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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啦滋啦……”厨房里传来了油炸东西的声音，
我顺着声音去厨房一探究竟，原来是母亲在做油炸丸
子。母亲用勺子挖一勺肉馅，在手中团成球，浸到盛满
面糊的小铁盆中裹一层糊，最后撒一层面粉。如此一
来，一个丸子就做好了。母亲把处理好的一个个圆润丸
子码在盘子上，一起下锅，伴随着酥酥的油炸声，油花
逐渐没过了丸子，飘来一阵浓郁的香味儿。

我家在山东淄博，在这里，油炸象征着新的一年日
子红红火火，圆润的丸子又寓意团团圆圆。由于意头
好，所以炸丸子便成了我家过年的一项传统。每年一过
腊月二十，母亲就会炸许多丸子，储存在一个用了好些
年的带盖陶瓷盆里，丸子下面还要垫几层煎饼用来吸收
多余的油脂。最初几天，家里人搭配着主食吃丸子，后
来就做丸子汤，一盆炸丸子供一家人从年前吃到年后。

其实，除了炸丸子，每年过年前，家里还会备一些

炸带鱼、炸茄盒、炸藕盒等其他油炸食品，俗称“炸
货”。这些炸货是家里年夜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品，每当家里支起油锅做大量炸货时，就是要准备过
年了。

年味儿不仅仅是炸货的香味儿，还是贴福字的喜庆
劲儿。家里大门上的“福”每年都会更换一次。为了即
将到来的己亥猪年，父母特地去年货市场上挑选了一张
绘有两只小金猪的大“福”字和几张小“福”字。回到
家后，还嘱咐我仔仔细细沿着“福”字的边沿儿贴一圈
双面胶。

贴福字听上去简单，这其中讲究可不少。在我家，
每年早早准备好的“福”字，要等到大年三十的白天才
贴。再者，大门上的“福”要正着贴，寓意正福临门，
屋内的“福”要倒着贴，寓意福到家中。

大年三十这天下午，我拿着大“福”字，踩上门
边的板凳，把去年的“福”字小心取下，准备贴福
字。我先约摸着把“福”按在大门上，母亲站在 3 米
外，开始指挥着说：“东边高了，再往下点。”我没什
么方向感，不解为何父母总爱说“东西”，而不是“左
右”。我把“东边”调低了一些，母亲却哈哈大笑起

来：“那边才是东边，傻孩子！”话声一落，父亲也被
逗笑了，我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在过年这团圆的日
子里，大家总是喜洋洋的，哪怕是一点小趣事，也能
让一家人开心好久。

随着夜幕降临，除夕夜到了。家里每个房间都添了
几抹喜庆的中国红。母亲提早准备了一桌香喷喷的饭
菜，我也把刚出锅热气腾腾的水饺端到桌上，一家人凑
在电视旁，一边吃饭，一边期待着央视的春节联欢晚
会。我用手在满是水雾的玻璃窗上擦出一片透明区域，
望向窗外，街上已鲜有行人，而家家户户都亮起了团圆
的灯火。

“年味儿”到底是什么？“年味儿”藏在母亲炸丸子
时飘出的香味里，也藏在家人一起贴福字的喜庆中。其
实在我看来，“我家的年味儿”就是团圆味儿。只要一家
人欢聚一堂，不论做什么，都有浓浓的“年味儿”。

摆手舞 打溜子
土家年场面隆重

土家年是土家族最隆重的节日。年是庆祝丰收、
歌舞狂欢的节点，是五谷丰登、酒满菜香的盛宴，是
嫁出去的女儿回家拜会亲人的时刻。

土家人过年从腊月初开始忙活，
直到正月十五，年才算过完。

记者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顺县灵溪镇那必村时，恰好县里在
那必村举行土家年活动。在土家人过
年会上，记者领略到土家族摆手舞、
土家族打溜子、土家族哭嫁歌的魅
力。据当地人介绍，土家人过年活动
内容有闯驾进堂、扫邪安神、祭祀祖
先、唱梯玛歌、跳摆手舞、演毛古斯
等，是土家族文化的大盛会。

在土司城遗址，记者还看到了土
家族铜铃舞的场面：土老司头戴法帽
凤冠，身穿八幅罗裙，头裹红丝帕，
腰系短刀，脚穿马蹄云鞋，左手持八
宝铜铃，右手拿圆形司刀，按“人”
字形线路走动，用铜铃敲击膝盖，边
摇铃边抖刀、边舞蹈边念唱 《梯玛神
歌》，歌颂土家祖先创业功绩，祈祷
先人安宁，祈求后人幸运。铜铃舞集

歌、舞、乐为一体，讲述土家人起源、迁徙、生
产、生活，对研究土家历史渊源具有重要价值。

在那必村，记者还碰到了当地的“巧手木匠”王
连江，他是土家族土家吊脚楼的传承人。今年 74岁的
王连江神采飞扬。记者看到，在王连江家门口展出的
是最能代表土家族文化特色的一张深色硬木圆桌，这
是王连江花了近 30个工时精心制作出来的土家文化传
承之作。

这张圆桌做工十分精致，四脚是很特别的木雕造
型，王连江介绍说，这是“龙头虎爪”。过年的时候，
王连江家的阳面窗户挂上了这种“龙头虎爪”木雕造
型。湘西的博物馆里都有王连江的作品。

1973 年王连江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到处拜师学
艺，挖掘土家文化。雕龙刻凤、制作亭台楼阁，他样
样精通。

这位土家文化传承人的最大贡献，就是对土家族
吊脚楼的精心打造。王连江这几年把精力都用在了对
那必村吊脚楼的精心修缮和翻新上。记者在那必村看
到，这个非常富有民族气息的土家族古村落，出现了
不少崭新的建筑和完好的古建筑，这些都是王连江的
倾心之作。

搞种植 做电商
贫困户笑容灿烂

离开那必村，记者在永顺县又遇到了一位土家
族能人。

张远龙，46 岁，清瘦的脸上长满胡须。张远龙是
永顺县松柏镇仙人村人，5岁时意外摔倒，导致右腿残
疾，行走不便。

张远龙一家 5 口人，妻子肢体二级残疾，轻度智
障，没有劳动能力，大女儿5岁，小女儿刚满3岁，73
岁高龄的母亲负责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

张远龙神色平静地向记者介绍说，他 20 岁时父
亲病逝，家境贫寒，加之自己身体残疾，直到 40 岁
才娶到老婆。

1994 年，张远龙决定出门务工，北京、上海、温
州，他都闯荡过，但因身体缺陷，收入微薄。“掌握
一门技术才有出路。”这是他 10 多年漂泊生涯最大的
感悟。

2010 年，张远龙返乡种下 5 亩猕猴桃。2013 年，
首批猕猴桃卖出去，收益 4000多元。2014年，他被评
为精准扶贫户，2015 年加人五连洞猕猴桃专业合作
社，在合作社的帮助下，他的猕猴桃种植扩大到 8

亩。2016 年 9 月，他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做起了线
上生意。他还记得，第一笔订单是 3 箱红心猕猴桃，
发往广州，收入564元，比线下销售划算多了。

尝到甜头的张远龙干劲更足，客户也接二连三
地来了，遍及全国各大城市。2016 年底，张远龙一
家人成功脱贫。这几年，经县扶贫办推荐，他多次参
加全省致富带头人和电商经营管理培训，其间还获得
优秀学员称号。

2018年，张远龙申请了 10万元创业贷款，新购蜜
蜂 30 箱，流转土地 200 亩，种下 8000 余株黄桃，猕猴
桃面积达 30余亩。2018年 4月 13日，张远龙注册成立
了永顺县岚洁种养专业合作社，吸引6户贫困户入社。

张远龙家房子旁边，嫁接了 100 多株玫瑰。玫瑰
园里摆放着不少蜂箱，每个蜂箱都有蜜蜂来回穿梭，
振动的翅膀嗡嗡作响，十分热闹。“这是去年我在岳
阳参加省贫困村脱贫致富带头人技术培训时学来的新
技术。”张远龙告诉记者。

“我没有多少文化，只有小学毕业证，但在农业
方面，我也是个拿了很多证的人。”张远龙从屋里抱
出一叠证书来。

去年张远龙迷上了网上直播，主要销售当地各种
土特产，2018年仅湘西黑猪，他就销售了5头！

在记者给张远龙全家拍新年合影时，每个人脸
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这笑容，印在了心头。

种茶叶 领分红
致富终于找对路

在仙人村，记者听说湘西吉首市太平镇青干村有
庆丰收活动，于是决定赶去采访。但当记者翻山越岭
到达时，长桌宴已经结束。不过，青干村的精彩故事
远不止长桌宴。

青干村村支书张才宣说，青干村致富曾走过一段
曲折的路。前几年，村民种各种经济作物如中药材
等，都没有取得成功。后来，村里来了对口扶贫单位
的福建人，村民开始种植福建黄金茶，取得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原来，这个峰峦叠嶂、土壤肥沃、生态环
境极佳的青干村，非常适合种黄金茶。

记者跟随张才宣，翻过一个山包，来到了黄金茶
的种植地。一眼望去，各个坡地上种满了茶树。两年
多的茶树已经可以采收，现在村民又大面积扩种了。

张才宣说，青干村种茶的成功，离不开当地政府
的好政策。

2014 年 3 月，青干村成立了金龙黄金茶专业合作
社，注册资金达到 480 万元。到 2018 年底，合作社的
黄金茶叶基地面积2370亩，可采茶面积达700多亩。

这几年，茶农感受到惠农力度正在加大。张才
宣告诉记者，合作社免费给种茶户提供茶树苗、茶
肥以及技术保障，每亩茶树每年还有 800 元的补助，

“这把村里人高兴坏了！”
春节前，合作社还举办了分红会。66 岁的张才

户老人兴奋地告诉记者，他拿到了合作社分红 1.5 万
元，加上老伴的收入，年总收入超过 3 万元，“这个
年过得很舒心。”

结束在青干村的采访，记者又来到花桓县双龙
镇补毫村。

花垣县双龙镇补毫村龙舞狮跃，鞭炮齐鸣，苗歌
款款，热闹非凡，一派春节的欢乐情景。

记者看到，在庆祝新年的活动现场，人们一起蒸
糯米、打糍粑。现场还举行了送春联活动，家家户户
迎春纳福。猜谜语换奖品、象棋对决区域人气爆棚。
现场还表彰了补毫村优秀共产党员、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家庭、最美婆媳、优秀村民、致富能手等。

在补毫村村部，精彩纷呈的歌曲、淳朴风趣的三
句话展演、隆重的非遗祭祀、热闹的广场舞，让全场
掌声不断、喜气洋洋。村民自编的系列节目如打苗
拳、苗歌对唱、吹唢呐等演出，将过年的气氛推向了
高潮。

据了解，补毫村现有人口 1099 人，除嫁进的妇女
外，全是苗族人口。补毫村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委统战部、工商联、侨联等部门对口帮扶，一年前已
经全面脱贫。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统战部常务副
部长黎致远告诉记者，由于该村地势偏高，周围没有
很好的水源地，各级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解决
了村民饮水的大事。

我家的年味儿
段钇男

湘西春节见闻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湘西自古以来都是令人神往的地方。春节到了，这里的土家族、苗族同胞们热闹开

了，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欢庆节日。

新春之际，本报记者深入湘西腹地，体味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过年喜悦。

▲太平镇分红。
（资料图片）

▲苗族过年。
陆培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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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湘西永顺县灵溪镇那必
村一角。 孟春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