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日报社出版 地址：新乡市平原路东段441号 电话：3068877 邮编：453003 广告中心：3052742 发行中心：3833728 发行夹投部：3833789 经营许可证：豫新广字95001号
新乡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地址：新乡市平原路东段441号 电话：3021636 零售价：1元

牧野·文艺A 打开报纸读新乡08
2023年12月20日 星期三 编辑：闫鸿飞 校对：卢岩 版式：夏鹏

□那年那月

用手机记录生活，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将眼前的风景定格。爱家乡，更爱镜头里的新乡，为文明新乡点赞。
来稿要求：展现新乡城市美景、宜居环境、风光地标、美丽生态等方面，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
投稿请发至邮箱：pywbmywy@126.com

□诗词采撷 □张勇佼（卫辉市）

本版投稿邮箱
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ywbmywy@126.com

一首歌
一段旋律
跟着哼唱
熟悉的歌词
难忘的相伴
想起了
一个人
那年18岁
是邂逅
是擦肩而过
的回眸一笑
心动加速的感觉

曾经的那个人
还在身边吗
她过得好吗
孤身一人
或相夫教子
美满的生活中
有了各自目标
人生海海
总会遇见
不同的风景
不在意是得到
还是失去
更宝贵的是
独一无二的经历

马上就到冬至了。记得小时候，冬
至这天，一家人围坐在屋内的案板前包
饺子，白菜猪肉馅儿散放出的香味儿，
给清冷的房间平添了不少暖意。柴灶
锅里的水咕嘟嘟翻滚起的水花，让空气
中弥漫着氤氲水气。一幅浓浓的水墨
画，张贴在日子里，鲜活在孩子们的心
目中。

记忆中的冬至，家家户户包饺子、
吃饺子。饺子，已成为冬至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那年月，人们吃饺子的日子得
掰着手指头算，只有小年、冬至和除夕、
元宵节的日子里才能够拥有和享用。

史料记载，冬至过节源于汉代，沿
袭至今。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
法。冬至过后，数九寒天开始，白昼慢
慢变长。“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
至于冬至吃啥，自然而然是“好吃不过
饺子”。彼时，家家户户传来剁饺子馅
的声响，其旋律悠扬，其节奏欢快，不绝
于耳。

冬至吃饺子的风俗由来已久。传
说汉末冬至，医圣张仲景为防止百姓冻
伤耳朵，搭起医棚，用面皮包上捣碎的
羊肉药材等捏成耳朵状，煮熟分食，竟
治好了许多百姓的病。又因饺子形似
人的耳朵，故名“饺饵”。后几经演绎通
称“饺子”。于是，冬至吃饺子与谚语

“冬至饺子夏至面”在百姓间广传开来。
记忆里，每到冬至节气，北方的农

村便进入天寒地冻的季节，人们的生活
节奏也开始慢下来。那时乡下的文化

生活贫乏，除了每天早中晚饭前听小广
播外，就是隔三差五看场露天电影，自
娱自乐便成了孩子们热衷的事儿。几
个小伙伴找一堵向阳的墙，靠着墙面玩

“挤油”游戏，边玩游戏边唱着儿歌：“挤
挤油，挤出汗，身上像穿火龙丹。”在那
寒冷的冬天里，我们玩得畅快，挤得浑
身是汗。

冰上游戏更是我们的最爱。手中
执一个鞭儿，在冰面上抽打着陀螺。玩
耍间，岸上就传来爷爷奶奶长长的喊
声，那是爷爷奶奶在喊我们回家吃“冬
至饺”。

我家那时候穷，虽然吃不上肉馅饺
子，但奶奶总能调制出美味可口的饺子
馅儿来。包饺子的面不一样，一块是白
面，一块是杂面，白面饺子是给小孩子
吃的，大人则吃杂面饺子。

下饺子前，我们几个堂兄弟要到生
产队的牛棚里去喊喂牲口的三叔回家
吃饭。三叔给棚圈里的牛、驴、骡、马在
饲料里掺杂了豆饼，那些牲口都抢着
吃。三叔说，冬至把牲口喂好了，它们
开春犁地才有劲儿。是啊，俗话说“吃
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过了冬至，人
们已开始算计下一个季节的农事了。

吃过“冬至饭”，就开始熬冬了。冬
至已至，新春不远，春天在牵引着人们
的目光，诱惑着人们对来年的新的希望
和祈盼。

冬至吃饺子的习俗历经千年而长
盛不衰，得益于传统文化的持久发展和
不断延续，这一传承不辍的时令习俗，
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必将成为一抹多
彩的民间文化盛景。

冬至的饺子
□薛宏新（原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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