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光叠叠重重，五彩斑斓的天野上晶莹秀明，
浸透着浓浓香味的菊花醉人沁脾。秋风萧瑟，天
气变凉，归雁南飞。一片落叶欣悠地飘到了我的
手中，细数精致的纹理，黄绿相间的色彩，使我陶
醉在熟悉的家乡味的其中。

唐朝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
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
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是一
首田园诗，诗人描写农家恬静安乐的生活情景，以及
农民朋友的热情好客。诗写得亲切自然，富有浓厚
的乡情乡味农家生活气息，很让人向往。

母亲在世时，我几乎每周回家去看望她老人
家，喜欢吃母亲做的饭。这些年来，母亲一直坚持
烧柴做饭，虽然村里大部分人家早已使用方便快
捷的煤气灶，可母亲依然喜欢用传统的土灶铁锅
生火做饭。母亲说：“用铁锅蒸出来的馒头松软筋
道，越嚼越香，有麦香味。”每当打开蒸笼，热气腾
腾，白蒸气夹着馒头的清香与烟囱里冒出的缕缕
炊烟飘荡着、飞舞着、旋转着、飞向远方，像在召唤
家人回来团聚。

我最喜欢母亲擀的“杂面”条，其原料是麦子、
高粱、玉米、豇豆四合面，不宽不窄，粗细均称，开
水下锅，煮上二三个开锅，往锅里加点冷水后，把
杂面条捞起放到碗里，再舀上用酱油、芝麻油、青
蒜沫做的浇汤，面条似在碗里流动，用筷子轻轻地
挑起，淡淡的香味扑鼻而来，迫不及待想品尝。当
把面条夹到嘴边时“呲溜”入口，芝麻香与杂面条
的香顺着舌头尖、喉咙，似笼罩着扑来若淋漓尽致
的秋雨，面香不住地抓着每个香蕾，渗透味觉的每
个神经元，一筷接一筷，一口接一口，美味醇厚，香
气袭人而不经意地溢遍了满怀，那滋味让我迷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家乡遇水灾，房屋倒塌，
母亲把我和哥哥送到肥城外公家寄养。外公家有
个小菜园在村后的山峪中，小菜园里各种蔬菜长
势喜人，一片生机勃勃。萝卜、小白菜、扁豆、茄子
等应有尽有。对我来说，最让我青睐的还是那黄
澄澄的香瓜。每次去菜园，外公总要挑选个头最
大最好的，一分为二分给我和哥哥，吃在嘴里，味
美纯正，甜脆可口。菜园里的小锄头、小铲子、小
镰刀，更是我和哥哥玩耍的好工具。挖挖这里，撬
撬那里，浇水、捣泥浆……有一天下午，我悄悄地
来到菜园，见菜园没人就一个人玩起来，玩了一阵
子觉得累了，就躺在旁边草丛上歇息。谁知这一
歇不要紧，不如不觉我便进入梦乡。梦中，妈妈带
着新衣服、新书包来接我回老家去上学。我高兴
地穿上新衣服、背上书包朝学校方向跑去，跑啊！
跑！突然前面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水翻卷着
巨浪，咆哮着一个劲向我打来，我被浪头打翻卷进
河水的旋涡中，双手拼命挣扎着呼喊：“妈妈，妈
妈，快救我！”我被梦中惊醒了，泪水在脸上留下道
道痕迹，用手揉了揉眼晴，总觉得头昏昏沉沉的，
便又躺下迷迷糊糊半睡半醒。

天色已黑，山野静得吓人，隐隐约约从远处传
来狼的嚎叫声，我紧紧龟缩在大石头下的草丛里，
吓得浑身哆嗦。听外公说，狼会吃人，而且专吃那
些不听话到处乱跑的孩子。我越想越害怕，瘦弱
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就在我吓得魂飞魄散时，从

远处传来“二弟，二弟，你
在那儿？”哥哥的呼喊声。
我顺着喊声的方向望去，
发现一缕灯光向我走来，
我用尽全身力气回应着：

“哥哥，我在这里！”哥哥一
看是我飞快地跑过来，搂
住我大声嚷道：“可找到你
了，你不怕被狼吃了呀！”
我们兄弟俩紧紧抱在一
起，泪水交融流下，流进了
嘴里，只觉得泪水咸咸的，
可心里的滋味却是甜甜
的。

听老人们传说，梦中
之事与现实往往是相反的，可就是那年秋后母亲
把我接回济阳老家上小学，现实了我的梦想。

在我上初高中的日子里，常常读到古人对家
乡味道赞赏的诗词和名言，对于乡情乡味我也感
同身受，渐渐读懂了宋代诗人杨万里的“细雨无声
忽有声，乱珠跳作万银钉。呼僮速买庉村酒，更煮
鲈鱼蓴菜羹。”诗人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简洁明
快的表白，通过对生活热爱细腻的描写和感情的
流露，展示了诗人对雨和乡情乡味的热衷留恋，给
人以清新，积极向上的味道。

母亲虽然八十多岁了，牙口很好，一直喜欢吃
白单饼卷青菜，一张薄薄单饼抹上一层甜面酱，放
上新鲜的青菜卷起，双手拿着送进嘴里用力咬一
口，真是美味十足。记得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
差，也没有白面，母亲就用地瓜面和成糊糊，用铁
鏊子摊煎饼。说起摊煎饼，这可是妈妈的拿手活，
摊煎饼的手艺是在娘家跟外婆学成的，如今四邻
八舍的大娘大婶摊煎饼都是妈妈教的。为了摊菜
煎饼，妈妈可是用了不少心思，开始母亲把从地里
拔回的野菜洗净，凉干，直接卷在煎饼里吃，又苦
又涩，而且我们小孩子根本不敢吃。后来，母亲先
把野菜放在盆里用热水烫烫，用手攥出多余的水
分，切成菜沫，撒上点食盐和过年才能享用的五香
面调拌均匀，把菜馅摊在半熟的煎饼上，边沿上滴
上少许面糊糊，再把一张煎饼盖在馅上，用摊煎饼
的“耢子”压实，给鏊子加把火，一块香喷喷菜煎饼
就熟了。我们兄妹几个眼巴巴地瞪着准备动手，
母亲会微笑着说：“小馋猫们，有你们吃的。”当卷
起松软、新鲜的菜煎饼送入口中，那滋味，现在想
想还那么记忆忧新，回味无穷。

走在古老布满绿色的乡间小道上，空气中飘
来阵阵不知名的花香，从而便感觉到蜜蜂呼唤同
伴的信号声。荷池里琥珀色的水上漂着几朵洁白
的莲花，在鱼儿们游戏中荡起的波浪里轻轻摇摆，
那些令人怜爱的鱼儿，一嗅到秋天的味道便欢欣
跳跃。唉，真想扎进清澈的水中做一只身姿轻盈
的彩鲤，和它们一起同大朵大朵白云的倒影嬉
戏。天空的蓝，蓝得比河水更清，比湖水更纯。云
朵们拉起聚拢来了，连成一大片铅色，布满天空。
感觉不到丝毫空气的流动，凝重得像一根散着丝
丝雾气的棒冰。它慢慢垂下，一点一点，终于，雨
滴落下来，在空中织成了一张密密的、无形的大

网，将一切都装了进去。眼前的一片绿叶被雨水
击打着，一下一下，将它一点一点打落，飘走了，微
凉的微风轻轻哼唱着摇蓝曲，哄着大地上的生灵
进入梦乡，树枝上的鸟虫儿乖乖地降低了鼾声，恐
怕将秋夜的宁静打碎了。

天空渐渐地穿上了深蓝的礼服，一轮弯月，如小
小的船，高高悬在天际。空明洁白的月光照射下来，
照亮了曲径分岔的小路、小草、小花，它们都睡了，沉
沉地睡去了。平静的夜唯有月儿深深浅浅地在天海
中若隐若现，是不是在月下格外思念。也对，如此寂
静，神秘的月亮照亮了多少无眠的人。母亲那么大
岁数了，还总是喜欢种很多的蔬菜，来劳累自己。我
们做儿女的，劝她不要这么辛苦，这些菜买也用不了
多少钱。可她总是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子一样，不肯
听、继续干、我行我素。没办法，由着她吧！不管怎
么说，母亲在家就在，家在就有家的温馨，平凡而温
暖，古朴而雅致，沉淀着浓浓乡土味，融入着深深地
情和思，令我沉醉，触动我的心，这就是故乡的味道，
我眷恋这种味。

我整夜在夜空中徘徊，贪焚地嗅着秋天的气
息，我想用手把清晨的霞光遮住，因为第二天，我
故乡的秋天将挥手与我告别，等待下次相遇，等待
着乡间的秋天，金潮暗涌，绿树葱笼，香果四注。

故乡的味道就像一杯暖人的热茶，将温暖溢
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故乡的味道就像一片
美丽的花瓣，散发出诱人的芬芳，融人的心魂……
更有种自熟悉的味道悄然潜入心里。

家乡的味道，是不用平添任何色彩，便足以使人
回味无穷。在我的家乡，美丽但不奢华，那儿的一草
一木，一竹一花，一条小河，一片果园，一望无垠的田
地都是我心中之向往。虽然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
城市的繁荣和喧闹。但这里，充满着原汁原味的自
然香，几十座简易干净小巧玲珑的院落，几十间破旧
却别具乡土气息的土坯屋，几十户人家，百十亩土
地，百十张憨厚熟悉的面孔，一砖一瓦都让人舒心。
那充满诗意的树林，潺潺的小河水，甜甜的枣子，酸
酸的石榴，还有院前陈旧的菜园，都填满了我深深的
记忆，永远不会忘怀。每当我想起家乡的味道，心中
总有一股力量教我勇敢乐观向上。

咀嚼家乡，清清的水，喝一口滋润肝肺，洗涤心
灵；泥土为净土，闻之疏身通络，心魄亦归依；那浓
浓的家乡音是天簌，无论天涯海角的流浪者身在
何处，家乡的味道是一根线，一丝一缕牵动着我的
心。

我喜欢优雅的早晨，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二楼
的阳台上远眺。刚好落在我脸颊上好似是从一个
诗人的眼睛里撤出来的阳光。那么暖和透人心
扉。门口就是崔清河，河水一年四季静静地流淌
着，河里的小水鸭游来游去，翻起条条波纹，风吹
动着波纹，也吹动着我的心思，低眉浅嗅，乡味至
醇。在每个人的心底，都埋藏着一道新的美食，这
道美食不像西餐那样华贵；也不像宴席那样多种
多样。它仅仅是一道美食，一口感觉，一份思恋，
永远吃不够，家乡的味儿，有酸、有甜、有苦、有辣，
还有美感……那是熟悉的味道，而弥漫在空气中
的味道，那也是我钟情一生的味道。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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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男女修成正果吉日完婚，有一古老的
喜联曰“诗歌杜甫其三句，乐奏周南第一章”。
杜甫的《四喜》中第三句就是“洞房花烛夜”。《诗
经·周南》中的第一章是《关雎》，其中“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都耳
熟能详，是一首青年男子追求自己心爱女子的
情歌；常用横批“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亦出自于
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是人生中的大
事，在婚嫁过程中，千百年来流传下来许多习
俗，尽管有的带有许多迷信色彩，但也体现了古
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新中国
成立后，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许多婚嫁陋
习被淘汰。在我们济阳仍然保留下来几个婚嫁
习俗，如换号、送连门贴、合砖、泼水、分火烧、回
门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大众在婚嫁
过程中期盼吉祥的心理状态。

过去以农耕为主、以村庄为居，人口流动性
小。男方青年到了当婚年龄，要委托媒人给自己
物色十里八乡的合适姑娘，当媒人根据双方条件
觉得门当户对时，男方便买上两盒香烟，委托媒人
到女方家去“提亲”。也有热心的月老觉得谁与谁
挺合适，主动牵线搭桥的。也有的女方看上某小
伙，倒提媒的。凡是倒提媒的，女方碍于面子，也
不说是自己托的媒人，这种情况婚嫁一般相当顺
利，男方也无需过多的彩礼。反之，男方条件不如
女方，要想成亲则要好事多磨了。如今，“提亲”这
一习俗基本淘汰了。好多男女青年都在县城、省
城或外地务工创业，遇到心仪的人就自由恋爱处
对象了，处到一定程度就定个日子，邀请双方父母
吃顿饭，算是“定亲”。

“定亲”就是订婚。订婚时我们济阳还保留
下来“换号”习俗。所谓的“号”就是一张记录本
大小的大红纸帖，上面写有祖父、父亲、伯父、叔
父等健在的男性长辈名字，若祖父、祖母、父亲、
母亲中有人不在了，写法上也有所不同。懂的
人一看“号”就知道对方的家庭成员基本情况。
过去换号时“号”由媒人带着，并携带烟酒糖茶
菜礼到女方去“谨将草字 恭呈潭府”，女方则邀
请族中长辈坐陪，收下男方的号之后，再拿出己
方的号“谨将草字 敬复贵府”。“草”是谦称，今
人大都有名无字，所以“字”后多空格不写。潭
指深，女方府邸尊称潭府。贵指地位高，男方府
邸尊称贵府。过去定亲之后还有“下柬”习俗，
现在合二为一了，号相当于“柬书”，连同男方的

彩礼钱（压号钱），还有给女孩子的布料、衣物等
一同交给女方。包衣物要用红色包袱皮，包好
后用一根缝衣针关着，防止散开，不能打结或线
缝（寓意婚事定住，中间不会发生变故），号放在
包袱上面。“号”作为文字性的婚约，在旧社会有
一定的约束力。如果在完婚前男方提出退婚，
则彩礼归女方，号互相退还。若女方提出退婚，
除互相退还号外，彩礼则要退还男方，否则媒人
就在中间“坐蜡”（为难）了。

定亲之后就开始择吉日准备完婚了。济阳
把择吉日叫做“看日子”，会看日子的人称为先
生。男方一般携带一对新人的生辰八字找先生
看日子，先生往往给择两个吉日，由男方委托媒
人告知女方，再由女方选择定夺其一，或另看。
先生看日子以女方生辰为主，讲究“男靠出身女
靠嫁”，择的日子以不妨碍双方及家人为原则。
实际上这属于封建迷信，比如，根据女方属相先
选择大利月，若大利月已过，就选择小利月，小
利月也过，就选普通月份，定住月份再选日子，
日子要选黄道日，避开黑道日，避开“四绝”、“四
离”、“二十四节气”、“杨公祭日”、“明九”、“暗
九”、“初一、十五”、家人祭日等。试想即使是双
胞胎，同一天结婚，命运也未必相同，只是体现
了人们期盼婚事顺利圆满的愿望罢了，所以民
间有“择日不如撞日”的说法。但先生择吉日能
避开农忙季节、选择“五一、国庆”小长假中某一
天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吉日确定后，男方要准备送“连门贴”，“连
门贴”也叫“脸面贴”，是请先生用大红纸写成的
书面文书，提前告知女方娶亲时日、时辰、女子
梳妆时朝向、上下车时方向、接送女客的属相等
等事项，也是迷信的东西。时间上讲究提前一
个月，即单月娶单月送，双月娶双月送。由男方
委托媒人及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携带烟酒糖茶
菜礼择一日送到女方家。

佳期临近，男方要请厨长、盘大灶、盘小灶、
杀猪、杀鸡、杀鱼、打酒买菜、贴喜联等。吉日的
前一天济阳人称“打车”，过去在这一天女方要
派人将嫁妆送到男方去，现在家具多由男方购
买或直接打在商品房里，这一习俗基本淘汰了，
女方若有点陪嫁也在结婚当日一并送来，不再
提前打车。但有两个习俗流传下来，一是送嫁
妆时，女方要安排两个儿童（一男一女最好）押
车，还有一个搬盆架的，两个扛椅子的，都能得

到男方赏的红包，小孩大都乐此不疲。二是新
郎官打车日傍晚要到自家和外公家祖坟上祭奠
先人，摆上鸡鱼肉肘火烧糖酒，燃香放炮，鼓乐
齐鸣，告知先人喜讯佳期，祈求先人保佑婚礼圆
满顺利。

打车的前一天男方要派人到女方“上头”。所
谓的上头就是给女方送去出嫁时女方的穿戴，从
头到脚一样不能落，否则女方到时候不发人，男方
就丢大人了。现在不兴这一套了，直接用礼金包
红包了。“上头”一般也是由媒人及男方村里德高
望重的长者携带烟酒糖茶彩礼前往，主要目的是
逐一沟通完婚当日、回门及以后的一些事项。毕
竟“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省得某个环节沟通
不好关键时候弄得不愉快。济阳在“上头”时，男
方必须携带两只活的红毛公鸡去，意为大吉大利，
红红火火。回来时女方留下一只，男方再带回一
只，意为两头通气。早年间生活条件不好，一挂猪
下水加一个猪头就凑活着完成整个婚宴，无力置
办活公鸡的家庭，就用两个带把带嘴酒壶，系上红
绳代替公鸡，都混庄稼日子，亲家也理解，照样发
人，图的就是两个年轻人的婚事圆满顺利事事如
意。娶亲当日，男方在鼓乐声中来到岳丈家中，由
拿着红毡（预备新郎叩头用）负责礼仪的长者等陪
同新郎入席，新郎必坐上座。上座的位置岳丈会
多放一双红色筷子和一个酒盅，便于新郎升客离
席时“偷”走。这是济阳婚嫁习俗，杯具带回家要
供奉起来，筷子带回家要捆在砖上压在大门房顶
上。席面备有烟酒点心，待新娘准备停当各种礼
节完毕就升客，由两名女送客（俗称送小饭的，女
性）把新娘送上婚车，另外还有两名男性送客跟随
保护。此时锣鼓暄天、鞭炮齐鸣，娶亲车队缓缓而
去。这时，由女方的奶奶或大娘舀一瓢水，泼在门
外，意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这种习俗
不是说姑娘出嫁了，爹娘不再关心疼爱，而是希望
姑娘与姑爷从此恩恩爱爱、白头偕老，不至于打仗
拌嘴被休回娘家。济阳人娶亲的车队从新郎家出
发至新娘家，迎娶新娘后返回，讲究要按逆时针路
线转圈走，不走重复路，不走回头路，不能倒车，路
过桥梁涵洞要燃放鞭炮。路人遇到婚车要自觉避
让。婚车遇到婚车，两位新娘子要交换手帕一类
的小物件，意为同喜避灾。迎娶新娘过去用花轿，
之后用马、自行车，如今都是用轿车。

新郎娶亲至家，喜婆婆燃香绕新娘婚车逆时
针转一圈，然后把香插入香炉，以备新人拜天地
所用。新娘由两名接女客接下车，及进家门时，
大门房顶上的两个人，一人燃放鞭炮、扔喜糖喜
火烧，另一人双手合喜砖。“合砖”是济阳人一项
古老的结婚习俗。男方事先要准备两块四角周
全的新砖，分别用红纸包好，两端各用一道红绳
系紧，男方家人取一双红色新筷子插入一块砖
的红绳内，及新郎官娶亲时从岳丈家“偷”来另
一双，插入另一块砖的红绳内，把砖侧立大门房
顶，及新娘娶进家门，则把两块砖并排合上。筷
子寓意“快子”，合砖寓意“和睦专一”、“安门定
户”。

这种压砖习俗的由来有一个传说。相传唐朝
皇上李世民与丞相魏征微服私访，行至山东地界，
忽闻前村传来鼓乐之声，初以为官宦人家寻欢作
乐，及进一问，是一户人家娶亲。魏征掐指一算，

今日是黑道日，不宜嫁娶，否则
三年内家破人亡。李世民吩咐
魏征赶紧告诉主人，主人说请瞎
子先生择日时，言今日虽是黑道
之日，但有贵客光临，定能逢凶
化吉如意吉祥，听客官口音不像
本地人，说不定就是先生所说的
贵人，敬请赏光入座喝杯薄酒，
老夫顿感蓬荜生辉。魏征谎称
过路人生意繁忙谢绝主家好意，
退出门外一一禀报皇上。李世
民说，我们做个记号，三年后再
来看看这家日子过得怎样？说
完从地上悄悄捡了两块砖，递给
魏征，魏征趁人不备翘起脚把砖
压到大门房顶上，怕砖滑下来，
又找了两根树枝别在砖上。三
年之后，君臣二人又来到这户人
家门前，门上的砖还在，一打听，
这户人家去年刚刚添了一对龙
凤胎，今年新郎官在乡试中夺
魁，小日子虽未大富大贵，但也
衣食无忧红红火火。从此，山东
济阳一带便有了娶亲当日大门
房顶上压砖的习俗，称之为“龙
递虎压”，只是用筷子代替了树
枝，有龙虎齐集、安门定户、大富
大贵之意。但这只是个传说而
已，皇上不会光临每一户大喜人
家，所以就找一个属相为龙的人
代表皇上，找一个属虎的人代表
宰相，负责递砖合砖。现在保留
下来了合砖的习俗，至于合砖之
人什么属相了就不讲究了。过
去婚礼上有合卺的仪式，卺就是
葫芦瓢，古时婚礼上常作酒器。
夫妇完婚时，把一个葫芦锯成的
两个瓢严丝合缝地合起来，系上
红绳，称之为“合卺”，寓意夫妇
双方和和睦睦、恩恩爱爱。合砖

继承了合卺的习俗。
吉日的前几天，男女双方都要烙火烧，用于

大喜之日分给亲朋好友、街坊四邻。火烧分大
火烧、小火烧和油盐火烧。大火烧是用饺子皮
大小的两个圆面片，中间夹上一捏麦麸，四周压
实后放在鏊子上烙，火烧受热内部空气膨胀，便
一个个鼓了起来，俗称蛤喇皮，烙好后点上红胭
脂，特别喜庆，里面的麸子起到两片面皮不被粘
到一起的作用，“麸”又寓意“福”。小火烧是用
饺子皮大小的面片包一个红枣，团成元宵大小
的球，用鏊子烙熟，枣子寓意“早生贵子”、“甜蜜
在心”。油盐火烧由女方烙，就是放上油和盐烙
熟的小圆饼，出嫁时放在作为嫁妆的木箱里，洞
房花烛夜与新郎分享，取“油盐”谐音“有缘”之
意，期盼夫妇双方姻缘美好、恩爱有加。

不管是男方女方，嫁娶之前都要准备里表
全新的被褥，过去讲究看谁家给姑娘发送被褥
的多、谁家给儿子做的被褥多。择一风和日丽
之日，请几个心灵手巧的婶婶大娘帮忙做被褥，

一日就能完成。这里有个禁忌，就是这天不能
请守寡的、再婚的、没生育男孩的妇女来帮忙，
怕重蹈覆辙，纯属封建迷信。其次在用新棉絮
絮被褥时，要在每一床被褥的四角各放一朵带
种子棉花，种子寓意不言而喻，“花”寓意“发”，
有发家致富、人财兴旺之意。

结婚次日，新娘要早起，到厨房的灶膛掏
灰做饭。喜婆婆会事先在灶膛里放上钱，之前
是两块、五块、十块，现在是一百、二百，新娘掏
出后归新娘所有，意为教育年轻媳妇之后要勤
于下厨做饭、尊老爱幼。愿望是好的，但钱也
不是万能的。现在好多婆婆每日做好饭盛到
碗里，儿媳妇还不起床呢，起床后见到家常便
饭食欲全无，手指一点就叫外卖。外卖送到可
口还好，不可口方便袋一系直接扔垃圾桶。这
都是从小娇生惯养的毛病，也是婆媳不合的一
个间接因素。早饭后新娘携新郎回娘家，俗称

“回门”，回门时男方有两人陪同，一人手持红
毡，预备新郎叩头使用（今天不兴叩头，红毡成
为了摆设），一人带食盒，内装火烧等食物，下
午回府。新媳妇回门前要把自己箱子上的钥
匙留下，喜公公喜婆婆打发儿、媳一干人马走
后，由喜公公踩着木墩打开儿媳妇的木箱（箱
子一般放到橱子之上），喜婆婆查看里面物品，
寓意“今天踩墩子，明年添孙子”。第四天娘家
派人（或父或兄）来叫姑娘。第八天娘家派人
（多为祖父祖母）来送姑娘，俗称“四天走，八天
来。金炊帚，银锅台。灶王骑马升天去，下界
驮个胖孙来”。一个月上娘家人来叫姑娘回娘
家住对月，之后来往自由，没啥计较了。过去嫁
娶当日，女方父亲、祖父、祖母是不到男家婚礼
现场的，不像现在坐在台上参加婚礼。所以，通
过叫与送的方式，与亲家见面认识以增进感情，
用庄稼人的话说“省得集上撞个仰个牙子，还谁
也不认识谁”，同时也叫新婚夫妻小别几日，逐
步适应婚后生活。

过去女方出嫁要提前待女方亲戚，现在大
都延至回门之日一次性待客。

至于新婚时拜天地、入洞房、闹新房等习
俗，还有许多讲究，大多带有迷信色彩，但呈现
出的都是喜庆欢乐的祥和气氛。前几日遇到一
婚礼，新郎被狐朋狗友绑在树干上，先是被啤酒
浇成落汤鸡，又被鸡蛋砸的从头到脚黄白一片，
还撒上面粉，初冬天气寒气逼人，令新郎狼狈不
堪。气得农村老爷爷吹胡子瞪眼，这是兴了套
啥？你妈生你时连个鸡蛋面饭都捞不着吃，现
在有了咱也不能糟蹋啊！这些低俗陋习暴露出
个别年轻人素质、教养、受教育水平的状况，年
轻人图的是一时之快，丢的却不只是自己的脸
面，把中华民族婚嫁大礼讲究节俭、圆满、顺利、
祥和、喜庆的传统都丢掉了，“一粥一饭当思来
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千年流传的
婚嫁习俗，我们要传承其精华，摒弃其糟粕，与
时俱进，讲文明，树新风，倡正气，除陋习，要自
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使婚礼
更加文明节俭、返璞归真、圆满祥和，展现出中
华民族五千年婚嫁文化的精神风貌，让婚礼成
为一对新人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

2021年10月10日，我告别了房改时单位分给的福利房，住进了龙港·清华园。
龙港·清华园是济阳城内的一个居民小区，在纬一路东首路北，路南是济南市济阳区第一中

学。小区北临纬二路，西临经二路，南临纬一路，东临商业街。小区不大，方方正正。小区共有9
栋居民楼，或南面，或北面，或东侧面，或西侧面，哪栋楼也有临街的一面。临街的一面，一层二
层是商铺，鳞次栉比的商铺，像一条大的围裙将小区围了起来，把个小区妆扮得靓丽多姿。平着
一层的层顶往上，人工建造了一个地面，覆盖了整个小区。一层，也就是原本的地面成了车库，
还有个负一层也是车库。二层地面跟真的一样，有花树，有草坪，有水泥小路，有游乐场。最是
小区的中心有一个大的圆的活动场地，周长100多米，场地4个进出口将圆周分成大小不等的4
段圆弧，地面用地板砖铺成，平整但不打滑，4段圆弧用厚而光洁的石块砌成，不高不矮，当石凳，
成人坐在上面正好。场地犹如一个大的圆池。大圆池中间还有一个同心小圆池——一个真正
的小池子，里边有喷泉，只是还没见喷泉喷过水，池子一直干着。

二层地面，高出平地4米多，远离街市，少了噪声，少了车来车往，安静又安全，空气还好。夏
日的夜晚，灯光下，圆池周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人们一边乘凉，一边看着池中如画的风景。

年轻的妈妈推着宝宝车慢慢地走，躲闪着大大小小各种“鱼儿”。宝宝车里，或坐或躺，是笑
盈盈的宝宝。

少儿们，或脚踏滑板，或脚踏滑板车，或脚踏平衡车，或脚穿滑轮鞋，动起来脚下闪着多彩的
光，如小金鱼，池中游来游去。骑少儿自行车的，飞一般，一圈一圈，最是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两个少儿玩一个魔球，魔球大小形状如排球，闪着红绿的光，跳动翻滚栩栩如生，拿脚踹它
两下，就偃旗息鼓，瘪了下去，地上瘫着，像只死了的鳖，不大霎又腾地鼓了起来，复圆，又跳动如
初，彩光闪闪。

……
几个少年做着游戏，不知游戏叫什么，只见其中一个人背对着众人，众人就趁机前进。百倍

警惕中前进，防备这个人猛地一回头看见。这个人猛地回头看见哪个在前进，哪个就犯规。这
个人不时地背过身去，不时地回头一看。众人不时地前进，不时地骤然停住，一个一个偷袭敌营
的样子。哪个人在这个人回过头去时，从后边将其抓住了，哪个就是胜者。

这天晚上，我石凳上坐着，看着看着，眼前的景物就变了。小区成了村庄，高楼成了低矮的
土房，小区的广场成了村头的场院，少儿们成了儿时的我和我儿时的玩伴。场院里，男孩子打
蹦，赶老牛，打鞋底窝。女孩子跳房子，踢毽子，拍皮球。不分男孩女孩，一样的捉迷藏，一样的
黄鼬拉鸡。矮墙、土房，哪是男孩子的路障？翻墙爬屋，从这家去那家，长长的丝线，一头系一个
蒙了猪尿脬皮的空盒子，扯起了土电话。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街坊邻里之间短不了你借
我的我借你的，借钱，借物，都是有借有还。种地，大车犁耙牛能借；没米下锅了，一瓤面，一棵大
葱，一个蒜头都能借；娶媳妇没有新裤子，借条新裤子，就穿一天，媳妇娶家来了，晚上睡觉脱下
新裤子，明天就给人家送去。盖屋修房，红白大事，街坊们都是相互帮忙，那时，谁也用得着谁。
老汉我今年77，儿时的玩伴半多已为鬼，儿时的记忆还清晰如昨。乡村故土已化作一杯浓浓的
乡愁，成了深切的思念。那里有我熟悉的巷陌，那里有我居住的老宅，那里有我的父母在地下长
眠。

小区的居民大都互不相识，走过去走过来，经常碰面，压根儿就没有认识认识的想法。一栋
楼、一个楼道、上下层或邻居对门住着，彼此也不知道谁家谁家。一个吃喝穿用都不缺，能关上
门朝天过的年代，呼噜之声相
闻，谁也不跟谁往来。小区的
人来自四面八方，没有哪一个
口音是小区的音。小区中已
有人去世，不知去世的人都是
去了哪儿为归宿。多少年之
后，小区里长大的孩子们，是
否还会如我，小区故地也会化
作一杯浓浓的乡愁，成为深切
的思念？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观小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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