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的我才七八岁，生活很困难。但是，不管怎
样困难，我们总要过一个像样的春节。”现年74岁的鹿
守杨回忆起在农村的往事，感慨不已。

家住淮河路 96 号院的鹿守杨是徐州人，来到郑州
30多年,他说起老家来怀念万分。

解放前社会很不稳定，生活贫困的人比比皆是。
然而，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对春节都很向往。当时鹿
守杨家虽然不富裕，但生活还算过得去。那时的鹿守
杨也很期待过春节，春节对他来说意味着“有好东西
吃、有戏可以看”。

鹿守杨说：“那时候生活困难，过一次春节差不多
就要花光一整年的积蓄。那些贫穷的人，为了能过好
年，还要提前去地主家里讨点食物。”每年的春节前母
亲会带着他到地主家要一些高粱面，最让他记忆深刻
的就是那年下着大雪，母亲拉着他到村里附近的地主
家讨过年食物，虽说没有借到食物过年，但对于鹿守杨
来说并没有遗憾，因为那年他吃到了最好吃的麻叶
儿。鹿守杨说，每年过年都会走亲访友，虽说没有压岁
钱，但一句吉祥话就能拿到许多好吃的，“那一年在邻
居家门口老远就闻到了炸麻叶儿的味，看到邻居大婶
连忙磕头拜年，大婶一高兴抓了一大把麻叶放我手
上。热乎乎的麻叶儿吃起来别提有多好吃了。”
记者 柴琳琳

最怀念邻居家的炸麻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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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话
盼望着，盼望着，年

终于来了。
小时候，年货是难得吃上的一桌好

饭菜,是跟妈妈磨了好久终于买到的新
衣服,是小孩子口袋里红红绿绿的水果
糖。
如今生活好了，想吃啥有啥，想买啥就买，每
天都像过年一样，人们在怀念孩童时期的年
味儿时也在纠结：现在的年怎么一点年味都
没有了呢？
再过十几天就要过春节了，记忆中年味
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它，“闻闻”
不同年代不同人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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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报 记忆中的年味

“只要进入阳历新年，小孩子就整天掰着手指
头盼望过年”。今年59岁的梁玉华是土生土长的郑
州人。对他来说，以前物质匮乏，日子清贫，平时难
见肉的影子，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鲜肉，穿上新衣服。

我们家有 6 口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饺子和好
吃的，但这些可不是随便能吃的。每年父母置办年
货都会放在家里很高的柜子上面，为的就是不让我
们摸得到拿着偷吃。

等到了除夕晚上才全部摆上桌，全家人终于吃
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每年过节，我们都要把家里
的肉分成两份，一份自家过节吃，另一份等到亲戚
来时，才拿出来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物资须凭票供应，快过年
了，大家便带着票，步行5里路换取一点布料做新衣
服，还有糖、糕点。“那时我们住的都是平房，一个院
大概住了十几家，大年三十晚上，每家都要放鞭炮，
那时院子里热闹非凡，小孩子争着捡没有放响的鞭
炮，到处弥漫着欢笑。”

梁玉华说，第二天他就会和兄弟姐妹一起到邻
居家串门。“过新年，大家都想讨个好彩头，听着小
孩子说吉祥话，大人很开心，也乐意给钱，有给 3 分
钱的、5分钱的，要是到经济比较富裕的人家，
聪明的小孩会再说吉祥话，他们听着高兴，就
再给 1 分钱。拿着分到的一元多钱，大家可
开心了。”在那个年代，对小孩来说，这是一笔
不小的数目。

梁玉华说，当时生活虽然比较贫困，物资
匮乏，却有浓浓的年味和亲情。
记者 柴琳琳

郭培培是平顶山人，80后的她认为过年就是穿
新衣、放鞭炮。另外，一家人坐在一起看春节晚会
是每家每户的盛典。

每到大年三十，就会把爸妈给买的新衣服放在
床头上，晚上摸好几遍还要试好几遍，心想着赶快
天亮就可以穿着新衣服出去美美。“第二天起来，迎
着鞭炮声穿着崭新的衣服别提有多爽了。”

“我们村里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吃一大碗大炖
菜，并且做成之后小孩子要先给家里的长辈端上一
碗。”郭培培说，小时候压岁钱都是五元、十元，虽然

压岁钱的一部分会被父母收回，但是剩下的钱自己
和小伙伴们都拿去买鞭炮或者赶庙会。“比赛谁敢
把点燃的爆竹拿在手里的时间长，看谁把‘手摔鞭
炮’扔得更远一点。”

谈起小时候过年的那些事，她一直乐得合不拢
嘴。过年，对她来说就是平时吃不到的好饭好菜，
无拘无束地撒欢疯玩。如今，她再也不会为一件新
衣服而兴奋，也再不会为了捡几个没点燃的鞭炮在
外面冻几个小时了。
记者 柴琳琳

相比现在过年的无趣，小时候过年的味道，
真是让人十分留恋和怀念。

小时候农村生活条件很差，缺吃少穿。小孩
子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盼着过年。因为到了
过年，才可以吃上白面馒头、饺子和丸子，才可以
穿上新衣服，才可以有几块钱的压岁钱，才可以
买零食、炮仗和玩具。

小时候穿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
又三年”。只有到了过年，妈妈才会给小孩子买
个帽子，做双新鞋，做件棉袄。记得我 8 岁那年
的春节，当时我戴得是个雷锋帽，帽檐上有个大
大的红五角星。就像个小解放军，心里甭提多
美了。

过年前几天，家里就开始过油炸东西了。在
灶台上支起一个大锅，油热了，屋里、院子里一下
子都弥漫着香味。炸各种各样的丸子，有红薯
丸、豆腐丸、酥肉丸等，还有麻叶、油条等。大人
在忙着，我们小孩子就趁父母不注意一会儿拿个
尝尝，一会儿拿个尝尝，等到大人叫吃饭的时候
都没一点胃口了。

大年初一，我一大早就被母亲从被窝里叫起
来，睁开惺忪的眼睛，穿上新衣服，开始在院子里
放鞭炮。爸爸放了一挂鞭炮，我也吵着闹着要放
炮仗。爸爸给了我几个“二炮”，我右手大拇指和
食指捏着一只炮仗，左手拿着一只燃着的香烟，
点着了炮捻儿，就赶快把它扔到半空，听着“啪”
的一声响，开心死了。就在我得意忘形的时候，
有一只炮仗的捻儿烧得太快了，还没等我把它扔
出去，就已经在手边炸响了，顿时一阵儿钻心的
痛啊，我“哇”的一声大哭，爸爸走过来看，我的食
指肿得像个小红萝卜。那天早上害得我也没吃
上饺子。

过了会儿，爸爸问我要不要出去拜年，我说
当然要去了，不去谁给我压岁钱啊！我擦了把鼻
涕就和他们一块出去了。到了奶奶、姥姥、叔叔、
舅舅家，七大妗子八大姨，先磕头，再说吉祥话，
然后才给压岁钱，有的给贰角，有的给五角，最多
的也才给一块钱。不过都是崭新崭新的，图个吉
利。拜完年了，手里捧着两三元的压岁钱，心里
盘算着可以买几只炮仗，买几颗水果糖，买个塑
料小手枪。心里比喝了蜜还要甜啊！

30 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想衣食无忧，但为什
么少了许多的快乐呢？我想，也许是得不到的才
是最好的，当时心里有几分希望，有一点渴盼，生
活才会变得更充实更快乐吧。

现在呢，我们需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爱亲人，爱朋友，爱生活，也许我们才可以从中得
到更多的快乐，更多的幸福。
记者 刘怡辰

趁大人不注意，悄悄拿炸丸子吃讲述人：梁玉华
年龄：59岁 家乡：郑州

讲述人：郭培培
年龄：29岁 家乡：平顶山

讲述人：张志成
年龄：44岁 家乡：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