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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雀上上枝枝头头 张张全全林林摄摄

大年初六，给孩子们上课，为他们
准备了糖果， 也有从乡下带来的长条
小糕，用红纸包着，很喜庆。

二年级的小吕同学可能没见过这
样的小糕，就拿了一块。他爷爷来接他
时说，我看到他还拿了小糕。 我说，那
是我们小时候的拜年零食， 能拜到小
糕可是很稀罕。 小吕爷爷说，那是，两
毛钱压岁钱就塞在小糕里。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当时农村的生活条件并不好， 就是够
温饱。 但再穷，也要过年，用现在流行
的话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以前乡
下的说法是，稻草头也要拿回家过年。

过年， 长辈亲戚总要给拜年的孩
子压岁钱。 那时每家兄弟姐妹都有好
几个，亲戚不可能给每个孩子压岁钱，

一般都是给家里最小的孩子。 我是家里的老小，所以，亲
戚会给我压岁钱，都是 2 角、3 角钱，塞在小红方糕里。 后
来，有开始出到 5 角了。有年大年初一，我去叔叔家拜年，
叔叔给了 5 角压岁钱。回家后，父亲说，他只给柯（叔叔家
小儿子）3 角钱，叔叔家亏了。 礼尚往来，历来都是如此。

后来，压岁钱慢慢涨到 1块 2角，再到 2、3、5、10、20元。
我 1994 年 8 月毕业后进城参加工作， 好像 2000 年

后，总会听到身边人讲，有土豪人家，给自己子女、孙子辈
压岁钱动辄上万、多少万元。 我们只有惊讶羡慕，对于普
通农村家庭，这基本是天文数字。 我家儿子出生在 1999
年，同系统一同为农村人的同龄同事讲，乡下拜年亲戚之
间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 20 元，爷爷奶奶辈基本给 10 元。

现在，即使我年已 86 高龄的老母亲，给压岁钱也是
百元起步了。当然小红方糕也基本不和压岁钱一起出场，
都用红包了。除了我们及上辈人对小糕还有情结，没多少
人再喜欢吃小糕了。

我过年给侄孙等小辈的压岁钱都是几百元。 给长辈
拜年也给几百元钱，再拎点礼盒，其价值远非儿时拜年的
两个红糖、红枣包可以比拟。 2 角、1 元的压岁钱，早已尘
土在历史中，别说我们感觉不可思议，年轻人更感觉是天
方夜谭。

关于压岁钱，总是开心的，也有例外。
好像小学五年级时，大姑家儿子结婚办酒席。我从来

没去过大姑妈家，小时候最盼望走亲戚，多多少少可以吃
点好吃的， 更何况办酒席， 而且父亲早早就去为他们掌
勺，我早早跟去了。 当时去了很多亲戚，我们都睡在土灶
头边用稻草打的地铺上。

应该是喜酒后的第二天，我们也要回家了。同去的大伯
家孙子东东问，我有没给到压岁钱？他说，大姑婆讲了，以前
来过的人没压岁钱，没来过的人才有。 我不知道，东东是否
第一次来？但我记得，同龄的堂兄———叔叔家儿子柯来过多
次，奶奶去哪都会带上他。我问柯，有没压岁钱？他说，有的。
我问他多少？他说，一块二角钱。我心里记住了，我第一次来
大姑家，却没有压岁钱。 柯来过多次，却依然有。

回家后，我跟父母讲，我不会再去大姑家，这是此生
第一次去，也是最后一次。 后来，我从南京读书毕业回乡
参加工作了。姐姐说，大姑家就在你单位附近。我说，这个
和我有关系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是在乎一块二角钱，
那是区别对待的歧视， 伤了幼小的自尊。 我是家里的老
小，又是女孩，父母忠厚好讲话，从小我在家族里不受待
见，却没想到这般严重。小时候受过的伤害，根深蒂固，经
年不忘。

另一个关于压岁钱的故事有点尴尬，与我无关，却也
不曾忘记。

好像我读初中的一次过年， 我们去隔壁村的二姑家
拜年。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大伯家的二孙女、堂兄，收
到的小红糕里的压岁钱分别是 6 角和 2 角， 我却是 1 块
2 角钱。 二姑解释说，老早就将每块小糕里塞了 1 块 2 角
压岁钱放枕头下。 当时没看，就直接给了，估计家里的孩
子偷偷抽掉一些钱了。 我猜也是，因为二姑若区别对待，
肯定不会给我最多。

后来，我结婚成家，要给小辈压岁钱了。 第一年，我按
照家庭，给外甥 100 元，侄子、侄女各 50 元。哥哥当即不高
兴了，认为我区别对待他的两个子女了。其实，按我的思路
没错。一家子若是多个孩子，哪里可能出那么多？一来有点
不公平，二来也出不起。 就像我们小时候，亲戚家给压岁
钱，基本都给对方家里最小的孩子，不可能个个给。

压岁钱，和请祖宗、拜年等，都是过年的产物和习俗，
更是对小辈的美好祝福，其金额多少，和生活条件戚戚相
关。 现在，有客气的长辈，只要孩子没结婚，哪怕 20 好几
了，一样给压岁钱。

除了过年给压岁钱，新人结婚，双方父母、长辈亲戚
都要给新媳妇、新女婿穿（溧阳话音，给的意思）压岁钱。
有新生儿出生后办嗄生（溧阳话音，出生之意）酒（现在多
时兴办满月酒，或是百日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括长
辈亲戚也会穿压岁钱给宝宝。这两种情况的压岁钱金额，
肯定比给拜年小孩要多点，毕竟人生大事，要隆重好多。

压
岁
钱
的
故
事

张
国
芳

我姨妈的家在常州的芙蓉镇，儿时过年，姨妈家的油
面筋塞肉，留给了我童年甜蜜的回忆……

油面筋塞肉，与淮扬菜的“狮子头”有几分相似，都是以
肉沫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 不同的是，油面筋塞肉的肉沫，
是包裹在油面筋里面的， 油面筋的清香与肉沫的鲜味完美
地融合在一起，不肥不腻，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每年春节的大年初三，妈妈都会带着我，去姨妈家拜
年。 吃油面筋塞肉，是我最期待的事儿。

八十年代的农村，经济条件还不是太富裕，像油面筋
塞肉这种菜肴，一般的农家，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备上一
两碗。通常这是应场面的大菜，大人们知趣，是不动筷的，
自己省下的份，自然留给孩子们了。

一路上， 妈妈会不住地嘱咐我：“姨妈家的油面筋塞肉
虽好吃，但最多只能吃两个，这种过年的大菜，一般都是从
年头端到年尾的……”每当妈妈说这些话时，我总会“嗯嗯”
地不住点头。 可是等到一上桌，闻着喷香的油面筋塞肉，妈
妈的关照，全都跟着我的口水，被咽到肚子里面去了。

记得我八岁那年春节， 姨妈照例准备了满满一大碗
的油面筋塞肉。 当我吃完两个后，忍不住还想再吃。 此时
妈妈早已看出了我的意图 ， 在桌子下面用脚踢了踢
我———这是妈妈的暗号，踢我，表示叫我停筷了。 一般出
门吃饭，妈妈都挨着我坐，这踢脚的暗号，也是她在家里
交待好的。 没有法子，我只能直愣愣地盯着油面筋塞肉。
唾液不自觉地分泌着，我不停地抿着小嘴，咽着口水。 姨
妈看着我的样子，笑开了花。 她赶忙起身，连夹了几个油
面筋塞肉，放到我碗里，并不忘补上一筷子———把油面筋
塞肉夹成两瓣，这样就必须要吃掉了。妈妈也只能无奈地
看着我笑了。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日子如流水般流淌。 姨妈早已
是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我也结婚生女，生为人父。 渐渐
地，我童年时的最爱———油面筋塞肉，已不再是春节饭桌
上的“宠儿”，甚至它已经被淘汰出了百姓家宴席的餐桌，
只能以家常小菜的形式出现。

女儿今年刚大学毕业。 当我对她说起那段油面筋塞
肉的童年窘事时，她有点不敢相信，仿佛我对她说的，是一
段很遥远的故事，她的眼神中透露出怀疑的表情。 对于她
的表情，我完全能够理解。她出生的年代，正好是中国经济
高速发展的时代， 从她懂事开始， 油面筋塞肉的主要原
料———猪肉，早已是百姓家再寻常不过的菜肴原料。 在她
小的时候，妈妈为了喂口虾给她吃，都要追着她满屋跑，她
哪里能够理解，我童年时吃油面筋塞肉的那种幸福感呢？

又快到过春节吃年饭的时节了。 昨天我刚从菜场买
了油面筋和肉沫，准备做上几碗我钟爱的油面筋塞肉。现
在我对它钟爱，是因为每当吃起它，童年的那份甜蜜仿佛
又在心头荡漾。

油面筋塞肉
徐志俊

2024 甲辰龙年刚好是我的本命年，对于出生于腊月
龙尾时期的我，跨越了一个年轮，身份证上比同龄人小了
一岁，很多人愣是说我是属蛇的，而我们中国的传统生肖
是根据农历命名的，所以说我还是属龙，只是小龙罢了。

人们把本命年叫做“槛儿年”，认为这一年中槛儿无
数，度过这一年就像在过槛儿一样，是犯太岁的年份。 不
管是迷信也好， 传统习俗也罢， 听到这些心里总有点疙
瘩。老婆也及时帮我买了几条红裤头，
叮嘱我每天要穿，可以避邪护身。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 经历过
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 八十年代的改
革开放和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 青少
年时代都是在父母的礼教下长大，思
想观念相对比较守旧， 老一辈传下来
的祖训习俗还会沿袭下来， 所以对于
本命年的禁忌根深蒂固的受到了影
响，对于坊间的说法还是心存敬畏的，
抱着宁可多些防范也无伤大雅、 无关
大局的心态过活。除了衣袜穿戴，看到
身边同龄的朋友买各种佩饰防身，我
也不免心动起来， 于是也打开某宝翻
阅购买， 经过比较相中了一只朱砂貔
貅挂件， 价廉物美， 一朵莲花镶嵌其

中，寓意好运连连，希望来年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带给我更
多的好运和福气。

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感慨时间太快的时刻多了，
反而越来越追求仪式感了。 十二年前的本命年我记得啥
也没准备，毕竟三十多岁正值青壮年，精力充沛，也无瑕
去关注这些庸俗的礼节， 直到去年适逢我父母本命年里
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看法。当时正值疫情放开后，母
亲突然胆囊炎发作，疼痛难当，去医院挂水也无济于事，
连忙转院做了检查，原来是诱发了急性胰腺炎，幸亏救治
及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手术住院期间她又感染了新
冠，身体一度虚弱到极致。 康复后她开玩笑地说，从鬼门
关里走了一遭，本命年真是要命的年啊！ 反观父亲，他在
陪护母亲期间虽然也感染了新冠，但几无症状，加上他规
律的起居生活和锻炼， 多年的糖尿病血糖指标也控制得
较好，他庆幸自己有红衣护体，其实说的就是我之前帮他
买的两条红色短裤。

也许是巧合， 也许是偶然， 但目睹了身边亲人的经
历，我还是听从内心吧，不管以后怎样，这一年还是得小
心地度过，人前低调谦虚，人后捧场鼓励，在家不无理取
闹，在外不惹事生非，遵纪守法，孝敬父母，做一个真正的
好公民， 我想如果把本命年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变成了常
态，那么好人有好报的道理自然也会实现。

当我遇上本命年
沈 杰

没有孩子时，过年没什么感觉，但自从有了孩子后，
才发现过年挺有意思的。女儿越长越高，现在已高出餐桌
很多，调皮捣蛋搞破坏一流，爷爷、奶奶家的墙壁上到处
是她的涂鸦，她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就在墙上挖洞，很多
墙面被她挖得坑坑洼洼，真是惨不忍睹。阳台的瓷砖上也
被她贴满了史努比、 白雪公主、 机器猫等各色各样的贴
纸，把阳台变成了卡通世界，家里已不知有多少玩具毁于
她手。但她最开心的却是过年，因为有新衣服、新鞋穿，还
有红包拿，甚至还可以放烟花。

每年的年初一一早， 女儿穿好新衣服就去跟爷爷、
奶奶拜年， 先双手抱拳朝爷爷、 奶奶作个揖， 说： “恭
喜发财 ”， 然后伸出小手向爷爷 、 奶奶摊开手掌说 ：
“红包拿来”， 爷爷、 奶奶顿时笑得眉飞色舞， 开心地拿
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 塞进她的小手， 并说： “这是爷
爷奶奶给你的压岁钱。” 她则当仁不让地把红包放进自
己的口袋里。 她人虽小却非常精明， 压岁钱从不让我保
管， 怕我用掉， 她要把压岁钱存起来等将来读书时用，
她常对我说： “我要到国外去读书。” 我从来没有这样
教她， 不知她如何想到的。 女儿长大了， 有自己的主
见， 我已作不了主， 只能顺其自然， 能否真的应验， 要
靠她自己努力了。 志存高远也是一件好事， 人要有梦
想， 有梦想才能实现人生辉煌。

她最喜欢放烟花，每逢过年都吵着要我买给她，我总
是买一些适合她放的烟花，如夜明珠、闪光棒等。 每次她
一听到有烟花放时，就会开心地抱着我的大腿又蹦又跳，
一不给她放，小嘴就噘得老高，不搭理你，臭脾气比我还
大，真拿她没辙。 我和她就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先把窗
户打开，然后我点燃了夜明珠，并让她拿着，斜着朝着窗
户外，只见夜明珠先开始冒烟，过一会儿一颗颗亮闪闪的
明珠向天空飞去， 犹如一颗颗的流星划过星空， 非常漂
亮，她满脸兴奋，对着我嚷道：“快看，我的夜明珠飞得多
高啊，还会发出响声，不知嫦娥姐姐能不能看到。 ”我说：
“当然不能了，嫦娥姐姐还没有出来，等你长大了乘着宇
宙飞船去月宫看她吧！”每次她放夜明珠总要放四五根才
过瘾，而且还指明要长的那一种，因为夜明珠多，没想到
她的小算盘倒也蛮精的， 看样子我是玩不过她了。 过年
嘛，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和女儿一起放烟花
张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