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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千门
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过年了，腌制的
腊肉、腊鱼、香肠，晾晒的豆皮、阴米、苕皮子，火
红的春联、大红的灯笼、除夕的“福”字，把欢乐、
祥和、美丽的中国年点缀得年味十足、氛围更浓。

那些年，在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农村，到处
可见老先生忙着写春联、送货郎忙着做生意、裁
缝师傅忙着缝新衣……还有拍渔鼓筒子、打三
棒鼓、说书的、唱戏的民间艺人走村串户的为

“年”助兴；舞狮子、玩龙灯、划采莲船、玩猴把
戏、皮影戏的班子隔三差五地在村子里轮流上
演，真可谓人山人海、好戏连台、场场精彩！那
些年、那些人、那些事，点点滴滴、满满的回忆，
我们曾经拥有！

“年”，是吉祥、是幸福、是团圆的象征。过
年，张灯结彩的春联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传统民
俗，它既喜庆又雅致、既简洁又精美、既进入眼帘
又沁人心脾。千百年来，像“天增岁月人增寿，春
满乾坤福满门”“社会主义好比千年不老松，四化建
设犹如万代幸福泉”“春风迎门楼高拔地起，改革开
放腾飞中华魂”“百世岁月当代好，千古江山今朝
新”“百花争艳同心共筑中国梦，万马奔腾山河锦绣

新时代”……春联，蕴藏着不同年代特有的烙
印，饱含着新时代浓浓的家国情怀。

写春联，感知“年”的气息。我的伯父马
于璋大人是十里八乡为数不多的教书先生，
他一手清秀的毛笔字人人称道。每次帮乡
亲们写春联、换“家神”、写寿联，我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打小就想学写毛笔字。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在伯父的影响、熏陶和点拨下，

悉心练笔终有成。这些年来，曾经过年时
在村里、在学校、在军营、在驻村的地方，
我书写的一幅幅春联让“家”更有了“年”
的味道！

送春联，拉近“年”的距离。自2018年4月
以来，我一直参与和见证着公安县的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乡村振兴工作，在美丽的“三袁”故里，

我驻守的孟家溪镇南港村、埠河镇复兴场村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几年，每当普天同庆、辞
旧迎新的时候，无论顶着风、冒着雨、还是迎着漫
天飞舞的雪花，我都会很开心地将自己加班加点
写好的春联和“福”字，一一送给我心心念念的曾
经的贫困户，如今的脱贫户、监测户、特困供养户
和部分一般农户手中。“年”近了，一副副春联、一
个个“福”字，埋藏着一个个小小的“微心愿”和一
个个满含期待的祝福，一下子让我们的心更暖、
情更浓、缘更深……

贴春联，彰显“年”的活力。这也是我最爱
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贴春联是有讲究的，上联
以仄声收尾、下联以平声收尾，而且一定要将
上联贴在右手边，上下联平仄相对，一般下联
都是用律句等。我一边贴春联一边教村里的
乡亲们如何认定何为上联、何为下联，许多打
工返乡的年轻人都说好有学问、好长知识，以
文化人、文明乡风，那一刻我心里总有一种说
不出的快乐！

如今，在我所帮扶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复兴场
“水清幽静闻鸟鸣，引渠入怀好风景；借问桃源今
何在，北闸脚下复兴村”。要说春姑娘是春天的
使者，那么春联传递的就是新年的祝福。楹联里
的乡村，春联让辛勤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在一元
复始的时候感受万象更新、勃勃生机；春联作为

“年”的符号之一，在新时代传播着向上向善的正
能量、焕发出独有的魅力；春联是对五千年文明
古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让我们伴随平安、
健康的中国年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起向
未来！

冬日暖阳下，看着乡亲们门前火红的“春
联”、大红的灯笼、红红的“中国结”，城里乡村还
有龙灯、狮子、采莲船、荆河戏、五虾闹鲇……不
禁为古人将赶走“年”这一种凶兽，采取放鞭炮、
穿红衣服、敲锣打鼓、贴红对联等方式演变成过
年的习俗点赞！

走过风霜雪雨，期待春暖花开。

“年”与春联
□ 马一军

初 识 年 ，是 在 课 文 中 。 甲 骨 文 字 的
“年”——刻着人负禾之形，意指农人背着谷物
回家。老师教我：谷禾一岁一熟。“年”与“谷”
周期相同，故曰：五谷皆熟唯有年。

世间万物皆有归属，就像春蛰伏于冬的深
处，终将迈过季节的门槛随风而来，花开花落。
告别旧岁，似乎不必说再见，不必说挽留。所有
的收获和失去、欢笑和泪水，都于此时释然。

踏上故乡的土地，融融暖意扑面而来。方言
的霸气藏有天长地久的热烈。满街的喜庆，铺天
盖地的红，寓意满满幸福和美好。穿过小巷，捡
拾的皆是旧时的痕迹。那些摆着斑花麻雀卵、牙
印长命锁的货摊，那些叠印各种花纹和图案的布
店，还有装有糖果、文具、小人书的柜台。

走进老屋，“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然
而那个笑眯眯倚门迎望、为我做出满桌佳肴的父
母不在了，那个把我捧在手心的祖父祖母也不在
了。阳光挤进半开的门窗，低低的风声，就像他
们轻轻的絮语，温暖的摩挲；或如亲切的指令，都
在无言间传予了我。姊妹都以为他们去了天堂，
惟独我知道她们还在人间。

时光容易把人抛。
儿时，我放鞭炮，迎财神，“小辫朝天红线扎，

分明一只小荸荠”，蹦蹦跳跳迎新年。厅堂书桌
上的台砚墨香悠悠，母亲跷着二郎腿，嘴上叼着
香烟，正给前来我家求“墨宝”的邻居书写春联。
侧屋门额挂着绣锦——祖母手绣的牡丹。大红
底子粉色花，簇簇开在浅绿叶间。淡淡纹路暗处
若现、明处若隐，掩不住的富贵。绣锦与灶堂的

火光相辉映，把厨房案板上排列的蒸菜照亮。那
组白瓷兰花碗最惹人眼馋。碗底挤密地摆放着
红皮扣肉，肉上覆盖层层淡黄色的米粉。待蒸熟
上桌碗扣盘中，揭开就是金风玉露啊。肉质散溢
的油彩，像打磨过的农家日月，润泽、明亮。

萧萧雪影，交织腊月最后时光。祖父将放置
墙角的爬犁、锄头、风斗等贴上福字。院梗上凌
寒的梅独自绽放，祖母悠悠穿行树下，剪一束梅
枝，恭敬地插入瓷瓶，供奉家堂菩萨像前。再秉
一对分岁烛，燃一炷檀香，双手合十，默默念叨：

“天高日月悬，地厚生黄金”。如《旧约》里的老先
知，颔首微笑，满是虔诚。

满屋灯盏亮起来，寄意地久天长。母亲拿
出装有压岁钱的红包给我：“好好存着吧！”我
开心地数着一张张崭新的毛票，心中的甜蜜不
言而喻。祖母拿出她缝制的新衣服、新鞋子给
我穿上，并摸着我的头说：“过年了，你又长大
一岁”。

我的往事就这样永远寄存于老屋。父母、祖
父母走向岁月深处，身影模糊，惟有往事不曾远
离，心可有忆。

乡村的年，永远值得追逐。
时日渐明，春天的色彩渐浓，阵阵清风已将

草木与稼禾轻轻唤醒，并染上绿的颜色。含苞的
浅绿，恰是心间绿色旋律的物化。我为大地记述
乡村的荣枯、风霜、雨雪，还有起伏的编年史而深
深感动。它像一位长者，以一种无形的力量，一
次次牵引归来，完成心灵的朝圣。

一怀绮梦君知否，心底花红又一年。

年的断想
□ 方华敏

站在金凤广场中央，仰望荆州城
门宾阳楼，它古典、巍峨，城楼顶层精
巧设计悬挂了四米见方的行楷“春”
字，飘逸着春晚年味的芳香。古老的
宾阳门城墙上，镶嵌着赵朴初题写的

“荆州”匾额。整个宾阳门流光溢彩，
美轮美奂！

在央视春晚荆州分会场护城河沿
岸，一行行垂柳、一排排水杉，一棵棵
银杏，一簇簇迎春，挂满万盏灯笼，让
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护城河上，一艘艘古典式游船，灯
火通明。刘备招亲画舫，古装古戏，锣
鼓喧天。

狮头九孔东门桥，西连古城荆南
路，东接沙市江津路，南担九龙柱台，
北挑金凤广场。亮化工程将它点缀得
仙景一般，平时这里就是旅游古荆州
的必游之处，让人流连忘返！在桥北
侧的整个桥身上，排列着五条喷水管，
从20余米高处向前喷洒，抛向河里，
东岸护坡栅栏亦排列5条喷水管向西
喷洒，河中心两个20管喷泉一喷冲
天，似彩虹、像瀑布，在各种霓虹的作
用下，五光十色，精美绝伦！

从全国龙舟竞技场九龙渊、镇守
荆州东门的九龙柱台和与之遥相呼应
的金凤广场沿护城河向北，紧接明月
湿地公园，它似玉带与古城墙相拥。

园中屈原广场上耸立的屈原雕像
让人肃然起敬，园里精巧布局的求索
桥、明月桥、望月桥、龙凤桥，各具古
风。一座座九曲长廊，蜿蜒22平方公
顷，恰到好处，让人平添曲径通幽之
感。每到夏日，满园莲荷菱叶，奇花绿
草满目，百鸟筑巢于园内湖中大小岛
屿、湖堤之上的水杉之巅，时而翱翔，
时而嬉闹，好一幅百鸟戏水图。千盏
古楚灯，遍及全园大路小径。数万株
上百种绿植，满园春色。树在水中长，
水在林中荡，荆楚水色集一园，园林美
景在明月。

央视春晚，除夕迎春，最忆是荆
州！我遐想联翩，对荆州的神圣之感
油然而生。

我漫步文王大道，穿越三千年，感
受着厚重的历史。

禹划九州，始有荆州。在荆楚大

地上，自公元前689年始，楚国六朝
34位帝王，其中有20位楚王在荆州
城西北角五公里处的纪南城建都，是
为郢都，历时411年。荆楚大地成就
了楚国曾经的辉煌。东周时期楚国高
等级贵族墓地——熊家冢被发现、发
掘，全世界考古界誉之为罕见奇迹，人
称“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当之无
愧！然而，此时此刻，我似乎听到了伟
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悲愤感叹“虽
九死其犹未悔”，看到了他终带着“吾
将上下而求索”的遗恨投江汨罗；我仿
佛环绕古城内外，历数荆州博物馆的
林林总总。近20万件藏品，史前玉
器、商周青铜器、越王剑、织绣品、楚秦
汉简牍、漆木器、西汉古尸、开元观
……世间独有。一座博物馆，半部古
代史。从天下第一循吏孙叔敖到明万
历首辅张居正，从荆州走出去的宰相
达138位。然而，此刻我耳边犹如响
起诗人曹松的呻吟：“凭君莫话封侯
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仿佛听人话
三国，说荆州，后半部三国，都围绕着
荆州而展开。

那阵阵厮杀声犹在耳边，那一个
个鲜活的人物，在我脑海萦绕。是
啊，刘备以得荆州而始，失荆州而
终。这时我似乎听到了诸葛孔明“出
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
年一叹。

我驭金凤，神游荆州。瞰松滋，观
洈水，听酒仙吟唱“将船买酒白云边”；
品石首笔架山鱼肚，享苏轼“粉红石首
仍无骨”的美味。逛桃花岭人间仙境，
赏范成大“楝子花开石首来”的田园长
诗；见洪湖浪打，野鸭成群，观监利水
韵，子牙垂钓，隔江远眺岳阳楼；骑金
凤溯江而上，巧遇江陵江面上一叶小
舟迎面直下，听得诗仙仰天吟诵“千里
江陵一日还”；过公安，寻孟溪，明代袁
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创文学
流派“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
套”；金凤随人意，飞临沙市岑河镇，仿
佛看见边塞诗人岑参正吟诵着“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马上
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人在西北，怀念荆州，情真意切，
宛如昨日。古荆州灿烂，今日更辉煌！

除夕迎春，最忆是荆州
□ 吴大刚

说到记忆中的春节食品，最难忘
的莫过于糍粑了。

上世纪70年代或更早生于农村
的人，没有不记得糍粑的。在物质并
不富裕的那个年代，糍粑是大众化的
过年食品。每到冬季，家家户户杵糍
粑的时候，村子里就开始流淌糯米的
香味。一般来说，杵糍粑前，需要将
上好的糯米用清水浸泡一个晚上，甚
至更长的时间，直至糯米看上去晶莹
剔透，洁白亮眼。第二天，将糯米捞
出淘洗、滤干、沥净，连水装进饭甑
后，盖上圆圆的木制锅盖，置于大灶的
铁锅上，接着就在灶膛内支起木柴，猛
火燃烧了。

杵糍粑讲究快、准、稳，这样糯米
才能杵得均匀、瓷实，有韧性，做出来
的糍粑才细腻、柔软，口感好。杵糍粑
一般是四个人围着石臼各站一方，四
根粑棍一按一扯，依次往返。随着杵
的频率开始加快，力度开始加大，先前
有节奏的按、压要逐渐变成猛烈的捅、
捣！杵着杵着，原本饱满圆润的糯米
被碾压成粉，直至成为一团纯白的云
泥，如膏似脂，绵软柔韧，几根粑棒交
错拉起的刹那，还会扯出细细的白丝，
如一道道耀眼的光。

杵糍粑是个技术活，还是个力气
活。当石臼内糯米牢牢黏住粑棍时，
就有人开始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了。
每到这时，便有人自告奋勇，接过粑
棍，围绕石臼走马灯一样边走边杵。
为了更好地使力，不将棍子和糯米缠
在一起，他们手中的棍子下得快，收得
更快，大家一鼓作气，向着糍粑将熟的
高潮阶段冲刺。

“揣糍粑、杵糍粑，一棍挨到一
棍下，糯米揣的活团哒，做的糍粑
圆溜哒，婆婆吃得笑哈哈，不把爹
爹忘记哒……”这时，一阵号子声传
来。杵糍粑时喊号子，一是保证动作
协调，配合默契；二是可以鼓舞士气，
活跃氛围。看到这熟悉的杵糍粑场
景，我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思绪从现
实又被拉到从前。

依稀记得，儿时的冬天，哪家要杵
糍粑了，左邻右舍都会过来帮忙。男

人们出力杵糍粑，女人们协助按糍粑，
小孩们则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人身后，
只为抢吃还没完全做好的糍粑。糍粑
是有多种吃法的，除了煎、炸、煮、蒸，
最有印象的吃法就是烤了。除夕夜，
一家人围着火盆守岁，当火钳支在燃
着的树蔸旁，上面放一块硬梆梆、湿漉
漉的糍粑时，会听到“噗哧噗哧”的声
响，那是糍粑上的水气落到火堆的声
音。起初，它的身体遇热后会变得软
塌塌的，接着，就开始变得胀鼓鼓的。
不用多久，向火的那一面就外焦里嫩，
金黄金黄了。等一边烤熟后，得赶紧
将另一面翻转过来。几次来回后，看
到糍粑越撑越大，小孩子们就开始猴
急似地催叫：大点！大点！再大点！
突然，“嘭”的一声，糍粑的肚皮炸开
了。或是兴奋不已，或是受到惊吓，拿
火钳的手一抖，糍粑掉在了灰烬里。
孩子们这时会顾不上烫手，迅速从火
盆中将糍粑抢出，在身上拍打几下后，
便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这一口下去，
顿觉口中的糍粑软糯拉丝，回味悠长，
至今还是唇齿留香。想想那时候，烤
完糍粑后，还不忘沿着糍粑的边缘，将
鼓鼓的表皮有意挑破，只为伴随着糍
粑的吱吱作响，看一股白气从糍粑肚
内一溜烟似地钻出来，那感觉真是惬
意无比，妙趣横生。

起！正在回忆期间，不知道谁一
声大叫，只见四根棒子直插臼底，一团
白光倏地闪过后，刚刚还在石臼内的
糯米面团“啪”地一声，重重地落在了
旁边的案板上。这时，围在案板周围
的人争先恐后，揪起温热糯软的面团，
拍的拍，捏的捏，拧的拧，搓的搓，不一
会功夫，上百个成形的糍粑便齐刷刷
地铺在了案板上。

“揣糍粑、杵糍粑，一棍挨到一棍
下……”又一阵号子声传来，第二锅糍
粑又开始杵了。如今，为了省事，杵糍
粑的越来越少，机器打出的糍粑早已
变得稀松平常。可我，依然怀念当
年的糍粑，与其说是怀念当年糍粑的
芬芳味道，不如说是怀念当年人与人
之间的那份友善纯朴。因为号子声
声、情义绵绵，粑香虽远、岁久弥珍。

号子声声粑香远
□ 戴军

总有一种羁绊萦绕在心头，这是华夏民族特
有的节日，春节、年，这象征团圆的词汇里包含了
太多关于亲情的元素，对于我而言这元素最好的
寄托，就是年夜饭中那一份美味的酸甜排骨。

年幼时的我，盼望春节，是因为在那物质并
不富裕的年代里，阖家欢乐的日子中有着难得的
美味；青年时期的我，盼望春节，是因为漂泊在
外，对家的思念与日俱增，春节就是象征团圆的
时刻；中年时期的我，期盼春节，是因为对世事已
有些许洞悉，在充满温情的春节，更能看到亲情
的温馨与家风的传承。

一如既往，年夜饭上，酸甜排骨是妈妈的拿
手好菜。细腻的肉质伴随着咀嚼慢慢在味蕾炸
开，酸与甜在口腔中发生奇妙的碰撞，味觉所产
生的兴奋蔓延至全身，让人忍不住细细品味，这
份适可而止的酸与恰到好处的甜，带给全家人最
极致的美味体验。难得的团聚，让一年中不顺顷
刻间悄然散去，也许生活就是这样，酸酸甜甜，喜
乐参半，才是生活本身的味道。全家团团圆圆，
伴随着窗外的万家灯火，这是一年到头全家人共
同的期盼，这是对全家人一年辛劳的最好抚慰，
此刻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相比以往，不变的是桌上的美味。只是
此刻，突然发现外婆的步伐相比往年，多
了几丝蹒跚，苍老的面容里似乎又多了
几分憔悴，时光丝毫没有对这饱经风霜
的老人网开一面，岁月的痕迹让我们晚

辈心中多了几分疼惜。一个家族的传承源于老
人，发扬于壮年儿女，强盛于幼年子孙，这是亘古
不变的自然规律，却也在时刻提醒我们晚辈要在
生活中多去关爱他们。老人们的今天，就是父辈
们的明天，更是自己的最终归属，让爱充满家庭
每一处地方，是我们家风的传承。再看母亲，眼
角的皱纹又多了几缕，相比去年，今天的她似乎
变得更加苍老，这几年她接过了外婆的衣钵，渐
渐成为了连接这个大家庭的纽带，孝敬父母，让
他们安享晚年，这是她对父母的责任；对晚辈亲
切的关怀，让我们儿女在爱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让家的温馨和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去。

如今，我把外婆与妈妈安顿在桌前，让她们
品尝自己所创造的美味，当一家人真正在此刻团
聚，年夜饭的气氛也渐渐步入高潮。长辈们的脸
上泛起了微笑，听着他们讲述一年中的琐碎。在
这顿饱含温情的年夜饭中，我深刻感受到：在不
断生长的家族之树中，父辈们用不断的奋斗撑起
了家族的枝干，外婆、母亲们用细腻的爱，为晚辈
们长出了遮蔽烈日、大雨的枝叶，这样相辅相成，
才有了如今充满温情的大家。

将爱延续，今日的母亲接过了外婆手中
的使命，我在心底身处也清晰地知道：伴
随时光的流逝，这份爱与责任，这份荣
耀终有一天也会来到我的手中，珍
惜这一过程，享受这一过程，让
更好的自己不辱使命，这就是我
对家庭最好的承诺。

爱的传承
□ 冯寒雪

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

感恩·祈福
□ 赵少琳

我们感恩 在这新年的光线里
彼此紧握 泪流满面
不用一句话 不用节日里的篝火
和礼花

我们祈福 在这新年的拔节中
举着火把 挂起灯笼
不用一句话 不用节日里的米酒
和奶茶

大地上
我们感恩 用铿锵的肺腑
我们祈福 用有力的钟声

迎新年
□ 廉钢生

红红的太阳升起来
新的一天来了
新的一年来了
抖起精神
去踏上新的征程

红红的霞光照过来
带来了光明
带来了祥瑞
迎着春风
去播种希望的种子

红红的灯笼挂起来
送走了腊月
迎来了正月
看那满街的灯火
吉祥如意阖家团圆

红红的鸽哨响起来
驱散了邪毒
赶走了晦气
看那洋溢在脸上的笑容
健健康康迎新年

红红的腰鼓敲起来
震响了云霄
震响了大地
欢歌笑语
响彻祖国大江南北

红红的丝带舞起来
舞红了山峦
舞红了黄土
霓虹闪烁
绵绣山河日新月异

红红的中国结扎起来
映红了清晨
映红了夕阳
凝聚力量
团团结结奔向美好的未来

新年辞
□ 孙 斌

临江仙·腊月
瑞叶今宵上榜，琼妃花撒城乡。
江山寒夜化银装。
玉成天地样，冷处有梅黄。

村里腊香流淌，风吹篁影摇窗。
夕阳如醉散红光。
杯中丰收荡，笑说下年祥。

清平乐·迎新年
窗花红漫，椒酒青瓷盏。
瓜果瑞香农家院，桌上鸡鱼菘满。
亲友把酒相攀，门前雪里同欢。
几处鞭声先起，春来天地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