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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冬至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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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那年，我进厂当了

一名工人。

由于厂门口一直在修路，

交通不便，我已经好久没回家

了。转眼便到了冬至，食堂贴

通知说中午供应饺子，但我更

想念母亲做的酸汤水饺。

下夜班后，我在宿舍的床

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

着。百无聊赖中，我踱步到窗

前，只见漫天飞舞的雪花，正

洋洋洒洒飘下来。

一会儿，寂静的楼道传来

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砰！砰！砰！有人在敲门。

谁呀？我疑惑地打开房门，顿

时怔住了，只见父亲穿着棉大

衣，戴着厚手套站在门口。我

惊喜地喊道：“爸，你咋来了？”

父亲说办事回来，刚好路过这

里。“走！跟爸回家，你妈在家

包饺子哩！”他说。

从厂到家有十几公里的

路程，凛冽的寒风中，父亲骑

着那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载

着我，弓着腰，吃力地行进。

雪越下越大，如撕碎的棉花，

一片一片洒在父亲的肩上，

很快他的头上、背上落了厚

厚一层雪。突然，我觉得鼻

子酸酸的……

回到家已近中午，刚进

门，父亲就冲灶房里的母亲喊

道：“闺女回来了！”母亲笑眯

眯地说：“饺子已包好，就等你

们了！”说完，便麻利地将饺子

下到锅里。碗底放上香菜、葱

花、盐、醋，盛上饺子，浇上热

汤，再淋一勺辣椒油，酸汤水

饺就做好了。吃一口香喷喷

的饺子，喝一口酸辣辣的饺子

汤，浑身立马暖和起来。

此时，房顶上、核桃树上、

地面上已被积雪覆盖，一家人

围坐在火炉旁，吃着饺子，聊

着天，感受着浓浓亲情。

（作者系洛龙区定鼎门社
区居民）

冬至，意味着数九寒天的

到来，民间有“冬至不吃饺子，

会冻掉耳朵”的说法。洛阳人

把饺子叫“扁食”，一到冬至，母

亲就念叨：“冬至吃了扁（食），

既不咳嗽又不喘。”

冬至吃饺子，给萧条的寒

冬平添了几分欢喜与隆重。

饺子馅儿一定要选用新鲜

的食材，在这寒冷的冬日，肥美

的羊肉与新鲜的萝卜是完美搭

档。母亲一大早便把香喷喷的

馅料调和均匀，又和了一大团

白面，把泡了一夜的黑米，红艳

艳的胡萝卜，脆生生的芹菜，亮

晶晶的紫甘蓝打成汁，再用这

些汤汁和面，揉成光滑的面团。

母亲像一位魔术师，任五色

面团在手中上下翻飞。顷刻间，

五种颜色的饺子如同身着五彩

制服的列兵，整齐地排列开来。

中午，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

了。把五种颜色的饺子装在五

个盘子里，黑乎乎，白生生，红

艳艳，绿油油，外加一盘紫莹莹。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纷

纷赞叹母亲的手艺。我们问母

亲：“这五彩饺子有何寓意？”母

亲自豪地说：“五彩饺子预示着

来年五谷丰登，我们的生活也

一定会五彩缤纷。”

我们都为母亲的创意喝

彩。望着那个个饱满的饺子，

我们早已垂涎三尺。夹起一

个，咬上一口，馅大皮薄，汁多味

美，羊肉的鲜香与菜蔬的芬

芳融为一体。那一刻，我

感觉生活幸福又美好。

（作者系老城区
同化街社区居民)

五彩饺子 ◎李浩敏

冬至吃饺子，是北方人的

习俗。

我的家乡在北郊的邙岭上。

20世纪 70年代，买肉是要凭票

的，城里人有肉票，农村人没有。

社员们平时吃不起肉，逢年过节，

生产队常杀头猪、宰只羊，分给群

众享用。

1973年冬天，眼看就要冬至

了，生产队早没了羊群，社员家的

大猪也都卖给生猪收购站了。看

来吃顿肉饺子是没指望了，群众

的意见很大，这可咋办呢？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不知谁

得知生产队的一头老驴病了，已

经卧地不起，于是提议干脆把老

驴杀掉，分给大家伙吃顿饺子。

饲养员老王头听说要杀驴，气愤

地说：“谁出的馊主意？你们这是

卸磨杀驴呀！”

生产队长老刘来到饲养场，

看了看半死不活的老驴，摇摇头

对老王头说：“老哥，要说杀驴，你

心疼，我也心疼，这头驴拉车曳

磨，这些年没少给咱生产队出

力。可看它痛苦地活着，咱心里

也难受哇！这样处理，对驴是一

种解脱，又给群众办了件好事。”

老王头不再坚持，说：“你是一队

之长，这事你做主。不过这驴肉

我不吃，真咽不下去！”

最终，生产队长叫来屠夫把

老驴杀了，家家户户或多或少分

得一块驴肉，做了顿饺子。可社

员们吃着驴肉饺子，心里很不是

滋味。

如今大家吃顿饺子是稀松

平常的事，生活真是甘蔗蘸蜂

蜜——甜上加甜。

（（作者系瀍河区城北社区居民作者系瀍河区城北社区居民））

母亲常说：技多不压

身，我从没把这话搁在

心里。

婚后不久，因爱人弟

兄多，婆婆就让我们单

过。转眼冬至到了，俗话

说“冬至大过年”，这是我

婚后的第一个冬至，我要好

好包饺子，可不能输给嫂

子们。

冬至这天早上，我和爱人

分了工，他负责骑车到集市上

买肉，剁馅，我负责和面、拌馅、

包饺子。和面是技术活，我比

葫芦画瓢，加水，搅拌，虽然面

团表皮不是很光滑，但软硬还

可以。

一切就绪，开始包了。饺

子皮没擀好，大小不一，形状各

异，包出的饺子可想而知，有的

胖，有的瘦，有的长，有的短，要

多难看有多难看。平时在娘家

没包过饺子，母亲娇惯我，总让

我吃现成的。我心里想，不就是

包个饺子嘛，两手一捏，有那么

难吗？谁知这时我可傻眼了。

时间不等人，管不了那么

多了，我把模样较好的饺子挑

出来，赶紧烧水下锅。当一个

个饺子浮出水面，真面目暴露

出来，那叫一个难看哦！爱人

笑了，我差点哭了。

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丑饺

子，我红着脸递给公婆说：“饺

子面相不好看，你们将就着吃！”

婆婆接过碗，夹起一个饺子咬了

一口，品品味儿，笑了：“好吃，

好吃。”稍停顿后又笑着说：“饺

子是吃的，要恁好看干啥。”

听了婆婆的话，我的脸更

红了，心里却乐开了花！第一

次包饺子，让我记忆深刻。

（作 者 系 汝 阳 县 蔡 店 乡
居民）

丑饺如花 ◎贾华平

那顿驴肉饺子
◎陈建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