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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快的妻见不得我无所事事，最

最见不得我喝着闲茶刷着手机有一

搭没一搭耗电时的懒散样子。

“闲着也是闲着，没事把这几个

核桃砸砸。”晚饭后，妻不知从哪儿

翻寻出一袋陈年核桃，撂到我跟前，

颇有见不得穷人过年般说道，“把核

桃仁拣出来，放在眼目前顺手就吃

了，要不过几天生了虫扔了就可惜

啦。”

虽然现在早就不用石头砖块亦

或锤子砸敲核桃啦，但妻还是习惯

叫砸核桃。

妻说的也是，我寻出闲置很久的

核桃钳子，开始钳夹那些过几天就

要生虫子的核桃。这档子活没什么

技木含量，把核桃放进铁钳夹括弧

型的嘴巴里，手握住钳柄逐渐施压

加力，咔啪声响起，核桃看似坚硬结

实的木质外壳龟裂破碎，将皮肉分

眊开厘清就是了，不耽误 电视更不

影响胡思乱想。手里活不停歇，脑子

也照样可以胡思乱想。

去年，精挑细选花钱买回来的当

时却没怎样舍得放开了享用的这袋

子核桃，怎么就会被我们疏远淡没

了呢？差点可惜了呢。

想着想着，就想多啦想远啦。生

活中的很多东西，起初都是我们货比

多家挑颜拣色费了老劲大价钱置办

的，奉若至宝深藏高阁舍不得亨受使

用，生怕使坏用旧耗废，结果就是因

了这份特别的喜欢与舍不得使他们

过期变质可惜了的。

那衣柜深处，只上过一两次身的

人前穿的衣衫，那蒙了铜钱般厚尘埃

的书……都是崭新如初却已被时光

甩在了久远的过往。

简单机械的劳动应该更能助推

思想信马由缰吧，我又想到了砸核桃

或者叫敲核桃这档子事上来。

在我们小时候，核桃是年节或者

家里有至亲贵客时才能见到的，就是

吃也是兄弟几个一人一条核桃腿，大

多时候都是靠残渣渣解馋。山里人家

讲究，过日子不能不仔细，待客不能

不大方。那些剥得囫囵模样周正的核

桃仁理所当然是敬奉至亲贵客的了，

我们自家人哪里舍得吃呢。

想着这些，我又想及一句俗语

“山里的核桃非得砸着吃”。这句广

为人知的俗话在当下的语境中，当然

不是对山里人和山里核桃的歧视与

不屑甚至于有憎恶的意思，但其内涵

更多应该是数道警醒那些敬酒不吃

吃罚酒、不挨半砖挨整砖、不敲打敲

打不出血花钱的人等的，但无论如何

总觉得说“山里核桃”非得砸非得敲

才能吃上，有些欺辱山里核桃啦。哪

里出产的核桃不得砸不得敲不得钳

夹能碎皮见肉呢，偏偏就让山里核桃

背了这吝啬抠索的黑锅？做为在山

里长大吃过不少山里核桃的人，多少

为山里核桃叫屈不平。

想着这山里核桃非得砸着吃，还

真就碰上了俗话中说的那种核桃啦。

个头不大，掂上去厚重瓷实，用力钳

夹不声不响，再加压加力，咔嚓一分

为二，但皮肉紧密相联难解难分，再

次钳夹反复钳夹已经几成碎片的核

桃残块，依然是皮坚韧地包着肉，肉

执拗地粘着皮，大有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的不屈和皮肉相亲互拥至死都不

离不弃的坚贞。

对这种核桃，我也只能无奈地摇

一摇头，叹一口长气，将其归类到核

桃皮一边。这种被砸烂敲碎都不肯

吐出肉来的核桃，我们那儿习惯上称

其为夹核桃。对其，我们大多都是又

气又恨。至此，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对

那种贪婪吝啬无论为人处事还是干

事创业都舍不得操心出力不情愿担

当付出的人，我们也称其为夹核桃。

看来山里核桃是一直替夹核桃

背锅顶恶名的了，山里核桃其实不是

人们印象中那般不堪的，那让人们非

得砸烂敲碎仍不能解恨消气的核桃

也未必出自山里。

费劲耗力砸敲钳夹得不到想得

到的核桃仁，连皮带肉一弃了之得

了，眼不见心不烦多好。这与人还不

一样，对不能亲近的干脆远离淡没或

者不看不见也就少了许多烦堵窝火。

毕竟这世上可亲可敬可爱的人

的物的景多了去了，又何必与一颗夹

核桃上劲叫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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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早班，我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宿舍在五楼，楼下正好是商业街。从窗

户望下去，只见街上的行人已经多了起来，

临街的几家运动品牌服装店和鞋店人来人

往的，音乐也比平时大了许多。

不知不觉的，已经到了年尾，再过十几

天就是春节了。

人流中，可以看到许多的孩子，因为疫

情原因，今年的孩子们放假比较早。

店里的喇叭吆喝着：“走过路过，不要

错过，一件 8.8 折，两件 6.8 折，机不可失，失

不再来，快来抢购吧！”

别说孩子了，就连大人也忍不住进到

店里，说是试穿，说不定就买下了。果不其

然，再出店门时，已经是提着大包小包的了。

突然想起，昨天在刷抖音时，看到表嫂

新拍的抖音，是她跟门口的几个妇女炸麻

花时拍的，几个人分工明确，有和面的，有搓

麻花的，有掌油锅子的，每个人都很熟练，干

得很是起劲，这一个个美好的瞬间，都被表

嫂记录了下来。

电话中，我兴奋地说：“表嫂，麻花炸得

不错嘛，年味越来越近了。”

“是呀，麻花是春节必不可少的食物。”

表嫂也附和道，“麻花一炸，才会更有年味

呀！”

突然间，我的脑海中生出了这样的念

想：是不是也该出去找找年味呢？

说走就走。走出单位大门，外面的车比

平时多了一些。也有很多跟我一样，戴着口

罩、慢悠悠走着的。

年味在哪儿呢？这满街都是。

街上的水果摊，也琳琅满目起来，香

蕉、苹果、桔子、甘蔗……

菜摊在农贸市场那边，大多都是村里

自家种的白菜、萝卜、大葱、大蒜、红薯，还有

自家用红薯粉面加工成的粉条。

除了蔬菜，还有土鸡，还有卖现炒花生

的，价格实惠。

在一片热闹的讨价还价声中，我看到

大家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年味洋溢在

每个人的脸上。

再往前走，来到了一家日杂店门口，店

老板正在忙着把店里的大小灯笼、中国结

拿出来，摆放在店门口，那火红的颜色吸引

了我。

在中国，红是传统佳节必不可少的颜

色，每家每户都会在大门两边挂上红红的

大灯笼，贴上红色的春联，影壁上还要贴个

大大的“福”字，再在客厅里挂上个中国结

……有了这些，年味儿就更浓了。

回来的路上，想起了今年忙的，差点忘

记了还要买风信子呢。

我赶忙打开手机，在淘宝上逛了起来，

选好了几颗风信子。

风信子在每年的 2 月份左右开花，它

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也没有斗雪的勇气，

却像风一样自由。

“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

生。”风信子的

这句花语道出

了人们的心声，

也便成为人们

喜欢的年花。

寻 找 年 味 儿
◆李石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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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有条河,位于村庄东面，我们称

之为“东河”。

儿时，每当父亲想改善生活，就会选

好时间与落脚点，顺着水流摸鱼。通常收

获的多是鲫鱼，做法也简单，加上葱、姜、

八角，用细火慢煮。据说只有这样，鲫鱼的

营养成分才会被完全释放出来。临出锅的

时候，淋少许醋，汤汁立即呈现乳白色，再

加一两滴香油，放点儿香菜或是韭菜末点

缀其间，色香味便令我垂涎三尺。倘若运

气好的话，我们还会吃到黑鱼、鳝鱼。

上学后，我明白了四大淡水鱼是“鳙、

草、鲢、鲤”，庆幸自己都曾经吃过，这都得

益于我的父亲。在我高考那年，父亲有心

捉到了一条金尾巴的红鲤鱼———传说能

跳龙门的那种，希望藉此我也能跳出农

门，好在我没让他失望。

工作后，单位第一次分福利是一盒带

鱼，那也是父母第一次见到海鱼，他们惊

奇带鱼居然没有鳞，通体的银光让他们喜

不自胜。海鱼不再适用传统水煮鲫鱼的烹

饪方法，母亲按照我的提示，用葱姜将两

条鱼先腌制了一会儿，然后切成段儿，加

了点儿五香面用油煎制。随着油温升高，

煎鱼的香气逐渐挥发，小猫馋得不停地挠

门，在母亲的呵斥声中还是不肯离开，逗

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原来海鱼刺少，也很鲜美。”双亲小

心翼翼边品尝边评论，言语间难掩激动的

神情。吃罢饭，母亲又将没做的带鱼切成

统一长度的段儿，一层鱼一层盐地码好放

入陶罐，以保证我每次回家都能吃到鱼。

婚后，与爱人吃鱼，他总是先取下鱼

眼睛给我，其实我对鱼眼睛无感，但爱人

的专注与细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早

先读过的一篇文章：《鱼眼睛的爱情》，因

此心中愈发珍惜那样的时光。

缘于对鱼的喜好，我与亲友、同事还

见识了一鱼多吃：加了泡椒的鱼皮是滑嫩

爽弹的美味，间或丝丝的酸辣；油炸的鱼

鳞酥脆可口；配置好的酱包裹着还略显劲

道的鱼骨，入口酥香；生鱼片的鲜醇，蘸上

料汁之后，裹挟着甜、咸以及缕缕辛辣带

来的呛味，瞬间席卷了整个口腔；还有鱼

头汤、鱼丸子等等，更不用说煎、炸、蒸、

煮、烤、熏的传统做鱼技法了。

据说鱼有多达二十八种的做法，“鱼”

“余”同音，每次吃鱼，人们都会生出美好

的愿望：“吉庆有余”“年年有余”等，而我

时时感受的却是亲友们的无限关爱浓厚

亲情。

填词换韵意难明，

揣字修辞稿偶成。

暮诵朝吟学李杜，

茶余饭后写刀弓。

竹篱把酒田园美，

边塞戍歌草露凝。

赤子心怀何处寄，

学诗路上燕追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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