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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咱们回内蒙古过春
节吧？”吃晚饭时，我对老公说。

“回内蒙古？”老公重复了
一句。

“孩子没在那儿过过春节
呢。咱们今年早些回去，给爸
妈一个惊喜。”我看着老公和女
儿，幻想着回内蒙古过春节，一
大家子其乐融融的情景。

“还是回河北吧？那边家
里人少，咱们不回家过年，家
里太冷清。”老公沉默了一会
儿说。

“今年大哥家孩子要结婚，
二姐大病初愈，妈的腿也是一
天好一天坏的，咱们回内蒙古
看看呗！过个团圆年，照张全
家福，行不行？”我看着老公，希
望他能同意。

“没事，放暑假的时候再回
去也不迟，二姐不是好得差不
多了吗？”老公一再坚持。

“回内蒙古，我想回内蒙古。
哪怕咱们初二再走！”我看老公不
同意，有些着急，提高了声调。

“别争了，还是回河北吧。
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回头给
他们邮过去就行，那边兄弟姐
妹多，热闹，不缺咱们，这边咱
们不回去，爸妈这年怎么过？”
老公也急了，声调也高起来。

每年此时，我们都会这样
争论一番，每次我都争不过
他。我和老公从1999年结婚
到现在，只是孩子刚满月那年
在洛阳过了一个年，其他时间
都是回河北我娘家过年的。我
知道老公心疼我，想让我跟娘
家人团圆。然而，身为儿媳妇，
我也想和老公一起回他家乡过
个年，好好孝敬孝敬公婆。

老公看我不说话，拉着我
的手，说：“没事，咱妈不是说，内
蒙古太远了，大冬天的到处都是
雪，不好走，他们都好着呢！”

我紧紧地抱住老
公，泪如雨下。

为了春节团聚的大迁徙，在腊
月里拉开序幕。乡愁，此时就是一
张车票。游子在那头，村庄和爹娘
在这头。

在那个闭着眼睛也能找到的车
站，一脚就踏上了属于自己的村庄。
窄窄的巷子里，有悠闲的老人们燃着
秸秆取暖。走上去，亲热地叫一声：

“大爷们好啊！“大爷们惊诧地行注目
礼，问：“这谁呀？”

赶紧从口袋里掏烟，敬烟。有人
就说：“这不是谁家的孩儿吗？个子
高得都认不出了，有出息啦，爹娘在
家里盼着呢，快回吧！”

一声声爹——娘——，眼睛就滚
烫起来。爹娘一路小跑，慌忙接过行
李，一边上上下下瞅儿子，生怕缺了
胳膊缺了腿似的。

锅里的水咕嘟着，手擀面早已擀
好；爹翻动柜子，拿出早已缝好的棉
靴。结结实实一碗捞面条，吃得面红
耳热，头顶冒汗。脚丫子在厚厚的棉
靴里热乎起来，和爹娘细细说道。

在家里自由自在，睡他个昏天黑
地，解除了路途劳顿，就出去转悠。
看长高的树，看篱笆里的青菜，看曾
经捏娃娃耍的黄土，一切都在那儿
呢，恍然如昨。

和大爷们圪蹴在一堆儿拉拉话
儿，给大娘们拿些点心尝尝鲜，绝不
能生分了。无论你是大学生、公务
员，还是老板，大爷的旱烟袋，不嫌味
儿蹿，大娘的糊涂面，不嫌不卫生。

过年回乡来，爹娘娇娇地宠着，
乡情温温地熏着。唯有接纳，唯有温
情，任何时候，家乡不会抛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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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过年，和父亲一起走亲
戚，我心里就老不高兴。因为父
亲的规矩太多，走趟亲戚比赶次
会还累。

初二到姥爷家，父亲再三交代，
手和脸要洗净，衣服要整洁，还用梳
子在我的小平头上梳几下，说做客
要有做客的样子。母亲笑着说：“屁
大点儿孩子，知道个啥？”父亲却不
以为然。

按父亲的规矩，到家先要向姥
爷、姥姥问好，接下来是舅舅、舅母、
小姨。我红着脸，像父亲的玩具一样
任他摆布。不过，自己总能得到几份
压岁钱。当然，还要按父亲交代的
说：“我已大了，不能再要压岁钱了。”

这时，大人们总会把压岁钱硬塞到我
口袋里，我就半推半就捂着口袋跑
开，和表弟们一起玩去了。

吃饭时，父亲老用余光看我，每
看一次就是一次提醒：晚辈不能坐主
位，舅母上菜时要站起来帮忙，不能
抢先动筷子，不能夹别人面前的菜，
更不能只夹好菜等，这都是父亲头天
晚上唠叨的。每年走亲戚，我总能得
到姥爷和舅母的夸奖，说我有涵养，
像个小大人。

那时，我并不懂涵养是啥意思，
但我心里清楚，那就是控制住自己的
欲望，看见好吃的、好玩的要推让一
番。后来，我才明白，那是父亲给我
上的礼仪课。

再有几天就到春节了，年货还没
置办。老公忙得不沾家，我一个人带着
两个年幼的孩子，如何买新衣、办年货？

正发愁时，我忽然想到了网上购
物。好久没在网上买东西了，我连淘
宝的账户和密码都忘了。好在我有
把密码记在本子上的习惯，找到后，
登录，先看衣服，输入关键词，哗啦出
来一大片，同样的质量、款式比商场

便宜很多。半个小时后，几件新
衣已下单。

突然想起，
家里的炒菜锅该
换了，不到 5 分
钟，一个无烟不
粘锅淘到手；坚
果、花生、糖果之
类，在一家店铺
搞定。肉类和新

鲜蔬菜咋办？对了，小区的超市免费
送货上门。我加了超市老板的微信，
却从没享受过这一待遇。

平时买菜，我都是进店选购，儿
子多动又淘气，不是在超市里乱跑，
就是动动这个摸摸那个。有好几次，
我在选菜时一眼没看住，他竟把包装
袋打开了。回家时，我一手抱着他，
一手拎着菜，很是作难。

我边想边打开微信，找到这家超
市，把我想买的肉、蛋、菜、调料等
一一写出，每样需要多少也
做了详细说明，然后留下门
牌号。老板回复一个OK的
手势，说称好后就给我送来，
货到付款。

不用出门，抱着手机竟
把年货备齐了，科技的发展
真让我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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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门铃响，我急忙打开门。老公
拖着女儿的行李箱进了家。

“咱家挂历上也有福字啊？太好
了！”进了家门，女儿来不及跟我拥抱，急
忙掏出手机，给墙上的福字拍照，然后是
一声叹息：还是扫不出来这个“福”啊！

看我一脸疑惑，女儿便跟我解释：过
年嘛，支付宝推出“集五福”活动，我把

“富强福”“和谐福”“友善福”“爱国福”都
扫出来了，就剩这个“敬业福”了！我好
奇地问：“集齐五福能咋样？”“等着除夕
分钱呗！”女儿踌躇满志地说。

在随后的几天里，女儿开始大规模
的扫福行动：门上的对联、墙上的挂历、
QQ上的插图，都成了她手机扫福的目
标。忙碌了两天，“友善福”“富强福”扫
了好几个，可就是不见“敬业福”的踪
影。我劝她放弃，可她很坚决：“不到开
奖的那一刻，我一定坚持扫到底！”

中午，我忽听女儿大叫一声，接着欣
喜若狂地喊：“妈妈，我扫到‘敬业福’
啦！”我很平静，告诫女儿：“你这几天这
么敬业地扫福字，‘敬业福’自然属于
你。也希望你记着，无论学习还是工作，
只有敬业，才会有福报！”女儿连连点头
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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