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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婚后的第三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我还是第一次和他们一起过春节，什么都是新

奇的，我总是会缠着向阳问这问那的，有时把他问烦了，他会对我说:“我们叫你怎么做，你

照做就是了嘛！哪来这么多的问题呀？”我受挫了，没办法，向阳他开始没耐性了。我就去

问小姑，小姑叫向灵芳，我就叫她灵芳，她倒是很有耐心，又善解人意，从来不嫌我烦，愿

意陪着我，愿意回答我提的所有的问题，只要是她知道的，我就能从她那里得到答案。我一

直都很感激她，在我最孤独的时候，陪着我度过。 

  

  三十那天早上，我们就随便吃了点早饭，到了下午，他们还是没有要准备年夜饭的意思，

我就忍不住问道:“向阳，你们不过春节吗？” 

  

  他奇怪的说:“过啊！等下要杀鸡呢！还要放烟花。” 

  

  我和小姑一起做晚饭，她说随便弄几个菜就行了，我就疑惑地问她:“你们不吃年夜饭

吗？” 

  

  “我们已经过完年了，腊月二十四开始过的年，今天是过春天，等下要杀鸡。”我还是没

弄清楚，到底是怎么过的春节。 

  

  随便吃过一点晚饭后，婆婆泡好了许多糯米，一半拿去碾成了糯米粉，剩下的都蒸熟了，

我看见她用一只桶把热腾腾的糯米饭提着出门去。我看着婆婆出去后，忙把脸转向小姑。 

  



  小姑看到了我带着问题的眼神，她总能知道我想要问什么。于是她笑着说“那些糯米饭

我们要拿去一个大伯家打碎打软了做糯米粑粑，那个糯米粑粑以前是用木棍来打的，现在有

机器了，就用机器打。” 

  

  天已经快要黑了，婆婆才回来，她叮嘱我们不要再出去外面了，因为有些人家已经开始

杀鸡，马上就要放鞭炮。天已经黑透了的时候，向阳和公公真的去抓了一只鸡来杀，婆婆准

备了一张干净的桌子，教我们在上面做糯米粑粑，那些糯米特别粘手，要和着一点猪油一起

做，才不会粘手，“糯米粑粑要趁热做，冷了就会变硬，不会粘在一起了，就很难做成粑粑，

所以我们要做快点。”婆婆指点着。我们很快就把粑粑做完了，只有巴掌大小的糯米粑粑，

足足有一百多个，听说大年初一要用到这些粑粑来祭祖。 

  

  向阳和公公已经把鸡弄干净并且煮熟了，他们煮鸡时，在水里放一个草果和盐，再放一

碗米，就可以了，我看着简单，以为这样煮出来的鸡肉不好吃，没想到这样煮出来的鸡肉即

嫩又鲜，很好吃。鸡煮熟后，鸡汤就变成汤粥了，那烫粥也很好喝。鸡煮熟后，他们用一个

盘子把一整只鸡装好，摆在供桌上的正中间祭祀，向阳在供桌两边点上蜡烛，他说这鸡要到

初一早上才能拿下来吃，鸡汤和粥则晚上也可以喝，我和灵芳都喝了一大碗。 

  

  公公叫我们都去磕头，向阳磕过头以后，就拿着鞭炮出去点燃了，此时家家都在放鞭炮，

外面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小叔带着他的孩子和媳妇，我和小姑我们一起爬到房顶上放烟花，

他们家的房子中间是老式的瓦房，两边是小平房，我们就在平房顶上放烟花，放完以后，我

对灵芳说:“你们先下去吧！我想再多看一会儿。”这样她们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顶

上。 

  



  其他人家也陆陆续续放起了烟花，炫烂的烟花照亮了整个夜空，我第一次在夜晚看到这

个古老的小村庄，才发现，这个村落原来竟是这般美丽，祥和，四周被一些竹林和树木包围

着，整个村庄座落在半山腰上。 

  

  我还是第一次在外地过年，好久没见过父母了，看着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也是美丽的，就像一个小小的盆地，四周都被大山包围着，大家都说那才是真正的

山窝窝，而我却是在那个山窝窝里长大的，我想起春天的时候，山窝窝里灿烂的桃花和杏花

林；我特别怀念在小河里摸鱼、捡鹅卵石的时光，而那样的时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有了；我

想起了爸爸，每次都是爸爸带我们去河里玩的……我被一股无边的乡愁包围了，想着想着，

竟悲伤的不能自己，不知不觉，已泪流满面，他们都不知道，我躲在楼上哭泣，我听见向阳

问灵芳我去哪里了，随后就听见他咚咚咚地上楼的声音，那梯子是用木头做的，我能听出来

他是跑着上来的。他看到我了，我还没来得及把眼泪擦干，就把脸背对着他，“荷溪你怎么

了？”他有些吃惊地问道。 

  

  我说我想家了，说完又忍不住哭了起来，他抱着我，安慰道:“大过年的，快别哭了，让

父母亲看见不好。”我只好停止了哭泣。 

  

  十二点一过，公公和向阳就起来挑水，用刚碾好的糯米粉做汤圆祭祖，他们说大年三十

晚上，女人最大，什么都不能做，要乖乖的睡觉。 

  

  夜深了，向阳睡着了，我还是久久不能入睡，小村庄又恢复了她的平静，只偶尔听到几

声狗叫或是鸡鸣，此时此刻，没有谁知道，也没有谁懂我思念父母，思念故乡的心情，又是

一个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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