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5岁的卢建红，老家在盐城滨海，虽

然是在海边长大的，却对面食尤其是饺子情有

独钟。“这方面遗传了我的母亲，她特别喜欢吃

饺子，像立冬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吃饺子的日

子，她是肯定不会放过的。”回忆起母亲和饺子

的故事，卢建红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卢建红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并不喜欢吃饺

子，可架不住母亲喜欢。她记得小时候，只要

母亲拎着二斤猪肉回家来，父亲就会悄悄跟她

说：“看，你母亲又馋了！”然后母亲便撒娇似地

哄着父亲去和面、擀饺皮，母亲则开心地去剁

肉泥准备馅料。“等准备就绪，包饺子就是母亲

一个人来，因为她嫌父亲包得不好看。”卢建红

笑着说，母亲包的饺子是她见过包得最好看

的，让人看了就有食欲。

姊妹六个中，卢建红排行最小，也属她最

爱吃饺子。现在只要一吃到饺子，卢建红便会

想起母亲，想起小时候每次吃饺子，母亲都会

特意给她多盛几个。卢建红成了家也有了女

儿，巧的是，女儿也遗传了她爱吃饺子的基因。

现在卢建红把婆婆接过来和自己一起住，

婆婆是连云港人，也喜欢吃面食，只要有时间，

卢建红就会包一些饺子放在冰箱里，虽然婆婆

也会包饺子，但卢建红从不让她上手。“婆婆年

纪大了，心疼她不让她操劳是一方面。另一方

面就是她性子急，包起饺子速度特别快，馅子

不够饱满、形状也扁扁的。”卢建红说。

面对即将到来的立冬，卢建红早已把包饺

子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准备大干一场，而这个

时候，也是她最想念母亲的时候。“算一算，母

亲已经离开整整23年了，她走的时候才64

岁。每次包饺子、吃饺子的时候，我总能想起

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

一样。”卢建红说着有些哽咽。对于现在的她

来说，已经将婆婆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想通过

这饺子弥补对母亲23年的遗憾，也希望能像

自己的母亲一样，通过饺子把温暖传给孩子

们。卢建红说，每一次回忆都是温暖的记忆。

立冬的饺子是母亲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更

是幸福的味道。

■融媒体记者 王磊
通讯员 朱敏

今年25岁的徐珍是四川巴中人，来到淮

安生活已有半年。在此期间，她品尝到了美

味的荠菜馅饺子，也学会了如何包饺子。“用

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迎接冬天的到来是我们

那儿立冬的习俗。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其乐融融地包饺子，整个氛围非常和

谐。”徐珍说，每次她妈妈包饺子馅料主要有

韭菜鸡蛋馅和莲肉大菜馅两种，他们一家人

还喜欢在吃饺子的时候配碗饺子汤，特别温

暖。

在徐珍的印象中，立冬包饺子，全家最忙

碌的就是妈妈了。如果晚上要吃饺子，下午

的时候，妈妈就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洗菜、剁

馅、和馅、擀饺皮，等所有东西准备好了，妈妈

便会招呼大家一起坐下来包饺子。“妈妈可以

包出月牙形、鱼形和元宝形三种形状的饺子，

她说是姥姥教她的，不同的饺子形状可以装

不同的馅料便于区分。”徐珍说，她自己只会

包简单的月牙形饺子，对于剁肉、和馅这些事

情还是来了淮安生活后，在想吃饺子时与妈

妈视频通话现学的。回忆起一家人吃饺子的

场景，徐珍记忆最深的便是饺子刚出锅冒着

热气被端上来，很快一盘就会被清空，饺子的

馅香与屋外的寒冷形成对比，让他们在立冬

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幸福。

小时候，徐珍总听妈妈说立冬不吃饺子

会冻耳朵的故事，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挨冻

概率很低，但过节吃饺子早已成为一种习

俗。在淮安生活的这段时间，徐珍最喜欢吃

的是鲜美的荠菜馅饺子。前两天，徐珍去菜

场购买了荠菜和猪肉，准备包点饺子冻在冰

箱里留着过节的时候享用。“妈妈包饺子总是

干净麻利又灵活，她擀的饺皮个个匀称又薄，

包出来的饺子自然十分美味。”徐珍说，现在

轮到自己包饺子的时候，她才发现擀出漂亮

匀称的饺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包饺子的

每一道流程都充满了学问。因此，她会在包

饺子的时候和妈妈打电话聊天，一边话家常

一边听妈妈传授包饺子的秘诀。现在，徐珍

包饺子已逐渐熟练，她想练习着多包几次，这

样在过年的时候，她就可以向家人们展现一

下她的手艺了。 ■融媒体记者 张金宇

“印象最深刻的立冬是我上小学三年级那

年，父亲教家里几个孩子包饺子，先将饺子的边

缘捏住，再放入双手的虎口处一挤，一秒就是一

个。”史金龙边说边用手演示着，脸上笑意盈盈，

眼中却透露着对父亲深深的怀念。

史金龙今年65岁，五十多年前的那个立冬，

在父亲的带领下第一次尝试包饺子，父亲独特

的包饺子手法和当时温馨欢乐的画面让他至今

记忆犹新。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期望着过年

过节，因为在节日里能吃上肉，史金龙也不例

外。但对史金龙来说，对这年立冬记忆深刻的

原因不仅仅是美味的肉饺子，更因为在这一天

有自己与父亲的美好回忆。在史金龙的心中，

父亲是伟大的存在。“虽然父亲已经离开许多

年，但他的为人与谆谆教诲一直引导我前行。”

史金龙说。

史金龙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曾参加过抗美

援朝战争，经常和家里孩子说起自己的战斗故

事。父亲的亲身经历让史金龙早早明白，现在

的和平美好是上一辈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必须要努力守护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他也要

向父亲学习，做实事、做善事。

“我在哪里，就要把哪里的事情做好。”这是

史金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年轻时，史金龙就

是大家眼里的热心人，社区里有什么东西坏了

需要维修，谁家遇到了难事，史金龙总是第一个

站出来帮忙。2013年，史金龙在原本岗位退休

后又主动承担了清江浦区柳树湾街道城北社区

关工委主任的职务，选择在社区继续发光发

热。前几年，史金龙关注到社区一个单亲家庭

的孩子，这个孩子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父亲在外打工，性格有些孤僻。史金龙经常到

他家，给他送去慰问金和书本，关心孩子的身心

发展状况，还贴心地联系到孩子的在校老师，针

对孩子的特殊情况一起想办法。在史金龙的努

力下，这个孩子的成绩从原本的倒数进步为名

列前茅，性格也开朗许多。近十年时间，史金龙

一心扑在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上，将父亲无私

奉献的精神长存心间。

今年立冬，史金龙再一次用父亲教的方法

和家人一起包了饺子，温馨又欢乐，就像记忆中

三年级那年立冬第一次跟着父亲学包饺子的情

形一样。 ■融媒体记者 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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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九个节气，也
是冬季的起始。

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
在中国北方地区，有立冬节气吃饺子的习

俗。一说因为水饺形似耳朵，人们认为吃了
它，冬天耳朵就不受冻，俗语有云：“立冬不端
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另说饺子谐音“交
子”，意指立冬是秋冬季节之交。如今，快节奏
的生活让人们虽然没有太多时间遵循以前的
习俗，但一家人立冬节气坐在一起吃饺子的习
惯却随着人们温馨的记忆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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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清江浦区浦楼社区组织志愿者与
社区空巢老人一起包饺子、吃饺子，为老人们
送去温暖。 ■融媒体记者 谭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