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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曾洋

一场寒风冷雨，涤去缠绕两天的雾霾，迎来一年一度的
冬至。

还没吃早饭，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拿起一看，是父
亲。接通电话，父亲关切的声音就流进心窝：“下着雨哩，
回来时路上小心些，或者就不用回来了。”

我柔声说：“放心吧，吃过饭就回去。今儿个冬至，不
回去怎么行？饺子馅昨天下午我就盘好了，回去光剩下包
了。”

“冬至大如年”，我们这儿的习俗是冬至这天要吃饺子，
说是可以不冻耳朵，所谓“冬至不端饺子碗，冻烂耳朵我不
管。”以前每年冬至，都是父母老早盘好饺子馅，包好饺
子，等我们回去吃。可是，今年父亲母亲几乎同时患心脑血
管病住院，现虽已出院数月，但母亲的康复状况并不理想。
好在父亲康复得不错，不仅生活能自理，还可以照顾母亲，
但仍不能让他累着。所以，今年盘饺子馅的任务自然就包在
我身上。

由于雾霾，昨天全市中小学停课，我所在的学校也停课
了，这让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先到小商桥集上买来羊肉，把
萝卜洗干净，又从地里薅来鲜嫩荠菜，还有木耳、洋葱这些
可以降血压血脂的东西，剥好葱姜，仔细切碎、剁好，盘在
一起，撒上十三香、精盐、香油、酱油等作料，反复盘搅，
据说这样盘出来的饺子馅有味、好吃。费了半天工夫，胳膊
累得酸痛，两手冻得冰凉，总算大功告成。

早饭后，我发动车，带着盘好的饺子馅和弟弟昨天给父
母寄回来的药，跟妻子一起回老家去。回到家，父亲在厨房
忙活，母亲在堂屋练习走路。我们连忙洗了手，妻子擀饺子
皮，我跟父亲负责包饺子。父亲告诉我说，你妈一看八点半
了，就说：“八斤半了，孩儿快回来了，赶快和面吧！”母亲
生病以来，经常说错话，父亲就经常拿她这些错话取乐。听
了这句错话，一股浓浓的温情涌上心头。

包完饺子，我帮母亲活动她那只不灵活的右手，陪她说
着话。母亲对我说，你弟弟也从山西打电话了，昨天刚寄回
来两千块钱的药，安置着怎么吃，让常在我家串门的邻居羡
慕得不得了。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母亲一脸幸福。

一会儿，饺子下好了，我先给母亲盛好端过去，父亲已
经盛好两碗让我们先吃，他继续下饺子。捧着热气腾腾的饺
子，看着还在忙碌的父亲，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的父亲
母亲，你们给我的太多太多，而我，回报你们的却太少太
少！

临走时，父亲送我们到胡同口，反复叮嘱我，路不好，
你眼又不好，开车慢点。车启动了，从观后镜里可以看到，
父亲还站在胡同口向这边张望。

冬日短，亲情长；冬日冷，亲情暖。今年这个冬至很
冷，但流淌在我心里的，却是暖暖的亲情。

冬日短 亲情长

□布衣女子

冬至这天，不论贫富，饺子是必不可少的节日
饭。我最欢喜的就是冬至这一天吃姥姥包的猪肉萝卜
白菜馅饺子。

每到冬至这一天，姥姥都会起个大早，吩咐舅舅
去大集上割两斤猪肉。简单洗漱之后她就开始张罗：
把大白菜去掉外面的老帮，把萝卜从土里扒出来洗干
净，擦丝、焯水、捏成团子，把大葱择去老叶子，洗
干净，然后把我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叫起来，递给我一
大碗放了白砂糖的萝卜茶。我闻不惯萝卜茶的怪味
道，却总拗不过姥姥“冬吃萝卜夏吃姜”的念叨，和
不喝萝卜茶就不给吃饺子的吓唬，乖乖地一气喝个精
光。这时候，舅舅已经从大集上把肉买回来，他的眉
毛、头顶挂着一层白色的水雾，带进来一股凉气。姥
姥接过肉，一边给舅舅拍打身上的尘土，询问买的哪
家的肉、是本村乔老二家的还是抬头赵家的，是前胛
肋还是屁股臀；一边细细端详舅舅买回来的猪肉，眼
角眉梢透着说不出的满足和喜悦。

吃罢饭，姥姥开始剁饺子馅包饺子。姥爷一大早
就把菜刀磨得锃亮，掂在手里闪着雪白的光。姥姥拿
着这把锋利的菜刀，熟练地片肉、切肉、剁肉，整个
动作一气呵成。一会儿工夫，猪肉、白菜、萝卜、大
葱们就乖乖臣服，成为散发着清香的饺子馅。

包饺子是一家人最欢乐的时候。姥姥擀皮，舅舅
和姥爷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帮忙包。我也想包一个，
可捏出来的饺子实在不像样子，被姥姥哄到一边玩
去。要是哪天买的肉里面恰巧有一块骨头，那么我的
福利就来了，姥姥把肉骨头递给我，我抱着骨头啃得
嘴角油汪汪的，再也顾不得包饺子捣乱。只是，姥姥
家的老黄狗总是眼巴巴地盯着我，我走到哪里它跟到
哪里，惹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有时候，我就搬个小板凳窝在姥姥身边，一边看
她擀面叶，一边听她讲故事。姥姥说，“冬至不端饺
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冬至包饺子、吃饺子是为
了纪念一个叫张仲景的人，他在冬至那天给穷人舍
药，治好了人们的冻疮。姥姥一边说着故事，一边手
腕上下翻飞，擀成了一张张圆圆的面皮，然后舅舅和
姥爷把它们包成胖胖的饺子。

我看着这些白生生神奇的饺子，回想着姥姥讲的
故事，一个劲儿揉自己的小耳朵。这个小动作逗得姥
姥姥爷和舅舅哈哈大笑。饺子煮熟了，姥姥捞起第一
碗饺子，让我端给姥爷，姥爷咧着嘴笑，先挑出来一
个，吹一下再送到我嘴里，我一边狼吞虎咽飞快地嚼
着饺子，一边吸溜着嘴巴缩着脖子跑到姥姥身边去端
我的小木碗……我们吃着白胖饺子，热气在屋里缭
绕，好像驱赶了整个冬天的寒冷。

爸爸妈妈忙，我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都是在姥
姥家度过的，她对我的宠爱远远超越了其他几个表兄
弟姐妹。姥姥活了98岁，我毕业前那一年冬季她无疾
而终，我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昼短摒弃烦忧事，夜
常相伴欢乐声，小饺暖尽心头寒，更胜金银百十
千。”每到冬至，咀嚼着古人这暖暖的诗句，想起儿
时在姥姥家过冬至吃饺子的情景，我总是忍不住泪眼
盈盈。

小饺暖尽心头寒小饺暖尽心头寒

□柴奇伟

自儿子出生后，为让我和爱人安心工作，母亲离开老
家舞阳县孟寨镇邢王村，到我和爱人工作的学校，为我们
照看年幼的儿子。家里只剩下70多岁的老父亲，成了“留
守老人”。

昨天冬至。为了让一家人在冬至节气里团团圆圆一起
吃顿饺子，我就动员爱人回家和父亲团聚。爱人说，儿子
近段时间感冒，一直在吃药，不见好转，出门怕儿子受了
风寒，加重感冒。想想也是，爱人也是为了儿子的身体。
一边是生病的儿子，一边是年近八旬、独自在家的老父
亲。我该何去何从？“你和咱妈回家吧！”爱人说。

冬至大如年。在这样一个重要节气里，不能让父亲冷
清度过！年迈的父亲，现在急需我的关心和呵护。想到这
里，我叫上母亲，骑着车子往老家赶。

回到家里，没见到父亲。在这雾霾天气里，父亲又下
地干活了！我们等了好久，父亲才回到家。一见到我们，
父亲感到很意外。听母亲讲述事情原委，父亲没说什么，
眼眶却有些湿润了。我和父亲母亲动手包饺子，父亲说：

“咱在家包饺子，咱吃点儿，给霞（我爱人）和孩子剩点放
进冰箱里，回学校的时候给他们带回去。”

母亲擀皮，我和父亲包饺子。在这个我从小长大的熟
悉的院落里，我曾经度过了很多个冬至。小时候，常听长
辈说：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长大以后，听老人说，
冬至这天得吃饺子，不吃饺子，耳朵会冻坏。为了不让耳
朵冻坏，每到冬至，家家户户总会准备大肉、萝卜，包饺
子。在我们家，每年这个时候，父亲拔萝卜、洗萝卜；母
亲盘饺子馅、包饺子。等饺子包够两“锅拍”的时候，父
亲就起身准备木柴，生火烧锅、煮饺子。每次煮熟饺子，
父亲总会喊我们拿碗盛饺子。当我盛一碗饺子让父亲先吃
时，父亲总会笑着说：“你们先吃，我下饺子。”当一家人
吃得差不多了，父亲才盛一碗饺子端到客厅里细细品尝。
就这样，一家人在说说笑笑中度过冬至。

现在，父母都已头发花白。我们一起包着饺子，感受
着浓浓亲情在身边流淌，我的眼睛不由湿润了。

陪留守父亲过冬至

古人云：“冬至大如年。”冬至这天家
家户户都要包饺子、吃饺子，迎接马上就
要到来的“数九寒天”。冬至一家人在一起
吃饺子，也象征家庭和谐、吉祥，寄予了
对来年合家团圆的祈福。昨天是冬至，我
们选编几篇过冬至的稿子，以飨读者。

□朱玉坤

“冬至”是四季轮回中一个令人难忘的节日。“冬至”
一到，表示寒冷天气的到来，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最长，夜
晚最短。俗话说“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到了秋分昼
夜平，阴阳等，寒暑均，时至夏至，白昼长到极点，相反
而行，经秋分，返冬至，春夏秋冬又是一年，这是一个永
远不变的规律。

“冬至”一到，我国民间都有“数九”或“交九”的说
法。在我们中原流行最广的一首九九歌谣是：一九二九不
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八九河
开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九九歌谣是对冬去春
来季节交替生活情景的描绘，巧妙地用自然界的一些生态
反应和天气征兆，表现了“冬至”数九后的气候变化规律。

又是一年“冬至”到。冬至饺子夏至面，这千年的习
俗，在历史深处闪亮，也在人们的记忆里飘着弥久的清
香。冬至是一个温情的节日。俗话说：冬至如大年。因此
在这寒冷的冬天，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聚在一起，边聊天
边擀皮、包馅，看着那一个个白胖的饺子在锅内上下翻
滚，香气扑鼻，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共品那香喷喷的饺
子，不知有多少亲情、多少温馨融入其中，平平淡淡的饺
子中，渗透着美满甜蜜和幸福，它包着的是希望，是美好
未来。“冬至”吃饺子，更多的是享受到浓浓的亲情和家的
温暖。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已至，寒气
尽消，新春不远，眨一眨眼，春天已经等候在前边，世
间万物都随之热情奔放起来，新的希望和收获也越来越近
了。

冬至饺子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