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春在枝头已十分》 李学明 57cm×119cm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本期《大众书画》专刊邀请山东工艺美
术学院教授、人物画家李学明先生，创作了一组“除岁”画作，同时刊发
他的文章《扁食》。
  李学明先生的文与画，皆饱蘸浓郁的乡愁、感恩的深情，将那些美
好年事里充满情感温度的细节一一呈现，给人以安宁祥和的感受。
                          ——— 编者

  俗语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小时候，
能吃到饺子那是很奢侈的事。饺子在我的老家叫小
包，更多的是叫扁食。
  扁食只有在春节、破五、元宵节、冬至还有五月十
三里才能吃到。冬至吃扁食母亲说这叫捏耳朵，五月
十三吃扁食是因为这天关老爷单刀赴会，民间流传这
一天包扁食为关老爷壮行。这一天包扁食的是比较讲
究的人家，一般人家也就省略了。
  扁食是春节里最主要的饭。大年三十晚上吃扁
食，大年初一也是吃扁食。
  三十晚上的扁食是很讲究的，再拮据的人家，三十
也要吃上一顿扁食，即便是素馅的用三合面包的也可
以，一家人总要吃上一顿扁食，这才叫过年。所以初一
拜年时，在街上见了上岁数的人除了说过年的话外，还
要问一声，吃了一碗不？吃了一碗，就是指的扁食。新
的一年老人又长了一岁，能吃一碗扁食说明了他的饭
量好，预示着老人家健康长寿。
  三十晚上的扁食，母亲总是在馅里搅拌上一分钱、
二分钱的硬币，还有炒花生米。吃扁食时，谁吃出来硬
币谁就能发财，谁吃到花生谁就是新的一年里最有福
的人。所以在年夜饭里，谁能吃到包有硬币或花生的
扁食，那真是激动不已，以为自己就是最有福的人了。
  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过年是一年当中最
最重要的节日。天下的游子即使在天涯海角，在千里
万里之外，但凡能脱开身的，都要赶回老家，所以在中
国大地上，每年腊月二十三前就开始的仿佛人口迁徙
似的归乡大潮，使得中国运输业里有了一个全世界独
一无二的现象———“春运”。这些归乡大潮里的千千万
万游子，回到故乡，回到父母的身边，最要紧的就是为
了三十晚上与父母吃上那顿年夜饭，团圆饭，这顿年夜
饭的分量太重了，它承载了太多的祝福与心愿，它有着
非凡的意义，这顿年夜饭在我们鲁西老家，吃的就是
扁食。
  三十晚上的这顿扁食是要抢时间的。老家的风俗
说，谁家扁食下得早，谁家来年就过得好。所以，大概
三点来钟就能听到邻居家下扁食的鞭炮声。所以常常
见到忙碌的母亲刚刚拾掇好中午的锅灶碗筷，未等喘
息就忙着支上大案板去弄菜和面。此时，祖父、父亲还
有我的几个姐姐都一起下手帮忙。我则早就把一盘二
十八个头的爆仗挂在大门口的树枝上，手里拈着燃着
的香头，心里激荡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两眼盯着站
在厨房门口的五妹在母亲把扁食一下进锅里的那一瞬
间给我的示意，我便点着了爆仗。
  初一大早吃的还是扁食，母亲说初五之前不能“动
生”，因此这顿扁食要在三十下午包出来准备好。此时
的母亲悄悄地端来偏食，悄悄地点着柴火，悄悄地拉风
箱，一切动作都是小心翼翼的，母亲说：“今天列祖列宗
和各路神仙都回到人间过年，这样才是对他们的恭
敬。”
  在明亮的烛光里，母亲麻利地把煮好的扁食一碗
一碗盛好，热气腾腾地端到桌上，嘱咐我们只管吃扁
食，不要大声说话，更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不要去开大
门，不要碰剪刀，不要扫地，不要倒尿盆。此时我们真
的不敢大声说话，凡事都是静悄悄地去做，彼此都被那
种又激动又兴奋又神圣的气氛笼罩着。
  母亲待我们吃完了扁食，就把碗筷迅速地收拾好，
并把余下的扁食放进锅里，小心地盖上锅盖，还在灶下
培好余火。关上厨房门，便匆匆忙忙往院子里撒上芝
麻秆，在家堂下铺好苫子。刚去开了大门，便涌进来一
拨挨一拨拜年的庄乡。
  等我与本服里叔伯兄弟们串遍村子磕头回来，太
阳已经出来老高。此时肚里已是饥肠辘辘。母亲便把
盖在锅里的扁食拾出来，那扁食热气腾腾又软又香，比
刚出锅的还要好吃，那种味道至今令人难忘！
  扁食是中国人独特的美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结
晶，也是沉淀在中国年文化里的重要符号。它给我的
童年，给昔日的清欢岁月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与回味。
  如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扁食
已成了普通百姓家很普通的家常饭。但在鲁西老家，
春节的年夜饭依旧还是扁食。此时的扁食已不是纯粹
意义上的果腹，而是一种回味、一种印记、一种情结、一
种象征、一种崇拜，一种年文化的图腾。

扁食
□ 李学明

《故乡良辰图》 李学明 50cm×82cm《甲辰大吉》 李学明 31cm×34cm

  李学明，1954 年生，山东莘县
人。1978 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
美术系。现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
省美术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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