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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我们一起守岁
□ 浮石

那时，雪花落在屋顶上
砂锅里白莲藕在沸腾
我们围着塘火
开着“嘎斯”汽车驶进 50年代

爸爸跨过鸭绿江运送补给
妈妈在几百人的大会上
脱口演讲，年味和鞭炮
在“噼啪噼啪”声中弥漫

今夜，那些不太久远的
懵懂孩童时期忽略的
大雪，降临在你们
瘦弱而坚挺的身躯上

远处，夜空有烟花升腾
我看见窗外大地上
你们从梅枝上
燃烧的火焰中
相互搀扶着走来

行囊上的年关
□ 余波

行囊驮着月光
脚步叩响寒霜
岁末的风，割痛归乡的茧

烟花在异乡炸开
烫红了夜的眼眶
工地的塔吊沉默着
吊不起，沉重的年

酒液晃碎了孤影
杯中晕开故乡的模样
故去的亲人们，在烟火里守望
孩子的笑声，在远处飘荡

漂泊与闯荡 被写进年关
待明日，行囊再满上
向着远方，追那缕曙光

也许，归途的风里潜藏着
下一个春天的芬芳

春节序曲
□ 杜风

来自小镇的萝卜、菜苔、花菜
春的消息。我打开一个个分装袋
结实，整齐。似乎在嘲笑我
进城以后就过得没有规律，懒散
白萝卜、红萝卜，泥土味熟悉
花菜和红菜苔头上，露水眼睛明亮
很高兴在古城的腊月，再见旧识
腊货更加充足。此刻我感觉到春节
像外地工作的亲人，正在回家的路上
拧开其中一个酱菜的瓶子，香气
伴随口水。宛若熟悉的人来临
一首诗中的菊芋，小镇叫她洋姜
原来的一个学生家长。微信里
告诉我，她儿子今年去英国读博士
夜露日晒的等待，甜得脆响
他人生活的智慧即是一种劝慰
萝卜白菜的日子，也可以有仪式
把成人的春节，过成孩子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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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贴春联、挂灯笼的习俗，追溯已有千年
历史。刻印桃符上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
春。”今天读来古意又新象。

每到年根，母亲挥笔写春联，可谓一道风
景。她端坐书桌前，手握的竹笔与嘴上叼着的香
烟相得益彰。袅袅轻烟熏染她眯缝的眼睛，而注
意力全在笔头上。镇尺滑动，或楷体、或行书，潇
洒自如，那派头真的让人忍俊不禁。一沓沓裁剪
折叠的红纸印沾黑字，墨迹溢出清香，有红影烛
照的古意。“丽日和风春浩荡，花香鸟语物昭书。”

“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一副
副对联倾下如绣锦，带着前世的味道，又有现时
的欣喜，喜庆而美好。

除夕正午时分，厅堂正墙换上匾额和字画。
古旧的字画与门楣新帖的春联对应，透着玄幻色
彩。弟弟妹妹提着兔形小灯笼，正凝视梅花图出
神呢。盆火正旺，父亲一声“上菜啦！”缓缓开启
年的序幕。腊味双拼、花菇炖鸡、秘制鱼糕、清蒸
鲈鱼、红烧丸子……六盘八碗，肴馔上桌。全家
十几人围坐八仙桌，万响鞭炮齐鸣，一年中最隆
重的团圆饭开始。姊妹兄弟依次给祖父祖母拜
年行礼。此时，母亲拿出压岁红包：“好好存着
吧。”我开心地数着一张张崭新的毛票，甜蜜和满
足不言而喻。祖母拿出她缝制的新衣服、新鞋
子，摸着我的头说：“过年了，你又大了一岁。”

那时的年，淳厚而奢华。我以人之初的混沌

和敦厚，数着日子度过春节。春联带着向往和期
许，年年岁岁。那些跳动的字符如精灵，在脑海
里浮现灵动的鲜活，恭敬地安于门牖户枢。那些
时间的印迹，默默记载过往的故事，安静地留存
于记忆深处。岁月渐长的后天教化，有关春节的
物事被小心翼翼地珍藏。

人勤春早。踏过门前纵横阡陌，含苞的绿蜿
蜒到远山的尽头。雨水丰沛，浸养稻秧，滋润青
麦棉苗，泥土深处涌动无定的力量。我躬身田间
除草拔秧、点豆种蔬，把希望融进平畈的土地。
春之梦，夏之光，秋日黄昏最浪漫。依偎田埂看
稻浪翻涌，绚丽的云霞涴净，星星挂头顶。打谷
场的号子响起。晚风下摇动的谷子从指缝间漏
下，苦累全然不觉。其时的耕为物质生活所需，
读却代表精神活动使然。耕读的演进过程，即耕
道而得道的实践。置身田园，心思如水。一锄一
耕，都是欢喜之事。

时光总会把人抛。如今的春节，对我而言只
添新岁。虽有期待和喜悦，却有说不出的惶恐。
现代生活赋予节日新的内涵，可旅游、可探访、可
怀旧。我除了心灵的整理，便是把过去一年的得
失收藏，悄悄等待春天来临。

时代给予每个人年轮，构成年轮的内容包括
方方面面。其中老屋前后院挂灯笼、贴春联的热
闹场景，以及母亲书写春联的印迹，如绽开的花
儿，一朵朵，特别好看！

春贴印迹添新岁春贴印迹添新岁
□□ 方华敏方华敏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又是一年小年到。
在我的家乡，小年是春节的序曲，是热闹与

温馨的前奏，承载着满满的年味与乡愁。清晨，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家家户户的烟囱便开始冒出
袅袅炊烟。厨房里，母亲早已忙碌起来，灶台上
支着一口大锅，里面煮着黏稠的麦芽糖稀。随着
柴火的噼里啪啦声，糖稀在锅中咕嘟咕嘟地翻
滚，散发出诱人的香甜气息。这是用来祭灶的灶
糖，也是孩子们翘首以盼的美味。灶糖有多种形
状，有长条的，像一根根金黄的腰带；有圆圆的，
宛如一个个小巧玲珑的金元宝。我们围在锅边，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恨不得立刻伸手去抓。母亲
一边用铲子翻搅着糖稀，一边笑着呵斥：“别急，
等祭完灶王爷，就有你们吃的啦。”祭灶是小年的
重要仪式。祭灶过后，便是大扫除。全家人齐上
阵，拿着扫帚、抹布，把屋里屋外清扫得干干净
净。扫去一年的尘埃，也扫去一年的晦气，寓意
着辞旧迎新，迎接新年的吉祥与好运。我们爬上
爬下，把房梁、窗台、家具都擦拭得锃亮。虽然累
得满头大汗，但看着焕然一新的家，心里满是成
就感。大扫除不仅是对家的清洁，更是对生活的
一种整理与期待，把旧的烦恼和不顺都清扫出
门，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

小年这天，家家户户还会贴窗花、写春联。心

灵手巧的奶奶拿出剪刀和红纸，坐在暖洋洋的炕
头，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剪出各种精美的窗花。
有栩栩如生的蝴蝶、活灵活现的金鱼、吉祥如意的
福字……每一张窗花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新年的祝福。我们把窗花贴在窗户上，红彤彤的，
映照着冬日的暖阳，整个屋子都洋溢着喜庆的氛
围。父亲则铺开宣纸，挥毫泼墨，写下一副副春
联。那刚劲有力的字迹，承载着对新年的美好愿
景，贴在大门两侧，仿佛在向世界宣告，新的一年
即将到来，我们要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它。

夜幕降临，家家户户的灯火通明，热气腾腾的
饺子端上了桌。饺子是小年夜的主角，寓意着团
圆和美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饺子，一
边唠着家常，分享着一年来的喜怒哀乐。饺子馅
儿丰富多样，有猪肉大葱的、韭菜鸡蛋的、牛肉芹
菜的……咬上一口，满嘴都是幸福的味道。屋外
寒风凛冽，屋内却暖意融融，这顿饺子吃得我们心
满意足，也让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家乡的小年，是忙碌与喜悦交织的时光，是
传统与亲情融合的盛宴。它让我们在寒冷的冬
日里感受到浓浓的暖意，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
铭记家的温馨与美好。无论我走到哪里，家乡的
小年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回忆，是我灵魂深处
最柔软的牵挂。

又是一年小年到
□ 秦本灿

编前语：岁末年初，辞旧迎新，过年——
这一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与浓厚情感色彩的
时刻，本期副刊推出“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
特别策划，以飨读者。我们精心挑选了多篇
诗歌与散文佳作，它们或清新脱俗，或深沉厚
重，或温情脉脉，或哲思悠远，共同构成了一
幅幅丰富多彩的过年画卷。

在我记忆深处，坐落在金镶园山脉
的老家，过年时邻里间浓浓的乡情，带
着乡风乡俗的年味，如同窖藏多年的美
酒，历久弥香。

腊月二十前后，故乡像是被新年的
钟声唤醒，从寒冬的宁静里慢慢复苏，处
处弥漫着“忙年”的气息。这气息，是生
活的烟火，是对来年的期许。大人们在
街巷间穿梭，扫扬尘、打豆腐、杀年猪、写
春联、办年货，虽脚步匆匆却井然有序，
脸上挂着质朴的笑，那是迎接新年最真
诚的模样。孩子们则像欢脱的小兽，在
热闹中嬉笑玩耍，为村子添了不少生气。

那时的我，总像个小尾巴似地跟着
父母去集市。孟家铺的小集市，一到年
关就热闹非凡。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谈
笑声，交织成一曲市井欢歌。摊位上的
年货琳琅满目，像一幅多彩的民俗画
卷。卖棉花糖的小摊前，那蓬松的糖宛
如云朵，散发着甜蜜的诱惑；卖甩炮的
地方，噼里啪啦的响声，好似新年的鼓
点。父母看着我眼里的渴望，总会笑着
满足我，给我买新衣、小玩意儿。我穿
着新衣在伙伴间炫耀，满心欢喜。

腊月二十三，母亲早早起来清扫扬
尘。她戴上草帽、系好围裙，手持扫帚，
认真地打扫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阳
光洒在她身上，她专注的模样仿佛在进
行一场庄重的仪式。经她打扫后的家，
窗明几净，充满了清新与希望。这整洁
的家，是新年的底色，也是我记忆中温
暖的一隅。

印年粑是故乡年俗里极具仪式感的
环节。母亲制作年粑时一丝不苟，精准调
配粘米粉和糯米粉，耐心揉面，直到面团
光滑劲道。一家人围坐一起，分工协作，
揉粉、印粑、蒸粑。我们小孩子也凑热闹
帮忙，虽然印出的年粑形状各异，但屋里
的欢声笑语成了年味中最动听的音符。
亲情在热气中升温，年味在忙碌中弥漫。

杀年猪是故乡年俗的重头戏，大家
都叫它“福年猪”。腊月二十五、六，村
里热闹起来，屠夫们忙碌着，肥猪的叫
声和人们的谈笑声交织。主人家用新
鲜猪肉酬谢帮忙的人，这简单的往来，
饱含着浓浓的乡情和邻里间的互助。
在这喜庆的氛围中，年味愈发醇厚。

除夕，是故乡年味的高潮，也是最
团圆的时刻。一家人围坐在摆满美食
的桌前，老酒香飘四溢。大家举杯欢
庆，互道祝福，亲情在这一刻满溢。饭
后，父亲带着我们贴春联，鲜红的春联
在白雪映衬下格外醒目，传递着吉祥。
水缸蓄满清水，家中弥漫着庄重的气
息。夜晚，灯火通明，鞭炮声此起彼
伏。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嗑着瓜子，
谈着过去和未来，温馨而惬意。火光映
照着亲人们的脸，这团圆的画面成了我
心中最难忘的故乡年味。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时光
流转，故乡的模样或许已变，但那浓浓
的年味和乡情，早已深深扎根在我的心
底。那年那景那情，将永远伴随我，成
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永不褪色。

乡风乡俗年味浓
□ 赵焕明

过年啦，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处处
洋溢着浓浓的年味。而在这欢庆的时
刻，手机也成了我们感受年味的重要载
体，它小小的一方屏幕里，藏着无尽的
热闹与温馨。

守岁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电视里播放着热闹的春晚，欢声笑语此
起彼伏。而手机，也在这个时刻忙碌起
来。微信群里，红包雨如潮水般涌来，
带着新年的祝福和惊喜，不断在屏幕上
跳跃。大家或低头专注抢红包，或笑着
分享抢到的战利品，手机成了连接亲情
的纽带，让这份年味更加鲜活。

就连我那5岁的小女儿，也凑热闹
地拿起手机，小手指在屏幕上划拉着，虽
然还不太熟练，但那份参与的热情却让
她的小脸蛋上洋溢着兴奋。她学着大人
的样子，点击红包，当看到那一串串数字
跳出来的那一刻，眼睛里闪烁着喜悦，仿
佛这小小的红包里，藏着无尽的宝藏。

烟花、鞭炮、笑脸、福字……各种充满
年味的表情纷纷登场，为这份热闹增添

了几分趣味和生动。大家在群里发
送着祝福和表情，彼此传递着新
年的喜悦和温情，手机成了我
们表达情感的舞台。

更有趣的是，手机里

还藏着许多独特的年味元素，让这份
情味更加浓厚。那款以春节为主题的
壁纸，红彤彤的颜色，喜庆的图案，每
次打开手机都能感受到新年的氛围扑
面而来，手机屏幕成了一扇通往节日
世界的窗。春节特别版的APP图标也
换上了新装，一个个都披上了节日的
盛装，有的戴着小红帽，有的挂着小灯
笼，仿佛在向我们拜年，传递着节日的
欢乐。

而手机的铃声和通知音也加入了
这场盛宴。欢快的春节旋律作为铃声，
每次响起都能让人心情愉悦，仿佛是新
年的使者在耳边轻声细语。就连平时
不起眼的通知音，也变成了喜庆的小鼓
点，每次有消息传来，都像是在为这份
年味添彩。

手机里的相册也充满了年味。家人
们纷纷分享着春节的照片，有团圆的饭
桌、有热闹的街景、有绚烂的烟花……每
一张照片都记录着这个节日的点滴，手
机成了我们珍藏年味记忆的宝库。

时代在变，年味也在变，但那份对家
的眷恋、对亲情的渴望、对新年的期盼，
却永远不变。手机，这个小小的设备，承
载着我们对年的记忆和感情，让这份年
味更加独特而难忘。

手机里的年味
□ 张元丽

我们的节日·春节

春节离我们的脚步越来越近，带着一年的风
尘仆仆与收获满满，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飞向了那
片熟悉的土地——我的老家。那里，有炊烟袅袅
升起的温馨，有四季风景如画的美丽，有潺潺流
水的韵律，有邻里间质朴无华的笑容，更有那份
无论走到哪里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和化解不
开的浓浓乡愁。

驱车驶过那条熟悉而又略带陌生的村水泥
路，两旁的梧桐树似乎比往年更加茁壮挺拔，仿
佛也在以它们独有的方式欢迎着归乡的人们。
随着车轮的缓缓滚动，心中的激动与期待也如潮
水般涌来。远处的雨台山、马洪山、海子湖渐渐
清晰可见，它们静静地守候着这片土地，也守候
着每一个归家的灵魂。

踏入九店小学旁边村口的那一刻，一股久违
的亲切感扑面而来。村头的老榆树下，几位老人
正围坐在一起，晒着冬日里难得的阳光，聊着家
常，偶尔传来阵阵爽朗的笑声，那是岁月沉淀下
来的宁静与安详。我停下脚步，向他们一一问
好、握手、递烟，那份温暖瞬间填满了我的心房。

沿着通往马洪山下老家的石子路继续前行，
从西到东，家家户户门前都挂起了红灯笼，贴上
了红彤彤的对联，一派喜气洋洋过年的景象。孩
子们在家门口追逐嬉戏，笑声不断，偶尔传来鞭

炮的噼啪声，那是孩子们对新年最纯真的

期盼和喜悦。我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生怕惊
扰了这份难得的宁静与和谐。

走进家门，一股熟悉的饭菜香扑鼻而来，那
是母亲的味道，是家的味道。厨房里，母亲正忙
碌着准备年夜饭，她的身影在蒸汽中若隐若现，
显得格外温馨而美好。

年夜饭的餐桌上，摆满了蒸、煮、炒各式各样
的菜肴，每一道菜都承载着家人的爱与期待。我
们围坐在一起，举杯把盏，共祝新年，分享着过去
一年的点点滴滴，也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父亲讲
述着村里的变化，母亲则不停地往我的碗里夹
菜，生怕我吃不饱。弟弟妹妹们则兴奋地讲述着
各自的故事，笑声、谈话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
幅温馨而幸福的画面。

饭后，全家人一起守岁，看春晚，聊家常，享
受着难得的团聚时光。夜深了，窗外偶尔传来几
声狗吠，更显得夜的宁静。我躺在床上，望着天
花板，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满足。

感谢这份传统习俗和年节，让我无论身在何方，
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感谢这份亲情，让我在人生的
旅途中，始终有一个温暖的港湾可以停靠。未来的
日子里，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份记忆都将伴随
我左右，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而
我，也将继续传承这份习俗，让我的孩子们
也能感受到这份来自老家的温暖与幸福。

回家过年喜洋洋
□ 罗定坤

西江月·新春贺喜
□ 张卫平

吉庆楹联高挂，清香腊味加持。春
来瑞气漫花枝，笑语欢声如此。

旧岁阴霾尽散，新年车辆纷驰。良
辰美景赏心时，更祝频添福祉。

行香子·过年
□ 孙斌

鞭炮飞花，辞旧迎新。人享福，自
是精神。奔回村上，见到亲邻。看礼盈
手，笑盈脸，客盈门。

家庭工作，油盐柴米。把酒欢，侃
得真纯。不愁人老，共喜康身。祝新年
好，下年瑞，永年春。

行香子·新年
□ 徐梦灵

雪正纷纷，梅正精神。旧亭台、渐
隐啼痕。难为俗世，不染纤尘。想唱支
歌，喝杯酒，见些人。

饶经事事，亦自欣欣。看窗外、春
欲推门。荣枯有定，晴雨相亲。梦那么
灵，那么美，那么真。

迎新
□ 熊韬

腊中渐觉市声哗，诗手偏宜静处叉。
坐对骚经斟绿蚁，且看杯影浸梅花。

梓里新正
□ 彭龙

溪流雪水日潺潺，柳眼窥春淡着烟。
野兴不由尘事缚，垄头人向板桥边。

春联
□ 汪业盛

一
笔端纸上蔚烟霞，一字分明一簇花。
撷取晨光来万户，铺排春色到千家。

二
门楣今日皆增彩，幸福明年又焕新。
共享小康千户乐，平分大地两行春。

除夕吟
□ 沈光明

除夕已除尘，时空又一轮。
倾囊钱压岁，酌酒醉迎春。
待得桃符换，来看日历新。
人生经此夜，福伴越鸡晨。

乙巳春节寄怀
□ 王崇庆

绿酒红炉咏五更，听梅窗外报春生。
东风曼品年滋味，北国流连雪热情。
人醉莺歌波滟滟，鱼迷柳态鸟声声。
银蛇起舞心何壮，不忘当年万里程。

乙巳迎春
□ 王学美

年复一年更复更，腊梅香过柳芽生。
新莺旧燕往来客，流水高山南北情。
春满千江开画卷，酒添几盏惹吟声。
莫叹两只昏昏眼，也向苍穹望雁程。

乙巳新年
□ 欧平

门贴红联送岁华，春风携福到吾家。
紧敲社鼓金蛇舞，高挂灯笼梅影斜。
圆子鱼糕五粮液，桃酥米果六安茶。
更深醉把骚肠动，铺写诗笺映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