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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

30 解放（10）
姓王的见姓张的说出“跑了”两个字，嫌

他说得不好听，连忙用手碰了他一下。
陆忠义听了，立即觉得受了很大羞辱，

头皮发麻。自古以来，没有男人的年轻妇女
“跑了”，一般都会被人认为是跟人家的男人
私奔了，要不就是不想在婆家过了，不守妇
道，要自寻男人。别讲咋说，都是违反礼教、
十分不光彩的事。以前，谁家的闺女出了这
种事，丢人最大的是她的娘家人。他想：我
陆家多少年来都是有名的礼仪之家，不要说
本村，就是打圈儿的村庄里也没有不敬重
的。眼下，自己的亲侄孙女儿出了这种丢人
事，过去陆家的名声再好，这一回也付之东
流了！

陆忠义想到这里，觉得无法在客人面前
站，窘得脸色特难看。

姓张的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不该说
“跑了”两个字。便十分抱歉地说：“请老人
家不要在意，怨我不会说话。”接着便唉了一
声，说：“她公爹叫俺分头帮他找，左邻右舍
的，俺不能不帮忙。俺就来了。”

陆传信觉得无地自容，但事情已经出来
了，又不得不面对，便说：“这事，俺家里都的
确不知道影儿啊！”

陆忠义缓了一下心情，觉得这件事不能
不问清楚。便问来人：“平白无故咋会出这
种事？一定有别搅儿。事先，她家出啥事儿
没有？”

姓张的摇摇头说：“啥事儿也没出。”
“没有生气（指发生家庭矛盾）？”
“没有。”
姓王的说：“老先生，向你说实话，自打

陆大姐到俺庄以后，她家一回气也没生过，
全村人没有不夸陆大姐是好儿媳的。俺那
里前几天不是解放了吗？工作员开会让男
女都参加，她公爹就害怕。偏偏有一个女工
作员住到了她家里。她公爹怕她受了工作
员的宣传，担心得不得了。那个女工作员对
她很好，俩人就像亲姊妹。不几天，女工作
员离开俺庄走了，她公婆也没觉得陆大姐有
啥，都以为她不会出啥事。没想到中央军暗
藏的人又跟土匪勾结一起，夜里打进了俺
庄。当时枪声乱响，村人都吓得不得了，没
人敢出门儿。后来才知道，工作员早就有提
防，就跟打进来的人打了起来。土匪人多，
打了一阵，工作员撤走了，土匪占领了俺庄。
天明后，陆大姐就不见了。都不知咋回事儿。”

陆忠义觉得似乎有些危险，又问：“会与

土匪有关吗？”
“不像。”姓王的说，“她公婆说，枪响以

后他俩就醒了，没听见院里有动静。后来发
现了猪圈墙上和院墙上有蹬爬的印儿，知道
是她跳墙出走了。”

陆忠义想着村里的枪声也不至于把喜
凤吓跑，便觉得事情有些跷蹊；又觉得要紧
的是赶快把喜凤找回来，在心里祈祷喜凤千
万别出啥事儿，也可补救一下陆家的名声。
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找回喜凤的办法。

来的两个人看陆传信和陆忠义的表现，
都觉得不像是喜凤跑回娘家被藏匿了起来，
说：“她没回这儿来，会不会到亲戚家去呀？”
陆忠义觉得不是没可能，就说：“事不宜迟。
信儿，叫经儿赶紧跟你去亲戚家找找。”

正好，这时陆传经从外边回来了。陆忠
义把事情向他一说，嘱咐他说：“你跟信儿一
起去，凡是咱的亲戚家都去找一找。”陆传经
和陆传信就马上带着来人去了亲戚家。

陆忠义在家里想着喜凤的事儿，心里很

沉重。他很怀疑：家里没生气，喜凤咋会不
见了呢？她能到哪里去？会轻生吗？是不
是那个女工作员向她说了什么？或者她从
别人口里听到了什么，怕中央军再打回来，
找那个女工作员去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后一种可能性很大，
就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觉得喜凤就是找到
那个女工作员，陆家的人也得丢。转而又想
到平时人们说的解放区“妇女解放”的事，不
由得暗叹：难道世道变了以后，以前的礼教
全都会乱，自己真的连家族里的人也管不了
了吗？又反回头想想，就在心里盼望喜凤真
的去了亲戚家，儿子和侄儿能把她找到，向
喜凤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把她送到
婆家去。

直到天黑以后，陆传信和陆传经才回
来。陆忠义一见他俩就马上问：“找着喜凤
没有？”

陆传经丧气地摇着头说：“所有的亲戚
家都找了，都说喜凤没去。牛庄来的人回去
了。”

陆传信怕万一有最坏的事情发生，害怕
地说了一句：“这可咋办啊！喜凤要是寻了
短见……”

陆忠义断定不会，打断他的话说：“我想
了，不会！喜凤一直好好的，她家又没生气，
她咋会寻短见？”

“那她会上哪儿去呀？”陆传信勾着头，
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问陆忠义。（226）

河南“捏冻耳朵”

吃“捏冻耳朵”是冬至河南
人吃饺子的俗称。相传南阳医圣
张仲景曾在长沙为官，他告老还乡
时适是大雪纷飞的冬天，寒风刺
骨。他看见南阳白河两岸的乡亲
衣不遮体，有不少人的耳朵被冻烂
了，心里非常难过，就叫其弟子在
南阳关东搭起医棚，用羊肉、辣椒
和一些驱寒药材放置锅里煮熟，捞
出来剁碎，用面皮包成像耳朵的
样子，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一种
叫“驱寒矫耳汤”的药物施舍给百
姓吃。服食后，乡亲们的耳朵都治
好了。后来，每逢冬至人们便模仿
做着吃，是故形成“捏冻耳朵”此种
习俗。以后人们称它为“饺子”，也
有的称它为“扁食”和“烫面饺”，人
们还纷纷传说吃了冬至的饺子不
冻人。

泉州人“冬节不回家无祖”

泉州习俗有“冬节不回家无
祖”之说，故出门在外者，都会尽可
能回家过节谒祖。冬节早晨，要煮
甜丸汤敬奉祖先，然后合家以甜丸
汤为早餐。有的人家还于餐后留
下几粒米丸，粘于门上，称“敬门
神”。泉州人吃丸，称元宵丸为“头
丸（圆）”，冬节为“尾丸（圆）”，这
样头尾都圆，是意味着全家人整年
从头到尾一切圆满。

长沙做“猫乳”

长沙城乡居民习惯在冬至前
后制腊鱼腊肉，将鱼肉用盐腌四五
天后挂当风之处晾干，然后用木
屑、谷壳、橘皮、花生壳熏烤，或挂
柴灶上熏烟，至其色金红，叫“冬腊
肉”，可贮留至次年夏日不腐。冬
至日做霉豆腐，俗称“猫乳”，为长
沙地方特产之一。是日采制的桑
叶为正宗冬桑叶，解热明目。

宁夏吃“头脑”

银川有个习俗，冬至这一天喝
粉汤、吃羊肉粉汤饺子。银川老百
姓冬至这一天给羊肉粉汤叫了个
古怪的名字——“头脑”。五更天
当家的早早地忙活起来，把松山上
的紫蘑菇洗净、熬汤，熬好后将蘑

冬至大如年 各地冬至习俗趣览

冬 至 ，
是中国农历
中一个重要
的节气 ，也
是中华民族
的一个传统
节日，冬至
俗称“冬节”

“ 长 至 节 ”
“亚岁”等。
早 在 2500
多年前的春
秋时代，中
国就已经用
土圭观测太
阳，测定出
了冬至，它
是二十四节
气中最早制
定 出 的 一
个日子，时
间在每年的
公 历 12 月
21 日 至 23
日之间。在
我国古代对
冬 至 很 重
视，冬至被
当作一个较
大节日，曾
有“冬至大
如年”的说
法，北方地
区有冬至宰
羊、吃饺子
的习俗，南
方地区在这
一天则有吃
汤圆、米团
的习惯。冬
至过节源于
汉代，盛于
唐宋，相沿
至今。

菇捞出；羊肉丁下锅烹炒，水汽
炒干后放姜、葱、蒜、辣椒面翻
炒，入味后将切好的蘑菇加在肉
丁上再炒一下，然后用醋一腌
（清除野蘑菇的毒味），再放入调
和面、精盐、酱油；肉烂以后放木
耳、金针（黄花菜）略炒，将清好
的蘑菇汤加入，汤滚开后放进切
好的粉块、泡好的粉条，再加入
韭黄、蒜苗、香菜，这样就做好一
锅羊肉粉汤了。粉汤饺子做好
后先盛一碗供起来，还要给近邻
端上一碗。

苏州吃馄饨

苏州人冬至有吃馄饨的习
俗。相传吴越春秋一宴上，吃腻
了山珍海味的吴王没胃口，美女
西施就进御厨房包出一种畚箕
式点心献给吴王。吴王一口气
吃了一大碗，连声问道：“此为何
种点心，如此鲜美?”西施想：这
昏君浑浑噩噩混沌不开，便随口
应道：“混沌。”为了纪念西施的
智慧和创造，苏州人便把它定为
冬至节的应景美食。

滕州喝羊肉汤

冬至吃羊肉的习俗据说是
从汉代开始的。相传，汉高祖刘
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哙煮的
羊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赞不
绝口。从此在民间形成了冬至
吃羊肉的习俗。人们纷纷在冬

至这一天，吃羊肉以及各种滋补
食品，以求来年有一个好兆头。
现山东滕州一带冬至家家都要
喝羊肉汤。

江南吃赤豆糯米饭

在江南水乡，有冬至之夜全
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
习俗。 相传，共工氏有不才子，
作恶多端，死于冬至这一天，死
后变成疫鬼，继续残害百姓。但
是，这个疫鬼最怕赤豆，于是，人
们就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
用以驱避疫鬼，防灾祛病。

台湾用九层糕祭祖

在我国台湾还保存着冬至
用九层糕祭祖的传统，用糯米
粉捏成鸡、鸭、龟、猪、牛、羊等象
征吉祥中意福禄寿的动物，然后
用蒸笼分层蒸成，用以祭祖，以
示不忘老祖宗。同姓同宗者于
冬至或前后约定之早日，集到祖
祠中照长幼之序，一一祭拜祖
先，俗称“祭祖”。祭祖之后，还
会大摆宴席，招待前来祭祖的宗
亲们。大家开怀畅饮，相互联络
久别生疏的感情，称之为“食祖”。

江西吃麻糍

麻糍，是浙江、江西的特产，
也是福建人的传统小吃、福建人
祭祀时的供品。麻滋阴干后蒸、

煎、火烤、砂炒皆宜。 麻糍也是闽南著
名小吃，其中又以南安英都出产的最为
出名，其原料为上好糯米、猪油、芝麻、
花生仁、冰糖等。麻糍香甜可口，食后
耐饿，有着甜、滑的口感，且软韧、微
冰。成品色泽鲜白，滑韧透明。

台州擂圆

浙江台州人好美食，冬至这天要做
些特色菜肴和食物，首先要祭奠祖先，
祈祷祖先保佑全家人来年一切平安如
意。,然后全家人欢乐地聚在一起喝酒
吃菜。其中吃“冬至圆”（擂圆，又叫硬
擂圆、翻糙圆）是台州的老传统，擂圆
取圆圆润润、团圆之意。

广东吃汤圆

冬至节这天，广东不少地方都有祭
拜祖先的习俗，除各家各户具备酒肉三
牲、果品、汤圆祭拜外，还有在宗祠祭
祖的，祭祖由宗族统一举办，往往是举
行一些杀猪宰牛、演戏酬神等。一般家
庭亦蒸糕，做粒粑、汤圆等，并杀鸡杀
鸭，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庆祝一番。
冬节所食汤圆是咸的，以沙葛、猪肉、
虾米作馅，配以鸡汤，粤西地区则以一
张菜叶把汤圆包裹着，叫做“菜包”。

浙江嘉兴桂圆烧蛋

民间崇尚冬至进补，有赤豆糯米
饭、人参汤;白木耳、核桃仁炖酒、桂圆
煮鸡蛋等。至今，嘉兴仍然传承冬至吃

“桂圆烧蛋”的习俗，老人们说因为一
年中冬至夜晚最长，不吃的话会冻一晚
上，半夜还会肚子饿。

合肥吃南瓜饼

冬至过了眼看年，合肥人到了冬至
都要吃南瓜饼，大街小巷弥漫着南瓜饼
的香味，并且还有一句谚语叫做“吃了
冬至面，一天长一线”，就是说过了冬
至，就会夜短日长了。

澳门“做冬”

“冬至大过年，家家食汤圆。先生
不放假，学生唔俾钱。”——澳门民谣。
澳门，人们在冬至日一般要祭祖，还要
到坟墓前挂纸，俗称“挂冬”。冬至有
不少人买烧鸡、烧肉等应节食品拜神。

（综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