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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常青

温馨提醒

细心的读者一定发现，
桑榆情版面变多了！

晚报新一轮的改版，桑
榆情版面已从每日一个增
加到两个。栏目也有一些调
整，除保留了原来的“常青”
“讲堂”“长寿”“大作”外，还
增加了“乐学”“五养”两个
新栏目。 拿起你的笔，把你
的生活、感悟等等统统写出
来与大家分享吧！欢迎大家
踊跃投稿。 来稿寄：丽水市
丽阳街 491 号处州晚报编
辑部桑榆情版收 ； 电子邮
箱：C215166610@163.com

跟着姥姥过大年

czwb2151666
晚报公众微信号：

阅读提示

姥姥大字不识，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却用行动告诉我：生
活是个严肃的课题，必须心怀敬畏，再普通的大年，也可以充
满诗意！

巧划分

请你把上图划分为 6
份 ，每份大小一样 ，形状一
样，数字之和一样。

不会写字
老伴的书法小有名气 ，每

到年关， 左邻右舍都喜欢来家
里让老伴写几副对联。

这天，4 岁的孙女看见来写
对联的人一个接一个， 忽然好
奇地问我：“爷爷， 这些人都没
有上过学吗？ ”

我说：“上过呀。 ”
孙女不解：“那他们怎么连

字都不会写，还来让奶奶写？ ”
（山西运城 王喜林 53 岁）

过年送孩子“压岁言”
“老姥爷，我们快放

寒假了， 我跟妈妈说好
啦，放了假妈妈就带我去
给您拜早年。 ”这是上初
中的外甥孙文文打来的
电话，让我心里很暖。

孩子聪明乖巧，就是
过于贪玩，玩忘了写作业
是家常便饭。 去年春节，
我给了他个红包，里边的
钱不多， 但都是新票，而
且连号，孩子觉得新鲜没
舍得花。 更可喜的是，他
听了我“学习是自己的
事， 别总让妈妈费心思”
的话，进步不小。 这对我
启发很大。

所以今年一进腊月，

我就和老伴商定，再给隔代
（多是隔两代）孩子红包时，
都附上一句“压岁言”。于是
我俩早早地备好连号的人
民币新票。 然后，我开始翻
阅《新编家教手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童谣》《古今
名言大全》等，选择出一些
针对性较强的“压岁言”：有
益于提高受挫抗压能力的
意大利谚语“不经苦难，难
得皇冠”； 有益于明确学习
目的、促进刻苦钻研的英国
谚语“命运的建筑家———那
就是你自己”； 有益于调整
心态、 营造好心情的格言
“能处处寻求快乐的人，才
是最富有的人”； 有培养乐

于助人品格的俗语“送人玫
瑰手留余香，帮助别人快乐
自己”； 给长得漂亮、 够自
信，但有些“臭美”任性的女
孩挑选了“长得漂亮是优
势，活得漂亮靠本事，内外
兼修， 做最好的自己”，等
等。

当然， 有的孩子尚小，
对“压岁言”的内涵不一定
理解深透，也不能一时对孩
子的期望值过高。 好在家长
们都表示愿借此机会，加上
自己良好的示范去影响孩
子， 用恰当的方法引导孩
子，“动锯就有末”嘛。 这让
我很欣慰。

（陈文升）

我小的时候， 家里孩
子多， 而姥姥又是一个人
生活，因此，每年春节，我
差不多都是跟着姥姥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尽管
那时生活拮据， 可姥姥对
过年却一丝不苟。

过了腊月二十， 村子
里陆陆续续响起零星的鞭
炮声，姥姥过年的“大幕”
也徐徐开启。 姥姥先是颠
着那双小脚， 背起半布袋
麦子，到村里的磨房磨面。
她还把仅有的黍子、小米，
在碾子上推轧成面， 再将
红豆煮软，做成豆沙，蒸黏
窝窝、豆沙包。

虽然白面不多， 姥姥
却能做出很多花样。 除了
蒸一锅大馒头外， 一定还
会蒸一屉花饽饽， 那是她
的拿手绝活。 姥姥头一天
把面发好，用被子捂起来，
放在热炕头上， 第二天早
上，面鼓满了面盆。姥姥把
面搬到案板上，沏上碱水，
揉好， 取下一小块放火里
烧烧，试试碱量大小。看看
合适， 姥姥便把面揪成小
团，分别捏成小鸟、小鸡、
小鱼、青蛙、刺猬等形状，
还会在眼睛的部位按上两
个花椒粒。 蒸到火候一出
锅， 满屉的花饽饽冒着热
气，散着香味，形态各异，
栩栩如生。最后，姥姥还会
给它们点上一些红点。 连
同黍子面的黏窝窝、 加了

枣泥的豆沙包， 统统放在
一个大笸箩里， 足够吃整
个年节。

接下来， 姥姥会带着
我去赶集。称几斤肉、几块
豆腐，买上两张红纸、二斤
糖块……当然， 一定还有
几挂小鞭炮， 那是专门为
我准备的。

腊月二十四， 姥姥吃
过早饭又开始忙活。 她包
上头巾， 先把屋子里的东
西拾掇到院子里， 然后把
笤帚绑在长木杆上， 把屋
顶墙面、犄角旮旯，由里至
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往后
的几天里， 姥姥满脸喜悦
地忙活着煮肉、炸豆腐、炒
花生瓜子、剪窗花，一件事
接一件事，忙而不乱，有条
不紊。

年味儿越来越浓。 到
腊月二十八， 村里的鞭炮
声变得此起彼伏， 姥姥家
的窗户上也贴上了窗花。

龙凤呈祥、五谷丰登、连年有
鱼……那些漂亮的窗花，都
是她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亲手
剪出来的。

一晃就到了大年三十，
这是繁忙而热闹的一天。 姥
姥忙着包饺子、扫院子、挂灯
笼、贴对联。 除夕要守夜，而
初一更是要起五更。 煮好饺
子， 姥姥叫我到院子里放一
挂鞭，回到屋里，我给姥姥磕
头，姥姥给我 5 角压岁钱，我
才能吃饭。 天还没有完全亮，
村里的晚辈们来给姥姥拜
年。 姥姥必定要坐到炕头上，
等孩子们磕完头， 再从炕头
上下来， 一个一个地给压岁
钱。 姥姥的大年，处处充满着
仪式感。

姥姥大字不识， 说不出
什么大道理， 却用行动告诉
我：生活是个严肃的课题，必
须心怀敬畏，再普通的大年，
也可以充满诗意！

（刘明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