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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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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文学的朋友，欢迎加
入晚报“以文会友”QQ群：
47148867，与志同道合的朋
友交流，你会进步更快，并找
到家的感觉。

QQ群：47148867

那年冬至，随着一声“包饺子喽”，我们全
家老少齐上阵，忙活起来。

先生负责盘馅儿，他盘的饺子馅儿鲜美
可口，咸淡正好。我把菠菜煮烂，搅成糊状，
和一块绿色的面团、和一块白色的面团，准备
包“翠玉白菜”饺子。

我揪了一块绿面，又拽了一块白面，卷在
一起做剂子，揉来揉去老做不好。在一旁观
察的先生，把我推到一边，说：“看你笨的，还
是我来吧！”

先生麻利地把绿面擀成圆片，把白面揉
成圆球放在圆片上，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从
中间掏个洞捏成环形揪断，搓成一条绿色的
长条，切成剂子，撒上面，断面朝上，两手一按
全都趴下。不一会儿，外绿内白的饺子皮擀
了一摞。

包“翠玉白菜”饺子，一要好看二要好吃，
把饺子皮儿填上馅儿，按照烧卖的样子，把褶
子捏在上面。很快，上绿下白酷像白菜的饺
子便整整齐齐排满一盖帘儿。儿子拿起手机
咔嚓一声，“翠玉白菜”饺子就嗖地飞到了朋
友圈，引来一片赞许声。

锅里的水翻滚，儿媳让饺子滑进锅里，轻
搅慢转，点水压滚，盖锅煮皮，开锅煮馅儿。
煮熟的饺子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十分漂
亮。特别是西红柿三鲜馅儿饺子，绿叶白帮
里面透着淡淡的粉色。

大家都舍不得吃这么漂亮的饺子，孙子
哇哇地叫着：“快要饿晕了。”先生大手一
挥：“开吃！只要大家喜欢，以后经常包。”
一双双筷子齐刷刷伸向盘子，咬下一口，那
个美呀……

风是从夜里开始刮起来的，听着窗
外的声音就能想到风力不小。刚好是星
期天，我想睡个懒觉，电话却不合时宜地
响起来。

“老徐，前天他们整理的那套材料被打
回来了，今天务必要整好。小张他们都不在
单位，只好辛苦你了……”电话是易总打来
的。我有点懊恼，但我知道那份材料的重要
性，只好起床了。

风大，雪也开始下起来。走出宿舍
楼，风裹着雪花迎面扑来，我浑身一颤，
却看见小张正走进生活区。“你不是不
在单位？怎么……”我话没说完，小张
已接过话来：“星期天，还这么冷，谁不想
歇歇……”

我更加懊恼，可想想易总的敬业态度
以及对下属的关爱，还是向办公室走去。

周末，办公室没有暖气，才坐一会儿，
便瑟瑟发抖，我逐项填写整理材料。眼看
已过了中午，材料还没整完。我有心出去
吃饭，但听着呼呼的风声，看着飞舞的大
雪，宁可挨饿，也不想出去受冻。

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雪人”走进来：
“老徐，今天是冬至，吃饺子不会冻耳朵，
来，趁热吃。”

原来是易总冒雪从省城赶来了，她料
定我整材料顾不上吃饭，便在饭店给我买
了饺子。那一刻，所有的懊恼全没了。

春节过后，单位人事调整，我被任命为
部门经理。这件发生在8年前冬至的小
事，让我牢记什么叫责任和担当。

20多年前，我读初中寄宿在学校。那天中
午去食堂打饭，依旧是冬瓜、馒头、稀饭。奇怪
的是，往日长长的打饭队伍不见了，只有零星
几个人。原来那天是冬至，同学们都回家吃饺
子了。

寡淡少油的冬瓜已连续吃了几个星期，我
没有一点儿胃口。回家吧，离得太远。我忽然
想起三公里外的外婆家，何不去那里吃饺子呢！

外婆家位于伊河岸边。我走在乡间小道
上，看到飘飘洒洒的雪花已将麦田覆盖，麦田的
尽头是流淌的伊河。我快乐地哼着歌，歌声把
树上的麻雀惊醒了，叽叽喳喳地飞走了。由于
寒冷，村庄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偶尔会看到一条
狗悠闲地在路边觅食。

不知不觉就到了外婆家，外公低头在院子
里喂鸡，扭头看到我，他惊喜地喊了起来。外婆
闻声从厨房里出来，脸上笑成了花。她一边拉
着我进厨房一边说：“赶紧进屋暖和暖和，正打
算让你外公给你送饺子呢！”外婆将饺子放入锅
中，用笊篱轻轻推动。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饺子
便端上了桌，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放进嘴里，
萝卜猪肉馅儿，好香，好香！

我常常怀念那年冬至，怀念那段匆匆逝去
的青春岁月。

冬至有吃饺子的习俗，因此，每到这一
天，母亲都会为我们包饺子。

有一年冬至早上，厨房传来剁饺子馅儿
的声音。妹妹在被窝里睁大眼睛轻声说：

“姐，咱今天能吃饺子了！”我起身下床，看到
母亲果然在剁馅儿。

母亲看到我过来，就让我择几棵葱。已
经那么多肉馅儿了，还择葱干什么？母亲看
出我的心思，笑着说：“我不爱吃肉馅儿，你把
葱择好我再盘点儿素馅儿。”我这才注意到案
板上的馅儿分成两堆，一堆是萝卜馅儿，一堆
是肉馅儿。

母亲把肉馅儿饺子包好放在簸箕里，把
素馅儿饺子包好放在箅子上。弟弟和妹妹都
起来了，看到饺子，个个欢呼雀跃。弟弟迫不
及待地去端桌子上那碗盛好的饺子，却遭到
母亲的呵斥：“第一碗饺子是给你奶奶的，谁
都不能动！”

母亲把一家人的饺子盛好后，把第一碗
端到奶奶床头。那时，我们都不懂事，奶奶还
没吃，我们几个已经碗底朝天了。

母亲默默走进厨房，为我们下第二锅饺
子。等我们每个人肚子滚圆时，我才想起母
亲。我来到厨房，看见大簸箕已经空了，母亲
正坐在厨房里吃素饺子。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母亲爱吃素饺子，
是因为那时家里穷，母亲把肉饺子都留给了
儿女。

今年冬至前夕，我回老家看望七婶。
我事先没有打招呼，直奔她在县城的“天香
烩面馆”。

我却扑了个空。馆里的伙计告诉我，
她去县里参加表彰会了。我打趣道：“七婶
有什么值得表彰的？”伙计回答：“别小看
她，烩面馆已经连锁了3家，今年又为县里
的扶贫工程捐了一笔钱……”

我与七婶结缘，始于40多年前的那个
冬至。当天中午，家家户户都在吃饺子，我
家吃的却是糊涂面条。我使性子，惹恼了
爸爸，他劈头盖脸就打了我。哭声惊动了
邻居七婶，她跑过来制止爸爸，拽走了我。
到她家，她盛了一大碗饺子给我，并开导
我：不是爸爸妈妈不让你吃饺子，而是因为
给你爷爷治病花光了钱、卖光了粮……

从此，七婶的恩人角色就在我心里
定格了。

4年前，七婶给我打电话，说要在县城
开烩面馆。我虽持怀疑态度，但还是资助她
3万元。不到两年，她就把3万元还给我了。
没想到，她的事业发展得那么快那么好。

七婶现在不缺钱，我该怎么向她报恩
呢？就做个让她欣慰甚至引以为荣的人
吧：像她一样，搞好事业，热心公益！

我的饺子馆开业了，在第一个冬至，
就请附近的环卫工来吃一顿热腾腾的饺
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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