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是难忘馍花香
■ 柯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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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人流潮涌，年味
越来越浓。人们的视界和听觉，
明明朗朗感触到大地上， 从城
市到乡村， 一片政通人和之氛
围，一幅安居乐业之景象。

走在城镇的街道，单位、住
户早已是挂上了大红灯笼。 大
街小巷都是拎着大包小包购买
年货的行人， 脸上露出的笑容
很是坦然。街边摆地摊的，交易
市场四周，到处可见大红对联、
大小福字、年画农历、吉祥饰品
物件； 各种年货摊位、 吃的用
的、金银首饰等，一架架一柜柜
粉墨登场。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中
国人心里， 过年是最隆重的传
统节日，承载着最厚重的情感；
过年是人们的家国情怀和精神
依托， 年味珍藏着刻骨铭心的
记忆。

当今时代，经济高速发展，
社会不断进步，国力日益强盛，
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因而过年
的方式和内容， 在不同时期却
有较大变化， 年味也随着时代
而有所不同。 “过年”有时代的
载体，“年味”有时代的理解，不
同时代的人们，对“年味”的感
知也就不一样。

聚物“过年关 ”，困难时期
的感慨。贫困时期，人们经济缺
乏，手头没钱或缺钱；市场物资
短缺，供给严重不足，平常温饱
都难维持，生活过得很艰苦。因
此一年到头， 人们都在为 “过
年”而积储物资，大人们叫“过
年关”。 每逢过年，不管家庭贫
富如何， 餐桌上菜肴都比平常丰富得多，
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也比平常好得多。
这种岁月的过年， 且能有几天饱饭吃，也
能欢喜团圆一家人，那感觉就是等待的幸
福。 所以在经济困难、物资匮乏的年代，人
们对“过年”集中聚富，而短暂享有丰裕的
快乐之感。

过年真的很好，是我们这一代童年的
记忆。 儿时的年，是自由的、热闹的，也是
最期盼的节日。 儿时的平日里，不仅顿顿
吃不好，更是常常吃不饱。 但每当到了过
年，就有白米饭还能吃饱，有鱼肉有豆腐
更能吃好，而且还有新衣服穿；跟着大人
走亲戚串门子，可以吃上心想的“美味”，
还能得到一点压岁钱；也可以自由出门玩
耍，能在大街小巷去放鞭炮看花灯。 更为
高兴的是，我们开开心心玩几天中，即使
做错了点啥事，也不会受骂挨打，父母只
是瞪一眼，然后一笑了之。 因此感觉过年
真好， 是自由自在又香甜美滋的年味，时
刻记忆在心里。

简单的快乐感觉 ， 是往日过年的心
情。 那时的年代，文化生活是早晚听广播，
乡下平日里几个月才能看场电影，除此再
无其它可言。 唯有到过年，人们盼望的文
化生活，才会多一些类型出现。 年的眼前，
家家户户贴对联、挂红灯；大街小巷才会

有纸灯会、放烟花、猜谜语等民
俗 ，才会有采莲船 、扭秧歌 、踩
高跷 、舞龙灯 、耍狮子的热闹 。
这在过去， 只有一年一次能饱
眼福 、看热闹 、放心情 ，感觉是
渴望的自由与快乐。 因此，浓浓
的年味， 自然是与平常的冷淡
比较而来。

改革开放初期， 人们生活
开始好起来， 文化娱乐形式也
稍多了一些。 传统的节日文化
中，从腊月吃腊八粥开始，过年
的习俗就开始隆重登场了。 扫
扬尘，敬灶王，过小年，剪窗花，
贴春联 ，祭祖先 ，团年饭 ，放鞭
炮，磕头拜年等仪式家家可见，
自然就喜气弥漫； 再加上电灯
普及，各种彩灯五光十色，灯会
与民俗表演更加丰富， 渲染了
年的气氛，强化了年味色彩。 这
样比较出的丰盛过年， 自然令
人们感觉喜庆和美好。

当今的新时代， 天天似乎
都是浓浓的年味， 过年的表达
方式既改变又提升了。 社会发
展，物资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提
高，吃饱吃好穿暖穿美了，这平
常恰似往日过年。 文化生活也
一样， 从春晚成了全国人民的
狂欢之后， 各种文艺节目置于
影院 、电视 、电脑 、手机中 ，广
场 、高楼 、街口的大幅显示屏 ，
影像音乐随时随地可欣赏观
看， 新潮又方便。 传统年俗文
化，少量形式有保留，大多变换
了表达方式。 比如过年花灯，由
众多 LED 灯制作， 城乡亮起五
光十色的大型灯组； 不仅让街

巷有“夜如白昼”之景，更让路桥村道的彩
灯高照。 传统的燃爆烟花，也在电子声响
中变得生态文明；人们除夕祭祖，采用鲜
花代替烧纸；拜年不再磕头鞠躬，而用微
信转发个美图，或者互联链接个抖音亲热
问候。 这便是数字化的过年惊喜，信息化
的欢乐年味。

如今谈年味， 较之传统意义来看，似
乎是淡了。 但从实质上讲，当代过年的形
式和内容增多，年味应该更浓厚，充满了
智能化的韵律味道， 数字化的美学科幻。
转盘餐桌上的佳肴， 有了量与质的变化，
年味更加精致浓香了。 南来北往“回家过
年”的春运潮流，人人脸上写满了团圆的
喜悦；城镇乡村家家门前阳台上，旋转着
喜庆的大红灯笼； 中老年人也在这个时
代，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心中体验是格外
兴奋；小孩们看动画、玩电动变形玩具，那
兴致的笑声格外爽朗； 旅游过年渐成新
潮，人们在大好河山中感知人类文明的春
光。

时代在发展 ，人类在进步 ，过年的形
式必然与时代同步前行。 年俗文化浸润
着民族的优良基因，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将其精髓的时代韵味， 用其鲜活的时代
表达，年俗更充满生命力，年味更馨香浓
厚。

龙年安康的年味，亮在汉江两岸。 亮化夜景安
康，突出“繁花似锦·团圆安康”的春节主题，在各
大公园、广场、景观节点、重要路段、高楼群体，安
装造型各异、五彩缤纷的各色灯串、灯环、动态花
灯、水纹灯、组合灯，点亮安康。

华灯初上 ，彩灯齐明 ，射灯旋转 ，网灯闪烁 ，
汉江璀璨，山城美丽，是浮在汉江两岸的明珠，闪
耀着节日的光芒； 汉江一桥的绿化带金光闪闪，
与两排桥灯和悬挂的“百福”红灯笼相互辉映，把
汉江一桥装点成一条腾飞的金龙，在七彩斑斓的
江面上蠕动。 西津汉江大桥的三角形霓虹灯，波
光闪耀，变幻莫测，与一桥一呼一应；安康博物馆
的灯火，璀璨夺目，仿佛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在
江水中晃动；安澜楼的花灯 ，变幻莫测 ，射灯 、组
合灯交织 ，守望着一江彩水 。 二黄广场 、亲水广
场、龙舟文化园、汉江公园里 ，霓虹明灭 ，此起彼
伏，宛如星海，飘飘缈缈。公园里身绕霓虹灯的雪
松，圣洁的白塔，亭亭玉立 ，斑驳陆离 ；竹林里的
霓虹灯，明明灭灭，宛如千只万只萤火虫飘舞；霓
虹灯下的蜡梅， 挂满一树奇形怪状的黄月亮，闪
着蜡光。 汉江从西津大桥开始弯出身段，到东坝
大桥弯成一枚上弦月， 左右两岸江堤彩虹涌动，
恰似两道彩云，簇拥着月牙，红、黄、蓝、紫轮回变
换的东坝大桥，掠过月牙，好似彩云追月。夜晚的
汉江两岸，游人如织，踏着《幸福安康》的歌声，走
进年味浓烈的江边。在大街小巷，风中的“年年有
余”“吉祥龙”“百福”的红灯笼，飘出安康的幸福
年。

安康的年味，美在大街小巷。 大街小巷的十字
街头、空闲地方，都摆满了花草，红黄蓝花卉相间，
摆出“百福”的字形，白的紫的粉的郁金香簇拥在
路边，向着腊月频频点头。 汉江一桥、东坝汉江大
桥北的转盘、十字路口立交桥上，三角梅、映山红、
迎春花、郁金香，风中摇曳，成为空中的大花篮，把
安康年味的芬芳飘散。

安康的年味，艳在飘动的红春联、红灯笼上。
文化广场，社区服务站，都是义写春联的场所，在
中心广场，书法家们，饱蘸浓墨，挥洒毛笔，龙飞凤
舞，春的韵味留在了大红纸上。 红红的春联，铺满
广场，挂满空中，广场上熙熙攘攘，有的蹲下来欣
赏春联；有的手捏春联，讨价还价；有的给书法家

们摁春联、拉春联。 白胡须老头，咬着烟袋，笑眯眯
看书法家写春联，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老头抽出
烟袋：“这副春联，咱号上了！ ”

与春联黄金搭档的是红灯笼， 家家户户都要
购置几对大红灯笼，挂在门前，红半个庭院，年味
就在大红灯笼上晃来晃去，给人喜庆的感觉。 广场
上的大红灯笼，挨着春联，挂在空中，圆的、方的、
大的小的、鱼形的、心状的、龙样的，一起在空中摇
摆。 不知哪位的高手，把走进央视总台龙年春晚吉
祥物毛绒玩具“龙辰辰”也编制灯笼，精美别致、趣
味横生的“龙辰辰”微风里英姿飒爽、独占鳌头，她
的下面围满人，大家都在凝望着古韵犹存、意气风
发的“龙辰辰”不愿离去 ，争先购买 ，把吉祥带回
家。

安康的年味，香在菜市场里。 大大小小的菜市
场超市里， 都是人来人往， 平时的菜市场和超市
里，肉禽蛋奶鱼就供应充足，春节期间更是琳琅满
目，人们都要割点猪肉、牛肉、羊肉，都要买几条鲤
鱼回家，最热闹的还是时令蔬菜摊，乡村里来的蔬
菜，带着虫眼，粘着黄泥，挂着露水，最是抢手货，
特别每到黄昏的时候， 人们都涌入东坝大桥南岸
的江堤上， 这是自然形成的菜市场， 来自江南江
北、大山小岭的乡村蔬菜，都汇聚于此，安康人看
汉江、遛公园，都要到江堤菜市场逛逛，菜市场人
声鼎沸，路灯闪烁，影影绰绰，韭菜、韭黄、芹菜、白
藕、绿菠菜、红萝卜、紫鱼腥草、青白菜，一摊一摊
摆出来，任人挑选。 坛子泡菜，汁红菜鲜，酸味扑
鼻，一位顾客，捏起一枚绿辣椒嚼，吸溜一声脸抽
成一个核桃，连声喊叫：“辣辣辣，美美美”，连忙买
了几斤，笑眯眯说：“酸辣炒肚片，最美下酒菜”。 一
包一包的小椒渣辣子，黄中有红，红中有绿，一对
年轻人不问价格就买了两包。

安康的年味，浓在花店和花卉市场里。 物质生
活极为丰富的今天，吃的穿的喝的用的，天天都在
过年。 如今的年，把精神生活的享受放在头一位，
美化生活、请花进屋、装点居室是安康人的首选，
不必说大小花店接踵而至的买花人， 单说安康大
型花卉市场就足矣。 香溪大道的花卉市场，顺路南
一字排开，这里是鲜花的世界、芳草的天下、根雕
的海洋、盆景的聚合地 ，爱花的安康人 ，客厅 、阳
台、庭院本来就种满花草，过年了，觉得还不够，还

要把自己家里没有的花草买回来，装点新年，营造
年味。 花卉市场里，除了花草就是人，几对情人围
在蝴蝶兰周围， 讨教蝴蝶兰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
项，店主讲得真切，买主听得会神，红的、粉的、黄
的蝴蝶兰，在微风中也频频点头，一盆盆蝴蝶兰装
进小车后备箱， 把多彩的生活抱回家。 几个大老
板，立在石雕盆景前不走，仔细观看石雕盆景，那
是一个仿照黄山迎宾松锻造的盆景，主景是黄山、
松树，高大的黄山立在玻璃缸中央，人工培植的松
树，苍劲翠绿，惟妙惟肖，陪衬是小亭、小桥、流水、
小瀑、白雾，祥云袅袅，把“黄山”“松树”吻得朦朦
胧胧，时隐时现，特别是叮咚的泉水声，让人想到
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来。 一位老板
出高价买了这尊盆景， 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缩影带
回家过年。

安康的年味，飘在新农村的乡下。 猪肉在熏，
腊味幽香；年酒在烤，醇香四溢；豆腐在做，豆味悠
长；卤锅在笑，肉香熏村；喜鹊在叫，喜气盈门。 忙
碌的老父亲把房前屋后、 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
净迎接新年。 老母亲蒸好了花馍，炸好了江米条，
做好了甜酒，甜酒窝子里的甜水盈盈的，满屋子都
是香甜味，剁好鸡、炸好的鱼、蒸好的碗子、洗好的
菜，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被子、褥子都浆洗干净，缝
制好了，晒了好几个阳光，蓬松松的，等待他乡的
亲人归来。 老母亲总爱站在村头，手搭额头盖，望
着路尽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在外边的游子们，坐着
飞机，乘着火车，骑着摩托，开着小车陆陆续续回
乡了，迎在村头的孩童，扑进妈妈的怀抱，轻轻地
捶打着母亲的胸膛，哭哭啼啼、踢踢腾腾撒娇一阵
子，之后就搂紧母亲的脖子再也不松手。 孩童的父
亲，只有把小汽车、变形金刚、冲锋枪玩具拿出来，
孩子这才松开母亲，朝着父亲跑来，亲亲热热好一
会，便把玩具抱在怀里。 老母亲喜盈盈：“快进屋里
坐，外面风冷。 ”老父亲早已掏出中华香烟，抽出一
支递给归来的儿子。

乡村中的年味，在一声一声的爆竹，一串一串
的烟花炸响，炸出了“年在你家”的问候。 乡村中的
年味，提在孩子的手中，提着各式各样的红灯笼，
在小河边、农场里、草垛旁晃动，嗷嗷嗷的年味飞
得很远很远。

小 年

一到腊月，乡村就早早地拉开了年的
帷幕。 忙碌的身影在院落穿梭，乡亲们“您
家年货办好了吧！ ”的问候声此起彼伏。但
真正迈进年的大门，却是小年。

小年习俗有两个：扫年和祭灶。 所以
说，想进入实质的年，要经过小年这扇门。
只有到了小年这天， 年才算得是真的到
来。

又逢小年。 腊月二十三，乡下人该扫
尘、清洗器具准备过年了，祭灶送灶王爷
上天言好事去了……凝望着家乡的方向，
小年的印象逐渐在心里鲜活起来，奶奶那
堆满皱纹的笑脸盈盈地展现在眼前。

祭灶，祭送灶神上天，汇报人间一年
的总结。 在灶台上摆放好糖果的供品，请
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以保佑下界平安。 犹
记得，小时候，家里曾如此恭恭敬敬地祭
灶。 如今村里滞留下的多是暮年老者，祭
灶的人越来越少，但过小年吃灶糖和打扫
房屋的习俗仍在家乡盛行。

扫年， 实际上就是大搞家庭环境卫
生。 这一天家家户户开始扫房擦窗，清洗
衣物，刷洗锅碗瓢盆，实施干净彻底地卫
生大扫除。 把陈旧的东西一扫而光，清扫
陈年积垢，也指旧岁中遇到的不快，到处
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
的气氛。

小年了。 时光，淡淡而行，岁月，静静
而过。 一种平凡而简单的幸福油然而生，
这幸福，来自对明天生活的向往，来自亲
情的温暖，来自家人团聚的喜悦。

这美妙的年俗，打开了一幅幅优美的
画卷，也撩拨开了人们淳朴的心灵。 年的
魔力，似一个精灵，又如一张巨大的网，将
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圈了回来。 他们不远万
里也要赶回家里，不为别的，只为那相聚
的幸福时刻。

团年饭与中国情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这句话
相信在农村最有体会，不说百里，在五里
之外的农村习俗都会出现大的不同。

除夕， 俗称过年， 是辞旧迎新的时
刻。 每逢过年，就是千家万户团圆的日子，
无论离家多远，都会赶回家吃年夜饭。 一
桌年夜饭，浓浓中国情。 大年夜丰盛的菜
肴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品尝心头春意盎
然， 年夜饭更是代表着一家团团圆圆，辞
旧迎新的跨越。

腊月的各家各户， 照家乡的老规则，
除夕天还未亮，就开始进入繁忙中，煮肉、
洗菜、张贴年画和对联，但重点是准备做
年夜饭———无非是猪、鸭、鸡、鹅肉，买的
是一些水果之类的，处处欢天喜地，个个
脸上洋溢着高兴和等待团圆的时刻。 无论
农历年的气氛怎样式微，一家人吃团年饭
的传统习俗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不管
怎样忙，大家还是愿意择日选时，挤个时
间出来。 事实上，大节日的家庭共聚是超
越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它属于人性的基
本渴求。

除夕的早晨，太阳懒洋洋的，但觉得
格外温暖，树上雀儿叽叽喳喳，交头接耳
地报喜。 土狗们蹿完东家去西家，似乎也
忙得不亦乐乎。 这家的游子，那家的闺女，
游子归来， 处处欢声笑语响彻山村的小
院。 我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跟本家
叔叔们一同团聚， 感受故乡浓浓的年味
儿。

故乡的团年饭， 等到众兄弟从祖坟
上挨个送完亮回来， 团年饭才正式开始，
吃年夜饭，是为了祈求祖灵保佑，平安度
过农历的最后一夜。 因为每年的除夕夜，
人们为了守年， 家家户户会提前做好晚
饭，然后在道场边点一堆用青竹燃烧的火
粪，伴随着噼里啪啦声，在屋里屋外一片
灯火通明，爆竹连天的氛围中进行。 这顿

晚餐置办得超常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少围
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要在吃饭
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灵保佑一家平平安
安地度过这一夜。

我家的团年饭， 要讲究的规矩甚多，
首先要凑成十二道菜，象征着四季平安；分
别是鸡、鸭、鱼……依稀记得，爷爷奶奶在
世的时候，婶子做团年饭绞尽脑汁。 爷爷奶
奶年岁大了，牙齿不好，菜都要煮得熟烂些
才行，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少一样爷爷、叔
叔就会不高兴，说什么，缺一样，缺一年。 青
菜必盛满碗，寓意一年清吉，身体健康，诸
事顺利。 哎哟，做个团年饭，不简单哟！ 吃团
年饭的时候，一家人不能随意走动，中途不
能离席。 记得我儿时，根本坐不住，好在爷
爷虽然心里不高兴，还是会打圆场地说:“小
孩子百无禁忌，去玩吧！ ”

团年饭，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吃什么，
而是什么人吃。 一家人是必然的，所以吃
团年饭一定要等，等齐人，然后在长长的
鞭炮声中，一张桌，一家人，围坐一起，分
享食物，共聚天伦。 我举起酒杯，向叔婶倒
酒，并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以报答老
人们对我们一家有过的养育之恩。

是啊，一年到头走得再远，千金难换
家乡味道。 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吃出家的
味道，吃出幸福的味道。 一年一度的团圆
饭体现出中华民族家庭成员的互敬互爱
使家人间的关系紧密。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 如今年夜饭早已超出了
“吃”的范围，而在于那份人与人之间的温
馨和关爱，也就是对传统习俗的重视。 大
家聚在一起烧些好东西吃一顿，在农耕时
代，既是对一年的留恋，也是对一年新的
祈盼。

一桌年夜饭，浓浓中国情。 如今物质
极大丰富， 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层出不穷。
吃过年夜饭，人们祝福着来年的风调雨顺
和美好生活，翘首期盼着生机盎然的春天
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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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安康 龙辰辰送福 龙年吉祥（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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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
馒头”，临近新年，秦巴山区的村庄处处弥
漫着馍花香，家家户户蒸馍做馒头拉开了
序幕。

蒸花馍的头天晚上， 母亲把上次蒸馍
留下的酵子取出来，用菜刀捣碎，掺在面粉
里，温开水和匀，放在温热的土灶头，等待发
酵，然后就忙着洗刷蒸笼，再将萝卜、葱根和
生姜等馍馅辅料洗干净，为蒸包子用。

到了翌日早上， 再续上一些面粉，继
续放在灶头发酵。 差不多天黑时，面团又
一次发酵鼓起，俨然似鼓起的棉球，外面
光滑，里面呈蜂窝状，这时就进入蒸馍一
级准备环节。

母亲将发酵的面倒在案板上开始反
复揉搓，这可是需要功夫的，一般要揉四
次，最后成为白白的发光面团，而母亲已
经累得满头大汗了。 接着就是将面做成花
馍， 我和弟弟妹妹也加入这个环节中，老
家的花馍一般有油旋子、 包子和各种馍
花， 做油旋子是把面捏成一个小圆饼，上
面抹上猪油、苜蓿、草果、葱花等，卷成圆
筒，拧一下就变成花状了，做包子是把小
面饼放在手心，上面放豆腐、萝卜、粉条、
葱等，再把面饼四周捏笼就可以了。 我们
最喜欢做的就是花馍了，飞禽走兽、花草
虫鱼、装饰纹样，各种形状，随意发挥，应
有尽有。

花馍做好，就要上笼蒸馍 ，蒸馍的火
候极为讲究，先是大火烧，等到锅的四周
冒汽，才开始慢火烧。 那时候农村很少有
钟表，母亲就在蒸笼上放半碗水，等到水
有点烫手，就可以揭笼出锅了。

打开笼盖， 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花馍，
光鲜地呈现在跟前，原来的花馍个头变魔
法似的蹭蹭涨大了将近一倍，此时，馍香
便在满屋飘荡。 我们嘴就馋了，母亲说别
急，还要点花，我们就用前面开十字的甜
秆秆，蘸着五颜六色的颜料水，快速点在
花馍上，便迫不及待地拿着先前自己捏的
小花馍解馋了。 这时，母亲将出锅的馒头
揭一下，以免沾在蒸笼上，等完全凉好之
后，就装进板柜里，平时我们是吃不到的。

老家的花馍，采用当地上等小麦的第
一道面粉，蒸馍是用纯酵子蒸的，面被揉
过多遍，又是柴火蒸的，蒸出来的馍又大
又白又胖，吃起来甜丝丝的，非常筋道好

吃。
大年过后， 乡亲们便开始走亲访友。

那时几乎没有交通工具， 全靠步行走路。
我记得，每年正月初一，父亲用一块四四
方方的花布，包着二十个花馍 ，再配点白
糖、白酒之类的，总共四样礼物，让我和弟
弟妹妹穿上新衣服，拿着礼物 ，给外爷外
婆和舅舅拜年。 那时候我们人小，拿着这
些东西感到很是吃力，从崎岖的山路翻过
一座大山， 费了很大的劲才到达目的地。
如今想来，小时候拜年是一件多么劳累并
快乐的事情， 在舅家我们尽情地玩耍，不
用考虑写作业、放牛和干农活 ，那是一年
中最快乐的时光。

春节一过 ， 麦地里的荠菜也长出来
了，母亲就让我跟别的小伙伴一块下地挖
荠菜或者薅麦草放牛。 我们几个小伙伴，
仿佛商量好似的，下地之前，都偷偷地从
家里拿一个蒸馍，以备饥饿之时充饥。

到了地里，挖一会儿荠菜或薅一会草
之后，我们便坐在麦田里，拿出了篮子里
的蒸馍开始吃。 这个时候，蒸馍已放置多
日，变干变硬，馍瓤几乎是粉状，啃一口一
不小心就有馍粒落下，但是，嚼在嘴里，清
香甘甜，越嚼越有味，直到在嘴里嚼得湿
软，接近糊状才下咽。 由于太干 ，又没有
水，有时噎得直瞪眼，但还是小心翼翼地
啃，恐怕馍粒掉落。 在那个年代，白面馍对
我们农村孩子来说，就是面包，就是点心，
就是蛋糕，就是最开心的零食。

蒸 “花馍”， 后来随之演变为人生仪
礼、岁时节日等民俗活动中馈赠、祭祀、庆
典、装饰的信物或标志。 始终与人们日常
生活中的礼仪习俗紧密联系，它广泛用于
节日、婚嫁、寿诞、丧葬、上梁、乔迁等民俗
活动中的祭祀庆典仪式之中, 是民俗仪式
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它作为一种
民间艺术品，但又与各地风俗人情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是一种长久积淀而成的极
有代表性的地方民间文化。

时光荏苒 ，弹指一挥间 ，随着改革开
放， 华夏大地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们不再为吃穿发愁，年货也各种各
样、琳琅满目，拜年礼物丰富多彩。 老家过
年蒸花馍拜年的习俗几乎消失殆尽，但是
那股馍香那种淳朴的年俗，却永远铭刻在
记忆里，珍藏在心中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