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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年味，是岁月深处最浓郁的乡愁，宛如一首
悠扬的老歌，时常萦绕心间。它有着农家人对新年到来
的殷切期待，有着传统习俗背后深深的文化沉淀。

在乡村，年味不仅仅是节日的欢快，更是传承在一
代又一代人心间的精神纽带。每到过年的时候，那弥漫
在空气中的烟火气息，混合着人们的欢声笑语，构成了
独属于乡村的过年味道。这些年味，是儿时最珍贵的回
忆，是永远挂在心头的暖阳。

杀年猪杀年猪

“嗷——嗷嗷——”寒冬腊月的某个清晨，我还在
木楼上沉睡，一阵尖锐的“呼救声”就划破宁静，惊醒了
冬日的晨曦。那是寨子里特有的信号，宣告着一年中最
隆重仪式的到来——杀年猪啦！

我快速穿好衣服，迫不及待奔下楼去。凛冽寒风像
刀子一样割得脸生疼，可心中的兴奋之火让我顾不上
疼痛。只见那头浑身白毛的肥猪被几个叔叔从猪圈里
拽出，肥大身躯不停扭动。它大概预感到了宿命的来
临，两只小眼睁满惊恐，拼命地嘶叫着，被抓住的两
条后腿在空中胡乱蹬踹。小狗在旁边跑来跑去，“汪
汪”地叫。

到了院子中间，叔叔们有的扯猪尾巴，有的按肚
子，有的扯耳朵，很快把猪按到长桌上。父亲高声喊着：

“端盆过来！”我快速递过撒了盐的大木盆，木盆沿口斜
放着一把尺长的尖刀，磨得锃亮的刀锋寒光闪闪。父亲
左手抓紧猪下巴使劲后按，抵在左弓步的膝盖上，右手
稳稳地握住刀把，找准位置，猛把尖刀斜刺进猪脖……

母亲和几个姨妈站在屋檐下静静地看着，脸上带
着些许不忍，但更多的是庄重。听到大家议论这猪又大
又肥时，脸上又浮着浅浅的笑意，似乎是对这一年的辛
苦付出感到欣慰，也好似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父亲取过早前用“长钱”（祭祀用的黄色纸钱）撕成
的“士官钱”在猪血口处抹一下，到院子边用火点燃，口
中念念有词。

之后就是给猪吹气和褪毛。父亲先用刀在猪后蹄
上划出一口子，再用一根拇指粗两米长钢筋制作的“挺
胀”从口子捅入到皮与肉夹层的多个部位，接着用嘴对
着口子不断地鼓着腮帮吹气。猪的一面身体像气球一
样鼓起来之后，就用绳子把蹄子上的小口扎紧，再把猪
翻过身，吹鼓另一面。然后，用开水从头到脚烫毛，七手
八脚地扯猪毛、刮猪肚。没多久，一头从来没洗过澡的
大肥猪就变得白白净净了。

开膛的时候，父亲递给我一大块冒着热气的深红
色“潮血”（胸腔中残留的少量血液凝结成的块状物），
说：“吃吧，吃了不流鼻血。”

一大股热流从口腔滑入胃里，味道微腥略咸。后
来，我好像再未平白无故流过鼻血。。

父亲对猪的纹理的了解多于对人情世故的理解，
很快便将猪肉一块一块分割开来。其中一大块送去厨
房，母亲把猪皮烙洗干净，放锅里煮一会儿，再切成大
小均匀的薄片。起锅烧油，放入肥肉，炒出油脂，加入大
蒜、姜、糟辣椒，放入切好的瘦肉，翻炒出香味，撒入赶
场天从街上特意买回来的五香粉、酱油、味精、盐，再翻
炒一会儿，肉香味飘出窗外；加入适量的清甜井水，煮
开后就可以上桌了。

杀年猪的第一餐村里人叫做“吃刨汤”。四周邻舍、
远亲近戚，都要提前去邀请来。大锅里煮好的肥瘦相间
的刨汤肉先用碗盛几片供在堂屋的神龛前，再分舀进
几口小锅，撒入切成小段的蒜苗或小葱，放在八仙桌上
用小碳炉子煮着，再配上炒猪肝、炒粉肠、油炸的自家
做的干土豆片和阴辣椒、胡萝卜等各种色香味俱全的
菜品，蕴藏着一整年来一家人的几多艰辛付出与渴望！

大人小孩围坐成好几桌，竹筷飞舞，纯正的土猪肉
蘸上辣椒水，咬一口薄片的肥肉软糯多汁、瘦肉鲜美细
嫩，辣椒与油脂混合的醇厚香味迅速在清淡已久的口
腔中四处乱窜，冲击着味蕾，口齿生香。大家高高兴兴
地一边大口吃肉大声交谈，好不热闹！

吃刨汤最能体现出主人家的热情程度，锅中肥肉
的大小和瘦肉的多少，往往是女主人心情的表达。肥肉
片像成人的巴掌那么大而且厚、瘦肉少，吃一两块肥肉
就腻，人们过后会悄悄地说主人家小气；肥肉片如两个
指头般大小且很薄而瘦肉多，吃起来不易腻，则说明主
人家大方舍得。

小时候，吃刨汤喜欢瘦肉。父亲告诉我说：“肥肉在
上面，瘦肉在锅底，要吃瘦肉筷子就往锅底夹。”而我在
吃腻肉后，喜欢刨汤里面煮青青的白菜，吃起来滑嫩多
汁，清香爽口，回味无穷。

晚上，会把肥肉用来熬猪油，整个屋里又飘起一股
油渣香味。余下的肉，则用花椒粉和盐腌制成腊肉和灌
香肠。熏腊肉的火坑边，小孩子们会时不时从炕上割一
小点肉，用水洗一洗，再用火钳夹着烧吃，味道极香。

一头猪，给一家人带来大半年的营养与美味，给我
们的童年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

乡下杀年猪是很讲究的，外出打工的家人，也要等
他们回家了才杀猪，并需先请人择一个吉日。据说，有
户人家杀年猪，不知是日子没选好，还是杀猪匠技术不
到位，当猪在长桌上安静下来，人们放手去打开水时，
死猪却突然翻身下地，在院子里跑了好几圈才倒地不
动。后来，村里再无人找那位杀猪匠杀猪。而父亲，会择
吉日，也从未失手过，所以，每年都有很多人请他。年轻
体壮的父亲，受请时从来不收取钱财，只会把主人家不
要的猪毛收集回来，晒干后卖掉换几杯小酒喝。

小时候，听到杀年猪的叫声，小孩子们都喜欢出门
去站得远远地看热闹。母亲觉得这是件丢脸的事，当我
们偶尔站在院子外边看热闹时，她会叫我们进屋。父亲
帮忙杀猪的主人家来请去吃饭时，母亲也常常婉拒。

母亲常常说：“穷不丢猪，富不丢书。”所以，每年她
都会给我们喂养一头或大或小的年猪，温暖我们的童
年。直到今天，我才进一步理解母亲的心思：无论家庭
处于富裕还是贫穷的状态，都应重视教育与劳动。

近几年，村里大部分人都外出务工了，空空的村庄
到过年才热闹几天。留守老人很少养猪了，杀年猪、吃
刨汤这个在寨子里延续了很多年的习俗渐渐淡出了生
活；杀年猪的热闹场景，正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乡愁。

推磨与舂碓推磨与舂碓

“吱呀——咕嘎——”石磨开始唱歌了。
“咚——咚——咚——”石碓开始欢呼了。
熟悉的声音在村庄此起彼伏传开，犹如出征前的

号角与战鼓，每次听到，我就知道年的脚步近了。
在那片古老而又宁静的乡村土地上，石磨盘每转

动一次，都会唱一句“吱呀——咕嘎——”；石碓每跳动
一下，都会吼出一声“咚——咚——”。那声音从旧时光
里悠扬而来，带着乡村独有的质朴与温暖，仿佛在传唱
着岁月的故事。在年关将近的日子里，这声音成了村庄
的主唱，和着鸡鸣狗吠、牛哞羊咩以及零星的爆竹声，
奏响了专属于乡村的新年大合唱。

石磨，承载着乡村岁月的沧桑与智慧。它不仅是劳
动工具，更是乡村文化的一部分，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
的辛勤与希望。它通常由两个直径五十厘米左右的圆
形石块组成，上称上磨石，下称下磨石。上磨石凿有一
个拳头大小磨眼，用于输送各种粮食到两块磨石之间。
上下磨石的接触面凿有均匀的咬合齿、出料线、磋磨
区，用于磨碎五谷杂粮。磨石间的间隙可以通过磨心转
轴进行调整，以控制研磨的细度。下磨石端坐在集料盘
正中央，用水泥粘在一起。集料盘用直径比磨石大二三
十厘米的石块凿成，平放在四条粗木柱架子上。集料槽
像一条小水渠，围着磨石绕一圈直达出料口。整个集料
盘像一个张开大嘴的平底锅，时刻等着好吃的一样。

在乡村，每年都会推很多次磨。平时磨玉米面喂猪
或煮粥、磨荞麦面做荞粑、磨米浆做油炸粑或米豆腐招
待客人、磨黄豆或魔芋做豆腐应对过节与红白喜事
……很多好吃的都与石磨紧密相连，但都没有过年那
么集中，那么有气势，那么具有感染力。

过年前，先是推汽粉。天刚蒙蒙亮，三孃就挑着铁
皮水桶和两个汽盆，踏着田埂上晶莹的霜花来帮忙了。
踩碎的霜花在她身后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她无暇
去看山上、树上披着银装的美景，一心只想着今天的活
计。早上有霜，说明是晴天，正是推汽粉的好日子；如果
下雪凝冻、气温过低，不仅僵手，切出的粉丝受冻后也
易断，影响汽粉质量。正在木楼上睡觉的我被母亲和三
孃的谈话声吵醒，随后起床，加入劳动队伍。把磨搭钩
的手柄两侧套上从横梁上垂下来的绳子，带钩的顶端
扣入上磨石侧面镶嵌的木柄孔中，舀几瓢清凉的井水
倒入磨眼，轻轻地推动磨石，水流从下磨石的周围瀑布
似的流出，把磨盘冲洗得干干净净。

井水泡了一夜的粘米已经胀大，用拇指食指轻轻
捏成粉末即可上磨。米里加入少量土豆粒搅匀，用长柄
小铁勺混着清水一勺一勺添进磨眼，随着石磨缓缓转
动，粘米与土豆粒在磨盘中逐渐被碾压、破碎，最终化
为细腻的雪白的米浆，顺着磨槽流进铁皮水桶。

推磨要使巧劲儿，力量太小推不动，用力过大会把
上磨石推滑出去。故而用力要均匀，一圈一圈不疾不
徐，像是与时间对弈。水桶里的米浆满了后提到厨房，
舀两葫芦瓢清水倒进大锅，横着架两根短木棍，木棍要
比水面高一点，防止水沸腾时扑进汽盆。等水开的时间
里，用毛刷给长约六十宽约三十厘米的铁皮汽盆刷一
层薄薄的煎熟的菜油，
再倒入两勺米浆，前后
左右晃动汽盆使米浆流
淌均匀，平放在开水锅
中的木棍上，盖上锅盖，
用大火汽蒸两分钟米浆
就熟了。

三孃揭开锅盖，快
速取出蒸好的汽盆，放
入另一口汽盆，再盖上
锅盖，提着汽盆快步走
到堂屋，把汽盆中间部
位往竹竿上一搁，右手
食指轻轻地抠出汽粉的
上边沿，左手顺势往前
方推动汽盆，一张热气
腾腾散发着香味的丝滑
的汽粉皮儿就晾在竹竿
上了。

第一张汽粉皮先切
一部分装在碗里，供在
神龛上。然后，小孩子们
才用汽粉皮沾着水豆豉
拌的辣椒水，大快朵颐，
满脸兴奋。

推磨的人不断替
换，一会儿母亲推，一会
儿我和堂哥推。米浆流
淌不停，汽粉皮儿不断
晾上竹竿。当前面晾的
汽粉皮儿完全冷却，收
进竹筛，一张张卷成条
状，用菜刀切成窄窄的圆
圈，再顺着边一提，圆圈
儿往下滚动，瞬间就变成
了一把细长的粉丝，然
后，均匀地晾在楼上的竹
竿上，等它们慢慢阴干。

要觉得白色太单
调，可在米浆里加点红
色、粉色、蓝色的色素粉，
晾一杆彩色的汽粉丝，渲
染单调的冬天。

切断不便于晾上竹
竿的汽粉丝，用糟辣椒
和杀年猪留下的鲜肉丝
炒炒，加点葱花，香气扑
鼻，口感爽滑，一口气可
以吃两大碗。吃饱了，继
续推磨，直到推完泡好
的粘米与土豆粒。第二
天，再去三孃家重复头
一天的活。

汽粉推好就要舂
碓。石碓构造非常简单：
一块宽约五十厚约七十
厘米的坚硬青石，石匠在正中间凿一个圆形且光滑的
深窝，用来盛放各种需要舂击的粮食。屋檐下挖一个坑
把石碓的大部分埋下，选择一根长两米多，能够承受舂
击力的直径约二十厘米树干，在顶端嵌入一根短的木
条做成舂锤，在树干另一端三分之二处穿入一根粗短
横木，组成一个简易的杠杆结构。人在树干的尾端用力
踩踏时，前端高高翘起，脚一松，就能使舂锤舂进石臼，

砸碎谷物。
石碓不仅可以用来舂米、麦等谷物，还可用来加工

其他食品，如辣椒面、糯米面、糍粑等。在乡村，石碓和
石磨好像两兄弟，各有所长，形成互补，是一种非常受
欢迎的工具。

记忆中，石碓用得最多的是舂辣椒面。辣椒面是做
菜的必需品，需求量很大，每隔个把月就得舂一回，过
年前更要多备一些用来炒菜。大铁锅里烘干的辣椒带
着微微的糊香味，分几次倒入碓窝。母亲一边舂碓，一
边用长竹竿把碓窝边沿的辣椒往里赶拢，一阵“咚咚”
声后，辣椒的刺鼻气味满院子飞，呛得人咳嗽不停。我

读初中、高中时自带的
炒辣椒面都是这样靠母
亲一脚一脚舂出来的。

碓窝洗干净，倒进
几勺白糯米，一人舂碓，
一人负责用竹片把散开
的糯米往碓窝中间赶
拢。过一会儿，把舂碎的
糯米舀到细筛子里左右
晃动，细细的糯米面就
落进口袋，粗的米粒再
倒入碓窝中继续舂。如
此反复，直到日落西山
才舂完几升糯米。

石碓舂的糯米面可
以做汤圆，色泽如玉、软
糯细腻、香气清新。象征
团圆的汤圆，更是人们
节日不可或缺的美食，
所以，无论多辛苦，每家
每户都会舂几升糯米，
给过年增添仪式感。

直到后来，有人发
明了“吊浆粑”才不再舂
糯米。“吊浆粑”的做法
很简单：糯米粘米按一
定比例混合，井水泡胀
后用石磨磨成浓稠米浆
装进布袋子，扎紧袋子
口置于大木盆架子上。
两天后水滴干，把袋子
里湿润的糯米团装入陶
罐，密封严实，需要时取
适量糯米面团加少量
水，即可揉搓成汤圆或
其它食品。

如家里糯米很多，
可以泡胀后蒸熟，倒在
碓窝里舂烂，取出捏成
大小不同的圆形、长条
形糍粑。特别是结婚、建
新木房子上梁时，就需
要染了红色、写上“福”
字的大圆形或条状糯米
粑。糯米粑摆在桌上当
供品做完仪式，结婚的
人家把它切成片，与花
生、瓜子一起分给客人
作“杂包”（给客人的回
礼）；上梁的人家把它切
成小方块做“抛梁粑”，
搭配几斤水果糖，用竹
筐装好提到房顶上。木
匠师傅钉好大梁后，一
边说唱着吉利的“福
祀”，一边向周围看热闹

的客人抛洒着糖和“抛粮粑”。大人小孩们一边欢抢着，
一边高声喊道：“往这边撒，往这边撒。”场面热闹非凡。

把石碓舂的糯米粑捏成碗口大的圆形或条状切
片，再用油煎至两面泛出诱人的金黄色，沾上白砂糖，
实在香甜软糯至极。也可将它摆在火钳上，置于炭火上
烤至发胀或微带锅巴后食用，富有弹性，别具风味。

（下转Ｂ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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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年味乡村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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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碓石碓

石磨石磨

读唐诗读唐诗信笔信笔

天时·地利·人和：
博弈之诀

诗联喜诵勤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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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温泉 印象万山印象万山

乡村年味乡村年味：：

记 忆 中 的记 忆 中 的

烟 火 乡 愁烟 火 乡 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