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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情结浓，故乡年
味醇。我常常记忆起童年
的年味，镌刻在脑海童年
的年味梦里萦绕。
童年的年味是幸福的。

孩提时代，我感觉农历冬月
特别冷，那个时候就哈着热
气数着快过年了。想着过

年，我和弟妹眼睛里就闪亮着
滋润的光。因为，可以吃到肉

和鱼了，可以穿上新衣裳了，可以得
到压岁钱了，可以挨不到板子听不到

训斥声了。虽然日子不长，但那是一年
里赠给我们幸福的浓缩。童年的腊月，
才是真正的腊月，还没有放寒假的时候，
那荷塘里就结上厚厚的冰。冰天里，我
们穿着母亲缝制的棉衣棉裤和棉靴，背
着书包，一路走一路摔，一路欢笑上学。
路两旁的杨树，满身披挂着尺多长的冰
棱，寒风一吹叮铃叮铃地响。一眼望去，
厚厚的积雪把地里的庄稼捂得严严实
实。天也白地也白，多看几眼，我们的眼
光也灿灿地白了。电线上，有成排的小
麻雀得瑟着唱着它们的歌，雪地里看得
见灰色黄色的野兔被顽皮的狗儿追着，
看到那情景真是太幸福了。

童年的年味是忙碌的。记忆中的小
时候是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腊七
腊八搬刀杀，说的是故乡小年腊月二十
四前的日子，父母亲就开始备年货了。
早在大集体时，生产队里宰了猪宰了牛，
鱼塘里起了鱼，按人口按工分，分成一堆
堆的领回去，父母亲就忙着腌制成腊货，
我和弟妹跟着大人的屁股转，人人堆满
笑脸，个个喜气洋洋，就像打了胜仗一
样。记忆里的年味，是父母亲的辛劳，他
们用勤劳而灵巧的双手为一家人制作过
年的食品。他们制腊货，腌鱼、腌肉、腌
鸡；炒腊锅，备下炒花生、炒豌豆、炒米粉
子；熬麦芽糖，扯出麻糖和切出麻叶子；
磨豆腐，做豆腐圆子、臭豆腐、霉豆渣；蒸
糯米，做糍粑、年糕；炸油货，发面饺子和
荷叶片、酥鱼快、酥肉圆子和藕圆子；还
要起卤锅，卤素肉、莲藕、海带、豆腐干
子、千张皮，父母亲就这样一直忙到腊月
三十。

童年的年味是火红的。红色的年
画，红色的对联，红色的福字，红色的堂
匾，红色的新衣，红色的围巾，红色是童
年最盛行的颜色。年三十，母亲做着年
饭，我就在门前摆张大桌子写对联，只要
我一搬出桌子，摆好笔墨，村子里的人们
就拿来红纸，说我是读书人，让我代劳写
写吧。墨迹未干的对联，摆满在大方桌
子上，红色的色调，浓浓的墨烘托得喜气
冲天。打扫扬尘，贴好对联，祭拜先祖，
就开始点燃团年的爆竹了。那鞭炮一声
声一阵阵，从白天响到夜晚，鞭炮火花映
红了老家的天空。童年的团年饭大多在
晚上六点钟开始，十大碗年饭菜丰盛可
口，蒸鱼蒸肉蒸藕蒸萝卜丝，家家户户都
打开了酒坛子、酒瓶子，闻着酒味就使人
有几分醉意。乡亲们说，哪家的酒味浓，
哪家的日子就最红火。

童年的年味是热闹的。记得童年
从正月初一就开始闹春了，乡亲们舞狮
舞龙、耍蚌壳、踩高跷、划采莲船、唱花
鼓戏，敲锣打鼓，唢呐声声，一直要闹到
正月十五，这段时间是小孩们和乡亲们
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记忆里最深的
是舞狮，大年初一早上舞狮队就开始直
奔每家每户，户主在自家屋梁上掉个红
包，舞狮人通过高超的舞技取下红包，
户主还特地给一包喜烟。舞狮不能遗
漏人家，遗漏了会被认为瞧不起别人，
户主会窝火的。正月十五，我们像赶集
一样去观看舞台狮子。那天，临近村的
舞狮队都要参加比赛，舞台搭建在生产
队的晒谷场上，用十三张大方桌逐层垒
叠上去，顶层放上一张四条桌腿向上的
小方桌，舞狮人从一张张大方桌玩上去，
最惊险的是在最上层的小方桌上狮子

“倒挂金钩”。乐此不疲的乡亲们，就这
样图一个乐！

一年的劳顿在年味中释放，生活的反
思在年味中梳理，新年的希望在年味中憧
憬。童年的年味是一种传承于冥冥的心
灵深处，承载着厚重文化底韵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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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白云在风中奔跑的样子
吗？故乡的过客。那样好的天气，在河
水缓缓流过门前的午后。树叶挡住强烈
的阳光，回到那个赤脚跑出门的那一刻，
回头望望那个大门都关不住的，在门缝
里向我招手的乡愁。

还要从一排排光秃的树说起，一双
沾满泥的鞋踏过落在地上薄薄的雪，也
扬起干燥泥地里的灰尘。稻子在晒谷场
上翻了几个身，荷花的香味也飘散到房
子里装满每一道缝隙，终于树叶开始摇
动他的夏天。7月屋后的每一棵果树都
在集聚舌尖上的满足。结的果是甜的，
是酸的，是等我回来尝的。长在路边的
野花是红的，是黄的，是等你回来看的。
不久，红透了的柿子也开始等待今年的
秋叶重新回到院子的怀抱。就这样，时
间悄然间随着雨滴落在瓦片上流走了。

你看，曾经的小孩已经不再吵着要糖
吃了，年轻的姑娘也开始挽起她那白了许
久的头发。看见远处白茫茫的雾中隆起
的一个个土堆，在送别声中永远安睡的
人，除了梦里，再也难见一面。种种都随
着灶火的每天按时点燃，燃烧得岁月从
容。唯一不变的还是这片养育人的土地。

土地却说，我没有。
庄稼的收获让他们脸上堆起久违的

笑容，在6月三伏，在寒冬三九。在那个
流出来的汗比喝下去的水还多的中午，
在那个与冬天争夺热和气的清晨。一次
次以土地的名义养活一家人。

他们期盼着富足，更期盼与那离巢
燕子的重逢。用手指细数余生的日子，
在电话那头听着朝思暮想的声音，多少

想念腐烂在喉咙没有说出。在那仅能见
面几天的日子结束后，躲在角落不愿看
见儿女将离的背影。临走才跑出来说一
句:今年过年要早点回来玩咧！

记忆中的小村落在短暂的重逢后，
在车窗向我们后退去。在双眼模糊的故
乡的样子后，告别了这个暖和了一个冬
天的家。

麦子在滴满汗水的土里，在清凉的
风中，从青绿摇曳到成熟发黄。月亮底
下的田埂小路，光影朦胧中伴随一阵一
阵吃饭了的呼喊声，仍有人扛着锄头迟
迟归来。各家的灯火依旧点亮生活的
光。在漆黑的夜空不再听见人间的喧闹
后，整个村庄才在虫鸣中渐渐睡下。很
久没有再看见故乡被大雪完整覆盖的样
子，麻雀在枝头快乐的跳来跳去，偶尔走
来的人影在雪地里留下一道痕迹。人们
在屋里围着烧的旺旺的柴火，笑谈这一
年或更久的故事，或是说着说着会掉泪
的故事，或是安慰归人那冷了很久的
心。这也许就是故乡的意义。我们在故
乡的土地上供奉祖先，烧香磕头，大家共
同祈祷那些逝去的先人，和日渐老去的
我们，一直共存在这片寄托了一生的土
地上，永远不被驱逐流离。

这是袅袅升起炊烟的故事，是果子
在四季成熟的故事，是关于离别与重逢
的故事。故乡因为不辞而别才会怀念。
重逢的时刻并不多。厨房的面吃一碗少
一碗，人世间想见的面也见了一回便少
了一回。别去计较分别的泪水有多长多
难忍，要记得那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仍
迟迟不肯睡去，焦急地等待你的归来。

湖北的春节，少了北方的豪迈，沿海的
细腻，但却有着独特的“烟火气”。湖北的
春节，过的是传统，是习俗，也是祝愿。

春联寄意，意在福来。“爆竹声中一岁
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北宋王安石《元日》中的桃
符，指的就是春联。每到春节期间，湖北的
家家户户就会贴上文质兼美的春联，如：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财源
滚滚随春到，喜气洋洋伴福来”等。讨口
彩、求吉利，字里行间都寄托了人们对未来
的憧憬，对幸福的祈盼。

祭祀祖先，尊祖敬宗。《天津县志·风
俗》中写道：“元旦昧爽，长幼皆起，盛衣冠，
设香烛，拜天地、先祖……”在湖北的很多
地方，也常有大年初一清晨到寺庙、祠堂祭
祖拜年的习俗。祭祀时，人们恭敬虔诚、庄
严肃穆地缅怀祖先，寄托的是一种慎终追
远的尊祖情怀。它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伦理
文化千百年来已根植于湖北人的心中，成
为了一种宝贵的文化基因。

开门爆竹，迎新纳吉。南朝学者宗懔
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正月一日
……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早年间，每
当旧年的钟声响过十二响时，湖北的街巷
通衢便开始鞭爆齐鸣，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迎新纳吉。现在在农郊地带，每到春节，也
处处都是噼里啪啦的爆竹声。第二天早
晨，满地的大红爆竹纸片与春联交相辉映，
呈现出一派喜庆吉祥的景象。

拜年贺岁，祝福祥瑞。清代顾铁卿在
《清嘉录》中写道：“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
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
贺，谓之‘拜年’。”湖北的拜年习俗也类似于
此，大年初一，晚辈向长辈拜贺新年，祝福新
年如意、健康长寿等。长辈再将备好的压
岁钱分给晚辈，以示美好的祝福。在家中
给长辈拜完年后，左邻右舍或亲朋好友间
亦相互登门拜年，恭祝福瑞祥和。

独特食俗，寄意圆满。在湖北的很多
地区，春节第一餐喝鸡汤，寓意“清泰平
安”；食鸡翅，意在“展翅高飞”；食鸡骨，意
即“出人头地”。秭归食白嵩，取谐音“百
好”，以图吉利。荆州食鸡蛋，意为“吉祥如
意”，食“荷包蛋”，象征“银包金，金缠银，得
金得银”。湖北人过春节讲求团圆、热闹，
所以年夜饭一般都会做上十八、二十八道
这样的吉利菜式，寄意富余、圆满。

现在，在湖北的有些地区，春节时还保

留着逛庙会、舞龙
狮、旱莲船、龙灯会等
传统娱乐风俗。而如今
的“网上年货节”、“云团
聚”等新潮过年，也让湖
北的春节在“传古达今”的
氛围中更具浓浓的年味儿。

湖北的春节，洋溢着喜庆
的氛围，承载着文化的厚重，
凝聚着一方的风情，寄托着美好
的祝愿。它是中华民族节日文化
中璀璨的一章，是华夏儿女继承历史、
追求新生活的一种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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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俗（组章）
□ 路志宽

贴春联

春联，分立两旁，喜悦飞上眉梢。
春联，是人心与春天的最早对话。
传统的文化，年年刷新着词语，崭新的词语，

引领着崭新的生活，春联，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祝
福，那是心灵和传统文化古老文明，在门框上绽放
出的花儿。

红彤彤的样子，映红了年的底蕴。
你看，一个个的日子，在这些文字的祝福了，

变得更加的红红火火和无限温暖，工整的对仗，和
炽热的语言，把人间的正道与和善，大美地渲染。

红红的春联，是希望之火的熊熊燃烧。
贴春联，祝贺和喜悦，一起被高高贴起来……

放鞭炮
内心深处掩藏不住的喜悦，还是被这一声声

炸响的鞭炮声，给泄露得是干干净净。
打破乡村寂静的夜晚，绽放成一年之中记忆

里最美的花儿。
鞭炮，噼里啪啦；烟花，五彩缤纷。
声音与图画，一起组合成过年的视听盛宴，它

们集体渲染着大家的美好心情。
绽放的烟花儿，就是最早的春花儿，炸响的声

音，就是春天的脚步声。
来了，年来了；来了，春天来了。

拜 年
磕头鞠躬，或合手作揖，微笑的面孔，总是先

于祝福的语言，抵达人心的深处。
今天，过年与拜年，是唯一的主题，欢乐与祝

福，都在醉美地演绎。
翻阅传统的年味，拜年，都是重头大戏，如今，

拜年的方式，也许正在发生改变，但是过年的喜悦
不会变，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盼，不
会变！

拜年了，拜年了，即使隔着手机的屏幕，即使
远隔千里万里，也隔不断我们彼此的心灵，也隔不
断我们彼此之间的情义。

拜年了，祝你一生安康，愿你万事如意！

挂灯笼
目光里高高挂起来的大红灯笼，其实更像是

高挂起来的自己的心情。
团团圆圆的意象，红红火火的影像，多像是对生

活的写实，和对未来的期许，你看，目光里的大红灯笼
啊，是一簇簇熊熊燃烧着的炭火，是一个个甜甜蜜蜜
的柿子，是一颗颗被灌了蜂蜜的心灵……

夜幕里，那一盏盏被点亮的大红灯笼，照亮一
个个游子归来的路，也照亮这浓浓的年味儿，大红
灯笼下重逢的笑脸和笑声，融化了那厚厚的积雪。

大红灯笼挂起来，酒菜的香味儿和浓浓的年
味儿，一起将人心给灌个酩酊大醉……

福到了
大红的“福”字，给贴倒了，这大好的福气，也

就来到了。
千家万户，万家灯火，一个“福”字，浓缩着无数人

无数家庭的期望，也会被年年刷新着自己的内涵。
风调雨顺，是福；国泰民安，是福；
五谷丰登，是福；六畜兴旺，是福；
人丁兴旺，是福；逢凶化吉，是福；
事业有成，是福；家庭和睦，是福……
红彤彤的“福”字，是红红火火的日子，更是一

张张红彤彤的笑脸，此时的张贴，为千家万户迎来
的是，来年365个日子的开门红。

福，到了，到了这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
到了这14亿中国人民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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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宋之问写有一首题为《渡汉江》
的归乡诗，诗云：“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
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从诗人平
实的诗句里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离家
多年的游子回家时心里最真实的感受。

短短20个字，没有煽情的笔墨，没用
夸张的语调，诗人以一种几近白描的手法，
把音信不通、等不到归期的无奈，把游子对
于回家的渴望，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心里
的忐忑——写活了。于是，我们不由自主
地代入游子的情思：离家已多年，不知道故
乡可还是旧时的样貌，故乡的人们是否依
然如自己离开时那般淳朴和热情，而自己
那渐渐已说不标准的乡音，家乡的人们听
了是否会觉得生疏……

船在码头靠岸后静静地泊着，船上的
乘客随着人群慢慢地向岸上移动，与船的
静和乘客移动速度的慢不同，他的脑海里
百转千回，浮现了太多可能发生却又不一
定发生的情景。想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
为心里在乎吧。因为在乎，因为心里有太
多的期盼，所以当结果未知的时候才会对
那未知的事物和场景心生怯意。途中遇到
故乡人，他也讷讷不敢言。

同诗人一样，对于回家，我也常感怯
懦，尤其是每到年关临近。如果说“近乡情
更怯”的“乡”是空间的怯，那么“年”则是一
种时间的怯。按照国人的习惯，年是按阳
历来算的，从正月到腊月，从初一到三十。
即使平日里工作再忙，事情再多，到了年

关，少不得要回一趟家，同父母说说话，与
长辈们拜个年。

严格来说，无论法律文件还是乡风民
俗，皆不曾规定回家该当如何如何，可每一
个离家的游子心里想必都存有“想要混出
点名堂来给父母瞧瞧”的念头，故而一年终
了，定然要好好地盘点一下这一年的“收
成”，看看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这不盘点还则罢了，一盘点心里的怯意便
不自觉地浮上了心头。显然，现实总是不
如想象来得美好，而结果又往往离预期很
远，于是，我们愈发胆怯和惶恐。唯恐回了
家，父母问起这一年时，答案会让他们失望。

这不，明明离过年还有些时日，我已经不
由自主地担心起来。辛辛苦苦奔波一年，虽
有一些收获，可当我将它们放于手上时，总
觉得分量太轻，不足以在家人面前展示。想
与不敢互相纠缠，心里的紧张又添了几分。

正当犹豫间，哥哥发来信息，说：“家里
的番薯有很多，你一直没回家来，要不给你
带一点吧。”我听了，心里一暖，可又不想他
因此专程跑一趟，便回道：“你方便的时候
带些过来吧。”结果，到了上班时间，哥哥便
给我送过来了。番薯放下，他就离开了。

看着车子渐渐跑远，母亲在灶前忙碌
的样子忽然就跑入了我的脑海，回家的心
情也就变得愈发迫切。也许，在父母的心
里，未必需要儿女有多大的出息。他们所
要的，所求的，不过是儿女的平安顺遂，能
常回家来看看。

年近情更怯年近情更怯
□ 潘玉毅

乡愁弥漫的期待乡愁弥漫的期待
□ 邹 颖

似一颗颗新鲜的小太阳，若一朵朵怒
放的花儿，一盏盏红红火火的灯笼，挂在大
街小巷、楼房、院落，耀亮喜庆的年夜，耀亮
中华民族传统而盛大的节日。

呵，精巧玲珑、千姿百态的灯笼，泼洒着
五彩缤纷的光芒，映照着大人们脸上灿烂的
微笑，映照着孩童们黑宝石般晶亮的眼波，
映照着祖国大地上繁花似锦的生活……

呵，城市与乡村挂起喜悦与憧憬点燃的
灯笼，赶跑了黑暗与邪魔，昭示着吉利与祥
和，焚烧严冬遗留的残梦，抒发着人们心中的
豪情、欢乐，给年夜增添了美丽而神秘的色彩
和气氛，向阔步走来的新春致以热烈的祝贺！

春节
这是一个欢悦、祥和、团圆的日子，这是

一个开眼、开怀、开心的日子，这是中华民族
传统而盛大的庆典。龙的传人们以不同的
风俗习惯、以各种方式方法，渲染节日的情

绪，营造喜庆的氛围——大街小巷、屋内庭
院，挂起一盏盏红红火火的灯笼，映照着一
张张微笑的脸颊，映照着祖国大地上花团锦
簇的生活。爆竹声脆，鞭花吐艳，抒发着人
们心中激昂的诗情，展现着中华明天璀璨的
前景。把一幅幅绚丽的彩虹贴上门楣，把红
扑扑的祝福、期待、憧憬贴上门楣。雄健的
笔触飘逸出日子的骄傲，鲜红的色彩染透了
丰年的喜气。肩起牛皮鼓，舞起东方龙的磅
礴气势，敲响共圆“中国梦”的铿锵誓言，汇
成强国富民的万钧雷霆；扭起大秧歌，舒展
柔软的腰肢，变幻千姿百态的造型，渲泻生
活的喜悦和甜美，踢踏出节日庆典的欢快旋
律……处处弥漫着热烈的气氛，处处涌动着
欢乐的浪潮，处处展示着瑰丽的色彩……

呵，春节，中华民族历史沃土上长出的
一棵长青藤，爬进民间，每年的这个时候，总
会结出一嘟噜、一串串古老而又有新意的故
事与诗句……

年夜的灯笼（外一章）
□ 蔡同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