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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腊八，心里就蠢蠢欲动。
每天清晨醒来后，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跑

到阳台上，凑近鼻子，使劲闻着坛子里飘溢出来的
淡淡豆香。从坛子里飘散出来的香气，从一开始
的似有还无，到如今的渐趋浓郁，越来越勾动着我
的味蕾。

那里头，是令我时时牵挂的腊八豆。
一提起腊八，脑子里最先想起的，总是“腊八

豆”这三个字。童年的腊八，腊八豆是不可或缺的
主角。那会儿，每年还没到腊月，母亲就开始准
备，先把小坛子洗净晾干，接着开始做腊八豆。

对于腊八豆，孩子们可谓日盼夜盼。尽管那
是个不富裕的年代，但在乡间，豆类的食物再常见
不过了。而腊八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归根究底
是因其独特的美味。所以，在孩子们看来，腊八的
到来，意味着腊八豆也正式登场的。

母亲做腊八豆的时候，我们总喜欢在旁边看
着。把黄豆泡开后，蒸熟晾干，倒入垫好纱布的抽
屉里。一个星期后，拉开抽屉，把黄豆取出，用调
料拌匀，再封入坛子里。过了一段时间，打开坛
子，豆香四溢，就是令人垂涎的腊八豆了。

小小的腊八豆，用法却不少。单吃，味道不
错；炒菜时，撒上一点，顿时令饭菜生香；再不然，
直接用来拌饭，也是一绝。不论哪种吃法，豆一入
口，总会令人在瞬间产生惊叹，陶醉于腊八豆的香
气中。

只是后来，有几年的时间，一个人独在异乡，
没有腊八豆的腊八，也过得意兴索然。直至有一
年，一时兴起，试着按记忆中的方法，自己做了一
小坛子的腊八豆。没想到，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如今，每年的腊八，腊八豆又成了主角。豆香
在口中萦绕，儿时的一个个腊八，也如电影般在脑
海里掠过。这腊八，尝的是美味，也是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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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节将至，母亲寄来了煲腊八粥的食材，打开一看，有黑
米、红豆、核桃仁、莲子、干百合、红枣等，里面还放着一张：ao腊
八粥“说明书”。我看着这张“说明书”浅笑出声，“熬”字许是母
亲不会写，来来回回写了三遍，不是丢几横，就是丢了下面的四
点水，最后索性就用拼音代替了。

记忆里，故乡的人非常看重腊八节。俗语说：“过了腊八就
是年”。在大家心目中，腊八一来，就是拉开了新年的序幕，过年
也越来越近了，人们对年的期待随之被调动了起来，对归家团圆
的盼望也越来越炽热。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家家户户都会开始准备谷类、豆类、坚
果类、药材类、果蔬类，在老家腊八粥没有固定的食材，但要喝到
一碗香糯的腊八粥，这5类食材缺一不可，寓意着“五行俱全”，汇
集了一年中各个季节的收获。

多年前，母亲也是用这些食材给我们熬甜甜糯糯的腊八
粥。粥里有黑米、薏米、红豆、核桃、莲子、葡萄干、花生、干百合、
红枣、山药等。

那时候核桃是有壳的，葡萄干、红枣、花生、莲子、山药是自
己家在丰收的时候晒干的，然后存储到家里的大缸里面，上面压
着一层又一层的报纸和塑料袋，听母亲说是为了防潮，让食物保
存更久。

每次母亲都会提前一晚将这些食材取出搭配好，到腊八节
这天，母亲5点就起床了，打着手电筒，端着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食
材就来到井边开始淘米，清洗豆子、坚果等。大概半小时后，父
亲起床了，走到厨房开始烧火，这个时候母亲会将洗好的食材都
放入锅中，水开后，再放入冰糖。此时的父亲就好像一个无所不
能的超人，柴火在他手中听话极了，火候掌控得极好，把腊八粥
熬得香甜软糯。

待腊八粥香甜的味道已然飘进了我们的被窝，我们就掀开
被子赶紧起床，然后争先恐后往厨房跑。

这时，我们会看到母亲端着一个盛满腊八粥的盆往外走，我
们每次都会催促母亲快去快去，因为只有等母亲给邻居送完粥
后，才轮到我们吃。

在老家，腊八粥也叫“福寿粥”、“福德粥”，寓意来年能增旺
增运。思绪里似乎还能看见家乡的孩子们在村口悠悠地唱着：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已至，记得给家人煮一碗汇聚四季收获的腊八粥，祝愿

新的一年顺顺利利、平安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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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老家土话土俗，
从小喝稀饭，闻所未闻一个“粥”字，更别
说腊八粥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县中医院始创，位
于繁闹的北过驿巷，是一座民国古色古香
的家宅，传说东家信佛行善，门前披厦，常
年当巷放粥，寿州城中，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我住的宿舍就是当年熬粥的厨房，真
是“粥香不怕巷子深”。

从此，知道稀饭还有一个雅致的名
字：粥。偶尔也拿粮食本到大寺粮站买点
大米，在煤油炉上煮一顿粥。为什么要耗
时煮粥，是受了跟班抄方子的老师影响。
看他诊病，满嘴说粥，一大特色。后来知
道，他属于中医的“脾胃派”，如此重视糜
粥自养，看完病拿好药，强调煎煮，最后交
代“服用后，啜热稀粥一碗，以助药力”。

后来，我也渐渐有了一些医名，安丰
塘畔一个种稻的病友送我一小袋新米，是
那种生长周期长的大米，没施农药，自家
食用，其包蕴的天地精华自不必说。那阵
子，热衷熬粥，熬那种光光溜溜的、什么也
不放的白米粥。一碗下肚，通体舒泰，暖
身又安眠，仿佛唤醒了童年胃肠的记忆。

寿州古属蔡楚故土，提起熬粥，自然
会想到 2000 多年前发生在此的“颜回煮
粥”的故事：有一次，孔子与弟子们被围陈
蔡，没有吃的，饿了七天。子贡不得已溜
出来，到附近村子要点米回来，埋锅煮
粥。子贡经过，正好看到颜回拿小勺粥往
嘴里送，怀疑他偷吃，告诉了孔子。孔子
召颜回来，试探说：“我前几天梦到了自己
的祖先，你粥做好后，我准备先祭祀”。颜
回听了，恭敬地对孔子说：“这粥已经不可
以用来祭祀先祖了，刚才煮的时候，热气

散到屋顶，掉一小块黑灰在粥里，我舀起
来，正要倒掉，又觉可惜，于是便吃了它，
吃过的粥再来祭祀先祖，是不恭敬的啊！”
孔子听了，深感内疚。颜回退出后，孔子
对弟子们说：“我对颜回的信任，是不用等
到今天才来证实的”。

如此煮粥的励志故事，的确讲出了做
人和信任的道理。而小时候我家的粥事，
只在一个平常。

煮粥是一项技术活，我也干过把稀饭
烧成干饭，把干饭烧成糊饭的事，经此挫
折，后来就熟能生巧了。放学回家，首先
往厨房跑，用簸箕去掉米中的糠皮和杂
质，手起米落，其中精巧，只能意会，不可
言说。淘米、下锅，倒水，这是个关键环
节，用手试水，水瓢添水，一步到位。煮粥
需要耐心，甚至用上“熬”字，这时，牛粪饼
就派上用场了，放两块在锅洞里，慢慢烧
着，犹如烧红的烙铁，不见火苗，与锅底隔
着空间，但那火势持久而温和。坐在灶下
烧火的人，拍拍身上的灰，放心去干别的
事。待到开锅，一股热气腾空而起，直冲
房顶，又折返而下，弥漫开来，满屋都是粥
香。再定睛看锅里，米粥冒泡，荡着一层
粥花，铁锅四圈，米汤滚开时起的一层薄
如蝉翼的粥皮。

老家有俗，烧稀饭起的锅边皮是不能
吃的，吃了脸皮会变厚，尤其是女孩子最
为忌讳。但是，我偷偷试过，伸手小心揭
下，放进嘴里，瞬间即化，口腔中留下一股
淡淡的粥香，哪管它脸皮厚与不厚。后来
听到童谣才恍然大悟，原来又是大人们正
话反说：

脸皮厚，吃块肉，脸皮薄，吃不着。
三砖头，六土基，七十二层老牛皮。

上中学时，食堂打饭，以木桶分班级，
经常吵吵闹闹，稀饭是吃得饱的，有时居
然还剩下。后来看丰子恺先生《粥少生
多》的漫画，一群学生手捧小碗围抢在一
大粥桶边，动作神态各一。桶边有两三个
儿童碗中已盛到粥的自是喜笑颜开。外
围的几人眉头紧锁，神态焦虑。三五个围
在桶边的拼命拥挤着在盛粥，有一个人竟
双腿翘起，趴进桶中，可见粥桶内所剩无
几。丰子恺先生是借漫画表述自己对当
时儿童教育资源稀缺的担扰。由“僧多粥
少”到“粥少生多”，我们吃饱肚子又学得
知识，我们是幸运的。

今年我晋级为姥爷了，腊月里，外孙
女刚满周岁，正是牙牙学语和蹒跚学步的
时候。一踏进腊月，我家的年味比往年要
浓，过年开始倒计时了。首先为仪式感极
强的腊八节备料，这是腊月里的第一个节
日，姥姥早早就用喝过的纯净水瓶子装了
一溜沿的原料。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姥姥的儿歌也派上了用场，我们除
了见证小外孙吐出人生的第一个词，迈出
人生的第一步外，在她需要添加辅食的时
候，我们也会添加“人间烟火”，喂给她人
生第一口腊八粥。

烧锅做饭，一如做人，似乎是有道理
的。中国人最善于把美好的祝愿蕴含在
食物中，腊八粥被赋予祈求五谷丰登，寓
义喜庆吉祥的含义。而万千小家，岁岁年
年，琐琐碎碎，忙忙碌碌，总有一种幸福的
期盼。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腊八粥，开启

“年”的大门，一碗香甜软糯的腊八粥，在
数九寒天里，传递的是家的温暖，亲情的
温暖，更是岁月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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