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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忠娜（嘉鱼）

“年”，于我而言，一直有着特殊的情
感和意义。每到过年，我都会忆起那个难
忘的“年”。

那个“年”，有点寒冷。清晨，我的头
有点晕，眼睛突然发花，感觉面前仿佛有许
多小蝴蝶在扑闪。怀孕七个月的我，血压偏
高，年前虽已做了相关诊疗处理，但效果不
佳，医生叮嘱我要注意观察，不适随诊。

怎么办？我得上医院去做检查。可
老公刚好是订的那天外出的车票，过年春
运一票难求，再说那边工厂也不宜误工。
于是，老公带着500元人民币踏上了打工
之路，而我则怀揣着仅有的500元钱独自
赶往医院。

坐车到县人民医院时，我发现自己头
昏眼花，只能小心地扶着墙壁摸索着上
楼。到了二楼妇产科，我透过模糊的视线
中一些光亮，找到了一位熟识的张医生，
也是我医学进修时的一位老师。

张医生为我做了相关检查，诊断为
“重度妊高症，高危孕产妇”，要求我必须
立即住院，并帮我打电话联系到了我在乡
镇的妈妈。中午，她还端来了亲手做的西
红柿汤和青菜素食，我插着氧气管，两只
手都在输液，动弹不得，张医生便一勺一
勺地喂给我吃，她轻言细语，温柔体贴，让
我感觉很温暖。下午，姑妈和大姐赶来
了，知道我身上的钱连交住院费都不够，
妈妈还捎来了一些钱。

我的血压还是居高不下，一日竟飙升
到了“230/130mmHg”，只觉头痛欲裂，连
护士测血压时，我都看不清她的脸。经过
再次B超检查，显示胎儿发育已成熟，张医
生提出必须及早剖腹产，否则大人小孩都
危险，大人还可能会失明。

手术需家属签字，老公在外赶不回
来，于是由婆家大哥代签。我娘家和婆家都
来了好多亲人，他们在手术室外一起守候，
下午三时许，我的儿子终于出生了，他在亲
人们的关爱与护佑中来到了这个世界。

正值正月初，气温较低，早产的儿子
特别怕冷，只要热水瓶稍冷，他便“哇哇”
地开始哭闹，妈妈就掌握好时间，不时更
换热水瓶给他保暖。起初病房里有空床，
妈妈还可以抱着小宝贝躺会儿，但没两天
来了孕产妇待产，房间便显得拥挤了。没
有床睡觉，姐夫特地送来一张折叠的小躺
椅方便临时使用，让妈妈可以歇歇脚。

晚上，妈妈给宝贝冲牛奶，换尿布，擦
洗身子，换热水瓶，小宝贝在外婆的细心
照顾下很舒服，他总是乖乖的、睡得香香
的。妈妈还得留意我输液的吊瓶里面药
水是否打完了？我的痛觉特别敏感，在剖
腹产术后的第一个晚上，难以抑制的疼痛
让我呻吟不止，连用了两颗止痛栓都没能
缓解。妈妈心疼地抱着我，轻轻拭去我脸
上的泪水，抚摸着我的头发，亲吻我的脸，
叫着我的乳名，叫着“我的乖宝、我的肉肉
……”妈妈的呼唤是一剂止痛的良药，化
解着我的痛苦，我沐浴在妈妈温暖的爱
河，不知不觉中渐渐睡着了……

为防止剖腹产术后肠粘连，一般术后
第二天产妇就可以下床活动，但我因血压
高又不宜动，一动头就晕，血压上升。拔了
导尿管后，输液时小便特多，感觉人像个漏
斗一样。那时还没有纸尿裤，全靠妈妈用袋
子装着整包卫生纸垫着，及时更换。夜晚，
妈妈根本就没什么休息时间，她不厌其烦，
不怕脏不怕累，还宽慰我安心休息。

产后的我血压逐渐下降，在妈妈的悉
心照料下，我们母子平安，儿子个头不大，
但精气神十足，一双大眼晴骨碌骨碌灵活
地转动，望着这个新奇的世界，我的身体
也一天天在恢复。二姐特地为我送来熬
制的稀饭和青菜，大姐在床前耐心地喂
我。看着亲人们忙碌的身影，被爱包围着
的我，真的好感动，内心充满无限感激。

难忘那个“年”！在接下来的每个年
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用相知相守换地久
天长……

■廖拾英（温泉）梅花与雪的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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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个“年”

今年春节，有梅有雪，让热闹的年增加浪漫的
氛围。

梅花年年如期而至，有时因为气温的高低
而或早或晚罢了；而雪的到来就没有如此地坚
守约定，她高冷而随性，有时任意地飘洒几点雪
花就决然地离去，有时洋洋洒洒地漫天飞舞一
阵转眼就销声匿迹，有时盼她不来，有时又突然
而至。她很少将自己厚厚地铺在大地上凝结成
冰，耐心地陪伴梅花走过飘香和消陨的路程。
梅花与雪的恋情只是梅花的单相思？

今年的春节，梅花与雪的约会浪漫而热
烈。春节之前，一直伫立在楼前的那株腊梅又
开了，她的幽香招引着过路人，提醒着人们去发
现梅花开放的世界，消息纷纷传来：广场的梅花
开了，十六潭的梅花开了，河边的梅花开了，黄
鹤楼、东湖梅园的梅花也应该开了吧……这是
梅花的守候，她的身影有点清瘦，在少有花的冬
季，有些孤寂，于是暗香溢出，向雪传送约会的
信息。雪花如约而至，大朵大朵洁白的花朵深
情地飘向梅花、飘向大地，可是当大地有了薄薄

的一层白雪的时候，却戛然而止，迅速融化；而
对于梅花，她只是打湿了一些花瓣。这次的飘
雪就像回家后又匆匆出门的夫君给那位翘首以
盼的娇妻一次敷衍的拥抱和一个蜻蜓点水式的
吻，然后连谎言都来不及编织就离开了。

春节过后又有春梅了。她的香并不输给腊
梅，她的容貌比腊梅惹眼许多。春梅与腊梅携
手等待，相依相偎，大地又有了新的颜色。本以
为这样的精心装扮已是无济于事的同病相怜，
雪不会来了。年初六的夜晚，特别地冷，雪花竟
不知何时悄然而至。早上开门，满眼是雪的世
界。梅树旁已铺了厚厚的一层雪，好像特地给
梅花铺就的婚床，雪就那样静默地积聚，从容地
等候；树枝上挂着雪絮，那是雪在装饰门楣，让
她的新娘在跨过门槛的那一刻妖艳无比；梅花

上覆盖着雪被，好像新娘圣洁的盖头，可是梅花
不害羞，黄的腊梅、红的春梅，一朵朵从雪里探
出头来，急于见到英气的新郎，那娇嫩可爱的样
子让人忍不住伸手去触摸；一片雪砸在手背上，
还不到闹新房的时刻呢。雪的荧光映照着花的
模样，深情款款；白雪慢慢地融化，清洗花的面
庞，滋养花的身体。梅花有了白雪，才变成了花
的精灵。

每一场大雪都要等待许多年。那些来去匆
匆，那些转瞬即逝，都是雪在一次次地邀约梅
花，向梅花表达爱情；原来一场情缘需要许多次
轻描淡写的真实和波澜不惊的酝酿。人间千百
次的轮回，比不上自然的一次等待。雪多年的
轻薄，换得一次与梅花的隆重约会。

这个年，因为有梅有雪，而更美更幸福！

红梅傲雪，寅虎迎春。如往年一样，当千家万户
飘出年饭香味，当声声电子爆竹炸开最后一响，当朵
朵红梅绽放在年尾岁初的枝头，牛年就这样从指尖
悄悄滑过，虎年就悄悄地来了。

大年三十那天，老公破天荒不用在医院值班，
可以跟我和儿子一起过年了，因为老公每年在医院
值班，已有十多年没陪我吃过年饭了。当天，我们还
接来婆婆和81岁老父亲一起吃年饭。简单过完早，
我们就准备做年饭了。

弄哪些菜呢？我拿出与老公写好的菜单一一准
备。我打开蒸锅，准鱼把蒸菜装盘，结果发现老公把
忙到凌晨3点炸好的鱼圆、藕圆、肉圆、腊鱼腊肉等8
个乡村菜系已分类装盘子摆好，只待蒸热；排骨藕
汤，鸡汤已煨好也只需加热，剩下的就只需炒几个青
菜，煎只鱼就好了。

很感谢老公默默用辛苦换来我做小女人的幸
福与满足。我把该蒸的该热的上炉，用电饭锅煮好
饭，算好时间择菜，洗菜，因煎鱼炒青菜是我的拿手
绝活，保证12点让大家准时吃上年饭。

儿子在房间听网课，老公去了公婆那里给瘫痪
的公公擦洗身子，换尿片去了，虽帮忙指望不上，但
为至亲至爱的人做饭心里暖暖的。

婆婆和家父赞我做的年饭好吃，老公只笑而不

语。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心里偷着乐呢。
吃完饭，与老公一起把留给公公吃的饭菜端去喂他
吃。兴许知道是年饭吧，一向吃饭时乱叫乱吐的患
老年痴呆的公公静静地吃着，不再胡闹，吃得特别
香，吃完后擦洗身子，上药擦爽身粉时也意外地配
合，没骂人打人。

随后几天，单位值班，走亲戚，照顾老人，送孩
子上学，日子排得满满当当，连轴转起，心里依然快
乐着。

过了一年，儿子似乎长大了，懂事了，知道不要
奶奶给的压岁钱，让留着给爷爷买止尿片用，学习也
知道用功了，还抽空帮我做家务宽慰我心。老公依
旧不知疲倦奔波在照顾老人与上班之中，尽为子孝
道，担医生之责。我呢，依然如蜜蜂飞转在亲人之
间，为谁辛苦为谁忙地飞奔着……

几天下来，年味伴着浓浓的亲情在忙碌中氤氲
开来：个中有悉心的照顾老人的艰辛，有儿子早出
晚归求学的不易，有值班守夜工作的初心，还有抽
空走访亲友的小乐。无论苦与乐，悲与喜，得与
失，都坦然面对，积极应对……兴许，尝尽百味才
谓之人生吧。

这就是我家的年味，淡淡的，亦甜甜的，大家忙
在其中，爱在其中，乐在其中。

春节是中国人最难
忘最隆重的节日。年味
是我们记忆中难以忘怀
的往事。为了继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记录年味里的感人故事，
寻找关于“年”的美好回
忆，讲述有关“年”的感人
故事，本报副刊以“‘年’
事”为主题，分享读者来
稿中有关“年”的故和事。

﹃
年
﹄
事

■胡剑芳（咸安）

每年元宵节，我们家都要吃元宵、观灯会、猜灯
谜。我们家三代人心中，有着对元宵节的独特体会，
有着与众不同的情结。

父亲常说，他小时候，每到元宵节，家家户户都
张灯结彩。那时他还经常自己动手做花灯，做好灯
后挂在家门口，那叫一个神气。不过，那时的花灯全
是纸糊的，家家上灯的规矩也不同。再后来，每到元
宵节，家家就开始蒸面灯，要蒸十二个月份的面灯，
借此占卜来年的风调雨顺。

父亲说，勺子灯，是小孩最喜欢的。勺子灯的做
法是把面捏成勺子的形状，并捏一个小老鼠趴在勺
子沿上，小老鼠的眼睛用花椒粒代替。到了晚上，在
勺子里倒上植物油，用一根火柴梗缠上棉花，然后把
棉花浸湿了油，然后点燃，是最好玩的。

我儿时元宵节最开心的事，就是吃元宵。那时
条件差点的家庭没有糖，就只能吃没有馅的实心元
宵，最为普遍的还是芝麻糖元宵。那种猪油丁和糖
做馅的元宵是最好吃的，俗称“荤油元宵”，那时候吃

“荤油元宵”，是我最期盼的。
我还跟着小伙伴学会了做萝卜灯。萝卜灯十分

好做，就是把一红皮萝卜拦腰切断，把下半截掏空、
加油、按灯芯。上半截也掏空，但要留气孔当灯罩。
等把萝卜灯挖好了，外边再用根铁丝穿上当提手。
我挑着萝卜灯小心翼翼地走东家窜西家，至今还记
忆犹新。

有了网络后，我的元宵节也悄悄发生了改变。

出门看灯展，天冷人又多，我觉得还不如跟父母一
起，在家中通过网络观看灯展，还可以时不时地把灯
展实况放到微博中，与网友一起分享不同地方的元
宵节风俗。

至于吃的元宵，现在流行自己动手做。我们家
吃的元宵，是我与家人亲自动手制作的，想吃什么馅
儿就吃什么馅儿。我们一家人，一边聊天一边做元
宵，气氛融洽，其乐融融。全家人吃过元宵后，都会
围坐在一起观看元宵节晚会，这几乎成为了每年元
宵节我家雷打不动的规律。

自从有了儿子后，这种规律被慢慢打乱。儿子
眼中，元宵节最有趣的，是那元宵面，特好玩，黏黏
的，可以捏各种形状。去年元宵节，我带儿子去吃快
餐，给他买了一个带音乐的花灯，还送他了一本有关
灯谜的书，想让儿子多了解些传统文化。

我没想到的是，六岁的儿子元宵节最向往的，是
跟着爷爷学扎花灯。儿子说：“能亲自做一个花灯，
是最让人羡慕的事。”父亲拗不过小孙子，爷俩花了
一下午，做成了一个漂亮的纸灯笼，那兴奋劲儿，人见
人爱。到了晚上，儿子又缠着我和他妈妈，一起挑着他
的花灯，像我当年那样，蹦蹦跳跳地走东家窜西家。

我觉得，元宵节的价值，在于它是全民的狂欢
节，人人参与，乐在其中。不管过元宵节的方式如何
改变，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元宵

“结”。这种“结”会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不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三代人的元宵“结” ■覃慧瑕（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