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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蜜蜜八宝饭
□田慧娴

冬日凤城
□李明

板匣
□马月

忆抓鱼
□桂建强

年前，我们一群“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漂亮而
又能干的女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做起了甜甜蜜蜜
的八宝饭，为年夜饭增添了一道寓意特别的甜品。
一双双巧手做好一碗碗甜蜜的八宝饭，大家先后
在同学群里晒图。哇！每个人做的图案都不同，有
漂亮的红枣花、葡萄干、枸杞、软糖摆碗图的，有红
枣、花生、蜜饯、桔皮丝摆碗图，隔着手机屏幕都能
闻到香甜的味道。

八宝饭不仅是一道中国传统美食，还寓意着
团圆、幸福、吉祥等美好愿望。其由糯米、红枣、莲
子、桂花、枸杞、花生、红豆、龙眼干等多种食材制
成。每种食材都有其特定的吉祥寓意：红枣象征

“红红火火”，莲子寓意“好事连连”，桂圆代表“团
圆美满”等。八宝饭不仅在节日和庆典场合出现，

还象征着家庭团聚和幸福，其圆润的形状象征着
团圆和完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八宝”代表着吉祥和丰
收。在古代，人们认为“八”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因
为“八”和“发”谐音，意味着发财、发展和繁荣。同
时，“八宝”也代表着丰收和丰富，因为这八种食材
都是营养丰富的。因此，八宝饭也被赋予了吉祥如
意的寓意，成为了人们庆祝节日、喜庆祝福的美食
之一。人们吃八宝饭也成了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表达。

此外，在一些传统节日和喜庆场合，人们还会
将八宝饭作为礼品相互赠送，以表达祝福和关爱。
这不，我们班女同学们做的八宝饭，不仅是自己家
吃，还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品尝。今年，我一次做了
六碗漂亮的红枣花八宝饭。给自己家留下一碗，其
他的五碗分别送给公婆、侄女，大家一起分享新年
的甜蜜和喜悦。

八宝饭的制作过程需要耐心和技巧。制作八
宝饭的主要材料是糯米，配料可以根据个人喜好
选择，常见的有蜜枣、枸杞、杏仁、冬瓜糖、瓜子仁、
葡萄干、核桃和豆沙等。将糯米提前浸泡 6 小时，
用电饭锅将糯米煮熟后，加入白糖搅拌均匀，在蒸

碗底部刷油摆放红枣、蜜枣、莲子等装饰物，铺上
一层糯米，再放入豆沙馅，最后再覆盖一层糯米压
实，将铺好材料的蒸碗放入蒸锅蒸制 20 分钟左
右，让糯米与红枣、葡萄干等各种配料香甜味融
合，使八宝饭更加软糯入味。

八宝饭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做法和口味。
例如，上海的八宝饭以甜味为主，象征甜甜美美；
湖北荆州的八宝饭则色泽鲜艳美观，象征多姿多
彩；陕西的八宝饭则强调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

做八宝饭，对于许多老人来说，是他们一年一
度的“重头戏”。他们会提前去市场挑选上好的糯
米和蜜饯，回家后进行蒸煮、拌糖、装盘，每个步骤
都要做到细致入微。八宝饭的“甜”不仅在味道里，
更在这一份用心中。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八宝饭
也是他们与家乡情感的一种牵绊。即使远在他乡，
很多年轻人过年时也会特意买上一碗八宝饭，或
者自己动手制作。在他们眼里，这道菜不仅代表着
童年的回忆和家的味道，更是家人们的“情感纽
带”。有的人甚至带着八宝饭出国，把这份甜蜜和
美好的祝福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让外国人大开
眼界。

随着时代的发展，八宝饭也在不断创新。一

些糕点店推出了“迷你版”八宝饭，小巧精致，适
合年轻人口味；还有人开发出了冷冻八宝饭，简
单加热就能享用，方便了很多不擅长下厨的年轻
人。甚至一些甜品店推出了“冰激凌八宝饭”“抹
茶八宝饭”等创新口味，为八宝饭增添了更多
新意。

尽管形态变了，制作简单了，但这碗八宝饭所
承载的温馨与团圆之意却未曾改变。每一口下去，
依旧是那熟悉的甜味和软糯的口感。

如今，人们过年菜品丰富，为什么还一定要吃
八宝饭？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道甜点，更是一种象
征、一份情感、一种仪式。现在，八宝饭已经成为了
一道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传统美食。
它把一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围坐一起品尝亲
手制作的“八宝饭”，承载着对长辈和孩子的祝福，
寄托着对未来甜蜜生活的期许，也成为了人们传
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方式。

这碗香香甜甜的“八宝饭”，看似简单却满载
温情，是每一个中国人记忆中“甜蜜的年味”。无论
世界怎么变幻，八宝饭总是年夜饭上的那一抹甜。
如果你碰到这碗色彩斑斓、甜香四溢的八宝饭，不
妨多吃几口，让那份甜蜜直达心底。

除夕，我答应母亲帮忙准备年夜饭。天刚
亮，我拿着板斧、粘网、网兜和筐子，骑着自行
车往砖厂去。

砖厂用黏土打砖，长年累月便挖出个大
坑，约三四亩地，最深处有两三米。开春，坑里
放了水，成了涝坝。到夏天，涝坝里长了许多水
草，岸边冒出一片芦苇，夹着些蒲草。不时有野
鸟来觅食，偶尔有老乡赶着羊群来饮水。

父亲说，涝坝里有鱼，不小了。他看到水草
里翻起了水花，那是鱼在嬉戏。

年夜饭，有家养的鸡，连队里分的猪肉，菜
窖里的土豆、大白菜、萝卜、皮芽子。还有老家
寄来的花生米、木耳和黄花菜。一想到那涝坝
里有鱼，我准备去试试运气。

一路上，霜很大，蒙住了沙枣树的枝条。林
带边的田里，才露头的麦芽，穿上了晶莹的衣
裳。放眼望去，整个大地都披上了白色的毯子。

在涝坝边停好自行车，四周静得出奇。除
夕，一大早自然不会有人。这时，太阳在天边露
出一缕红光，把不远处砖厂的大烟囱，罩在霞
光里。烟囱里冒出的烟，不是黑色的，如白色蒸
汽，渺渺地飘在空中。

我抡起斧子，在涝坝冰面上，凿开一个口
子，宽三十公分，长十来米。把粘网顺着冰口，
下到了水里。走到另一头，再凿个冰窟窿。操起
木棍，捅到冰窟窿里，搅和着，拍打着，弄出响
声和动静。这头鱼受惊吓，鱼一定会往另一边
跑，正好撞到粘网上。

折腾了一圈，提起网，几条手指般长的狗
头鱼。换个地方，又凿了个冰窟窿，还是一无所
获。我累得够呛，出了一身汗，湿了的秋衣全贴
在身上。鱼呢？

“你这样是抓不到鱼的！”正喘着粗气，身
后有人讲话。我回头看，岸上站着个人。军大
衣，戴棉帽子，围着方格子围巾，穿双棕色的翻
毛棉皮鞋。

“应该有鱼呀！”我回应。
“是有鱼，你方法不对。”说着，他从岸上走

到跟前，一踉跄，棉帽子掉了下来，这才看清
他的脸。头发有些花，皮肤黝黑，眼光炯炯。

“那应该怎么抓？”看他笃定的样子，我
问道。

“去沙枣林里捡些柴火。”他从我手中拿过
板斧，往涝坝中间走去。

冬天抓鱼还要柴火？带着疑问，拖着一捆
沙枣树枝，我回到涝坝边。涝坝中间已被他凿
开了一口子，有半间房大小。口子的周围撒了
一层土，从口子往岸上也撒了些土，像是一条
道。那土，应该是为了防滑。

柴火干吗用？我正踌躇，他点燃了火。“先
烤火，太阳升高了，暖和点，就等着捞鱼吧！”他
很自信。

捞鱼？怎么捞？难道像在锅里捞面条那样
吗？我用网都抓不到，还捞，吹吧，我很是怀疑。

他扯了把干芦苇，拿出打火机，点燃了芦
苇，把芦苇塞到沙枣枝下，低下头，对着火苗吹
了吹，沙枣枝噼啪噼啪，冒出火焰，添了些树
枝，火堆慢慢旺了起来。他拎起板斧，朝沙枣林
走去。一会，他扛着根胳膊粗的枯树枝，甩到了
火堆旁。见他有条不紊做着这些事，干净利落，
我在旁边插不上手。

“快过来，坐下烤烤，棉鞋都湿了。”他这么
一讲，我才感觉到脚有些冷。坐在树干上，把棉
鞋脱下来，跷起脚，对着火堆。

“冬天水凉，鱼都沉在水底下。网只有一米
宽，网在上，鱼在下，鱼不会被粘住。”他说。

他又问我，你家在哪儿？你爸叫啥？我报上
了父亲的名字。噢！怪不得要来抓鱼。江浙人家
过年没得鱼，年夜饭就不得行。难道他认识我
爸？我心想。把烟头往火堆里一丢，他站起身，
说：“走，应该有鱼了。”

“在哪里？”我问道。“刚才开的那个口子
呀！”他笑了。

只见他弓着腰，蹑手蹑脚，手里捏着网兜
往冰口子猫着过去。

这会太阳已经升得老高，霜也化了，涝坝
的冰变成了深墨色，两人一前一后走在上面，
冰面上有细碎的声音，惊得我一颤一颤。

嘘——蹲下！他招了招手，看！侧身探头，
只见冰口子水面上有几张嘴，准确讲像婴儿
的嘴，一闭一合地吐着水。是鱼！没错！露出的
背鳍有半尺长，好大呀！我憋着不敢大喘气。
鱼有七八条，头朝着太阳，排着队，像是在等
着检阅。

他抖开网兜，人朝前一倾，从冰口子一侧
往水下一探，扭过身，又抓着网兜口往上一提，
哗啦啦，水花溅开。鱼，两条鱼，在网兜里跳跃
着。黑背、褐色肚子、棕色尾巴，嘴上长着两条
胡须，是鲤鱼。

“真是捞鱼，真的像在锅里捞面条一样。”
我有些语无伦次。

冬天，水结冰，鱼就缺氧。开个口子，太阳
一出来，它们就跑来换气。冬天的鱼，半冬眠
的，反应慢。用网兜捞，出手快点，准跑不脱。他
掂了掂网兜，说：“这网兜小了点，大点就好了，
等会装个把子。”

说着话，他从钥匙串上取下一把小刀，背
鳍处剖开，取出内脏，鱼鳞也没刮，将鱼往冰窟

窿里一塞，两手抓着用力抖动冲洗，粉色鱼肉
显露出来。最后，把几条狗头鱼也收拾干净。来
到岸上的火堆旁，找了根两叉的树枝，从鱼的
肩部插了进去。掰了几个沙枣刺，把狗头鱼固
定在剖开的鲤鱼肚子上。他拿起树杈，晃了晃，
确定鱼不会脱落了。然后，把树杈往地上一插，
那鱼就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朝着火堆，迎接炭
火的炙烤。不一会，鱼肉发出吱吱的声音。几条
狗头鱼，烤出了油，随着炭火的作用，香气在火
堆旁弥漫。

时间已是中午，肚子开始抗议。看着那鱼
肉，我咽了咽口水。

他拔起插在地上的烤鱼，说：“去洗一下
手，趁热吃，才顶呱呱。”

呱不呱我不知，也顾不得烫了，掰下一块
肉，往嘴里一送，一口咬下去，满口的香味，怎
么这么好吃呀？

“新鲜呀！鱼抓上来，活蹦乱跳的，杀了就
烤，趁热吃，不会腥，鱼肉要烤得外焦里嫩。”他
也拆了一块鱼肉丢进嘴里，咂了咂嘴。

“为啥要把狗头鱼插在鲤鱼肉上？”“狗头
鱼肉肥呀，烤出的油，被吸到鲤鱼肉里，吃上去
就不柴。”一道没有任何作料的野火烤鱼，被他
讲得如此美妙。

走，再去捞几条。说着，他拿起网兜，跑到
林带里，找了根粗壮的树枝，解下鞋带，把网兜
与树枝捆紧了，给网兜装了个手柄。

这会让我来吧！手痒痒的不行，恨不得一
兜下去，捞个十条八条，好回家给父母表表功。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一兜下去，水花倒是溅得
很大，只有一条鲤鱼。还好是个大胖子，有一尺
半长。正想往筐子里装，他拍了下我的脑袋，
说：“小呆瓜，肚子里有籽了，吃了它，明年就没
得鱼吃了。”

那鲤鱼放到水里，尾巴甩了甩，泛起水花，
溅到我的脸上，冰凉！它扭了扭身子，悠悠地往
冰窟窿下游去。

晚上，饭桌上，父亲很奇怪大冬天能抓到
鱼，而且还是大鱼。

四十多年后，重回故乡。时间还早，拦个
摩的去砖厂。路上胡杨树泛着率真的黄，树叶
间夹杂着萎靡的沙枣树。砖厂已废弃，干涸的
涝坝边，一丛丛芦苇抽出芦花，微风吹过沙沙
作响。下到泛着盐碱花的池底，隐约有块东
西，蹲下刨开虚土，露出暗红色的砖头，拿在
手里掂了掂，那砖头突然裂成两块，重重地砸
在蓬松的盐碱地上，扬起的白色灰尘如水花，
和那年放生鲤鱼甩出的水花一模一样，瞬间
消失在那深深的冰窟窿里。

我猜很多人都不知道“板匣”，知道它的人
岁数也在40岁以上了，我第一次见到它，是嫁
到婆婆家那年。

那是一个长2米、宽1米、高30厘米的大匣
子，上面没有盖，应是榆木质地的。因为使用了
很多年，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板匣的颜色
已经发黄了，手经常碰到的地方油光可鉴。板
匣高悬在东厢房的房梁下，东侧挨着墙，可以
起到稳定的作用。一根拇指粗细的麻绳从房梁
上绕下，从板匣两侧兜底绕回打个绳结，板匣
就悬在了离地一人高的半空中。

板匣是农人防鼠防潮的智慧发明，因为悬
在半空，四周没有借力攀爬的附着物，所以再
灵巧的老鼠都很难爬上去。防潮就简单了，因
为悬在空中，所有淋不了雨，就不会受潮。

忽然想起板匣，是因为春节。大年初二吃
了团圆饭，一家人围坐在茶几周围吃干果，我
抓起一把杏干，吃了三两个竟然就没什么食欲
了，思绪回到我刚嫁到婆家时，扒着板匣找杏
干的场景……

那时候，婆婆家的板匣里装的都是各种零
食。有糖果、巧克力、麻花、杏干、葡萄干、核桃、
枣泥片、巴旦木……市面上常见的零食，在婆
婆家的板匣里几乎都能找到，板匣里干燥，东
厢房又荫蔽，像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零食放在
那里，从正月一直可以吃很久。

我那时候很贪嘴，周末去婆家的时候都会
扒在板匣上翻腾一阵，午睡过后也要翻腾一
阵，那时候抓上一把杏干，没一会儿就吃完了，
还要在大门口的石礅上把杏核砸着吃了。

其实板匣挂起来我只能扒到一点边儿，要
想“寻宝”，还得大个子老公帮忙。他每次都会
报目录：葡萄干、杏仁、沙琪玛……你吃哪一
个？我会选一个爱吃的，然后让他拿给我，坐在
院子里吃个过瘾。

后来有了孩子，板匣更成了孩子的零嘴
库。姑妈、奶奶从来不会让板匣空着，探个亲、
逛个集……都会补给板匣，那里面装满了一家
人对孩子的偏爱，公公和老公逗孩子的时候，
都会抱起他，让他半个身子爬进板匣，选取他
爱吃的零嘴儿。

不知从哪一年起，我竟然不怎么贪嘴这些
曾经最爱的零食了。或是年龄大了没那么馋
了，抑或是吃得富足了。但不论对零食的喜好
如何，婆家板匣留给我那一段味蕾记忆是美好
的。味蕾停留在那里，品出了真味，食物有了味
道，生活才有味道。

凛冽的寒风席卷整个凤城，笼罩
在城市上空的乌云在此刻聚集，雪花
开始毫无征兆地落下。

树枝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觉白了
头。飞鸟不再发出任何声音，安静地躲
在一边，静静地观赏着雪景。公园里锻
炼和唱歌的人也早早地回了家，只留
下健身器材，在此刻独自守护。

远远望去，天边的云彩似乎比刚
才暗淡了许多，雪也慢慢变小。

远处的凉亭勾住了我的注意力，
我想去亭子看看，顺着积雪的青石板，
一步步向前走去。

路两旁的小草早在肃杀的秋季中
枯黄，留下稀疏不一的姿势，将自己蜷
缩在积雪下面，为了来年积蓄生命。两
旁的岩石贴心地堵在小草外沿，隔绝
着来往人群的扰动。我小心翼翼地走
着，生怕脚下一滑，与大地来个亲密接
触。

随着最后一块青石板和我告别，
我终于站到亭子下面，凉亭挺拔耸立，
翘角如飞鸟展翅。我抖动衣服和鞋子
上面的雪花，顺便呵气暖手，颤抖的身
躯开始慢慢复苏。

我揉揉眼睛，看着远处的风景，到
处都是冬的馈赠。

顺着雪花的方向，我似乎看到白
雪下的冬麦，深深扎根，正不断汲取营
养和水分，它们挤在一起，顶着白雪做
成的“棉被”，相互鼓励着成长；我看到
玛纳斯河，蜿蜒曲折的河流在冬季停
下脚步，裸露在外的石头盯着日月星
辰的变化，收藏着岁月中的记忆；塔西
河安静地听着下雪的声音，河谷中少
了往日的热闹，除了长尾雀在枝头来
回跳动，互相分享着今日的所见所闻，
鲜少见到其他动物的足迹。

因为气温有所回升，南山的雪很
快便消融了，除了远处因海拔和温度
的缘故，保留了部分积雪，附近所看到
的地方基本上少有积雪。肯斯瓦特湖
倒映着天空，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
透过湖面，看蔚蓝的天空和红日在湖
面荡漾。驻足在肯斯瓦特景区的游人，
停下奔波的脚步。午后，端坐在景区的
咖啡馆中，在碧水群山间寻找一处宁
静，品味生活的美好，升腾的水雾和安
静的群山相互呼应，邂逅此刻的安宁。

雪停后的南山，月色如水，倾洒在
万物之上，泛出淡淡的银光。月亮高
悬，群山间蜿蜒的小路似乎比白天看
得更加清楚，远处的山巅好像与夜空
相互羁绊，月色勾勒出群山的轮廓。

我站了许久，不知道什么时候雪
也停了下来，暮色中依稀能够感受到
穿透云层的余晖，将整个凤城悄悄地
笼罩起来。

我开始往下走，历经岁月斑驳的
青石板，承载着这座城的记忆。回首望
去，亭子依旧安静地伫立在那里，不悲
不喜。白雪覆盖的凤城，等待着与你我
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