、鞭炮皮，

扫也扫不完，特别是鞭炮皮被风一吹，吹得到处

是，清理起来很费时间，现在我想起来还头疼呢。”

原来，我妈干环卫工那五年，怕我们不让她

干，才故意说环卫工人多轻松的。

我妈说：“当然，也没全骗你们，那些献爱心

的人，请我们吃饭，送我们东西，都是真的，因为

他们知道，环卫工过年坚守岗位，工作又脏又累，

赚钱又少，而且都是老年人，所以才格外关照这

个群体。”

我妈这番话说完，我一下脸红了，为何别人都

知道环卫工不容易，而作为环卫工子女的我，却相

信了我妈的话，认为她是出去“玩”着赚钱去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下大雪的春节，是有火锅店

老板请我妈他们去吃火锅，但那天环卫工清理积

雪，整整干了一天，我妈累得秋衣都被汗水浸湿

了，回家后连饭都没力气吃了。

我抱怨我妈：“为何不早说，早说实话，我可以

去帮您干的。”我妈白了我一眼：“就你，扫不上半

小时就累得不想干了，你能继续让我干？”

我妈干环卫工是为了给我们减轻负担，在外

劳累一天，回家还得装轻松，骗过了我们，这妥妥

的演技里散发着母爱的温度。

期末考试成绩下来后，儿子不甘心地说：“我

感觉考题都会啊，还是错了很多不该错的题。我

怎么这么笨呢！”儿子学习一直还算努力，可是成

绩却很一般，他就像一颗没有被唤醒的种子，萌芽

极其缓慢。我安慰他说：“只要进步就是好事，不

在乎分数多少，学习贵在坚持。”

晚上我和儿子一起制定了寒假计划，儿子写

完两页寒假作业，继续拿起《老人与海》来读，还

不时感慨老人跟鲨鱼拼命真是太顽强了！我也

读了一会书，便躺在床上刷短视频，有一首歌《听

闻远方有你》频频出现，儿子凑过来说：“爸爸，你

怎么总反复听这首歌？”我说：“因为这首歌火了，

太多人都在转发啊，不过我也喜欢上这首歌了，

刘艺雯小姑娘唱得真好听，她也就是和你一般大

的年纪。”

关于刘艺雯这首歌，背后有一个非常励志的

故事。刘艺雯的爸爸刘钧年轻时热爱音乐，为了

生活和梦想，他白天在宾馆做保安，晚上上街头唱

歌赚钱，有时候一天晚上也就能赚十几块钱，但是

为了心爱的音乐梦想，他咬牙坚持着。后来他就

做起了专业的流浪歌手，足迹踏遍全国各地，十年

的流浪歌手生涯让他尝遍人间冷暖和流浪的辛苦

与孤独，2018年他加入快手做起了网红，还成立了

音乐工作室，专业写歌作曲直播唱歌，创作了不少

歌曲，却一直不温不火，也没有名气，朋友们嘲笑

他，家人也不支持，他无数次想要放弃，但是心中

的音乐梦想让他坚持下来。有一次他 9 岁的女儿

翻唱了一首他原创的歌曲《听闻远方有你》并上传

到音乐平台，没想到这首歌突然爆红，刘艺雯那天

籁之音的童声，冷静而深情的演唱一下子就俘获

了无数粉丝，刘钧和他的歌曲迅速火遍全网，《听

闻远方有你》将登上今年的甘肃春晚！

讲完这个小故事，我对儿子说：“你看刘钧能

够成功，全凭他的坚持，否则哪有现在的成就，做

任何事情比天分更重要的是坚持。你虽然不是特

别聪明，但是通过这几个学期的不断努力，能从原

来的七八十分，现在都可以保持九十多分了，跟自

己比这个进步很值得表扬，所以你只要坚持，就一

定会不断进步。”

儿子感触颇深，看着儿子眼睛里坚毅的目光，

我也很开心。儿子从小学习有一点吃力，特别是

二年级由于疫情而上网课的那段时间，差点跟不

上了，成绩一度下滑到六七十分。特别是每次写

作文都抓狂，我给他报过网校补过课，平时也经常

辅导启发他，还通过读大量的课外书以及文学名

著，引导他感受书中的趣味和蕴含的道理，经过两

年的时间，儿子的功课和学习认知都有了很大进

步。但是由于儿子无论怎么努力都考不上一百

分，而班级总有同学考满分非常不服气，甚至深受

打击，失去了信心。我开导他说：“不要想着考第

一第二，名次靠后你才有上升的空间和动力。”

在我的引导和鼓励之下，儿子学习稳中有升，

特别是作文也不再那么犯愁了，这学期的课堂作

文，多次得到老师的表扬，他还经常拿回来让我看

看再改改能不能投稿发表。前几天，学校组织奥

林匹克作文海选赛，儿子出乎意料地轻松晋级。

回想儿子从一二年级各科成绩勉强及格，到

现在敢于向满分挑战，虽然还没能获得过满分，

但是有这份信心和渴望就是最好的进步。就算

不聪明，也不是天才，这都不要紧，正如华罗庚所

说“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每个孩子都

是一个沉睡的种子，只有去唤醒他，让他内心渴

望上进，有进取的精神和目标，他就会有无限潜

能积极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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