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 醉 腊 月 红
刘 峰

日历翻飞 ，年光似水 ，恍惚之间 ，已进腊
月。 小寒晃过，“大寒过了就是年”，随着年关愈
近，故乡的腊月愈火、愈红。

腊月最为热闹的地方，要数村口。 从清晨
到黄昏，一声声车喇叭响个不停，在外打工、当
老板、做生意的人们开始陆续返乡。 家家户户，
欢天喜地，大家开始张罗抽年塘、分年鱼、杀年
猪 、熬年糖 、炸年糕 、赶年集 、打年货 ，抖擞精
神，直奔过年。

乡村年集，此时成了红色的海洋。 红红的
对联、红红的灯笼、红红的福字、红红的窗花、
红红的门神、红红的蜡烛、红红的爆竹、红红的
中国结，红红的糖葫芦，映得人的眼睛亮亮晶
晶，煞是好看。

广场上人气最旺的，要数春联市场。 当有
人嫌印刷的烫金对联不够表达心意，要求现场
泼墨写一副， 只见村里的书法家老张沉吟片
刻，挥笔立就，“东风浩荡春光似海，政策英明
盛世如花”，横批：振兴乡村。 笔笔龙飞凤舞，字
字淋漓飘香，人们拍掌叫好，要求再写一副。 很
快，又一副挥就，“绿水青山堪入画，红梅白雪
共迎春”，横批：福满人间。

有人要求给自家猪圈写一副，老张提笔即
来，“人开致富路，猪拱发财门”，横批：六畜兴
旺。 字字肥美，两相欢悦。

将家里掸尘后，人们开始选年画。 《抱鱼娃
娃》《鱼跃龙门》《蟠桃祝寿》《五子登科》《麒麟
送子》《人寿年丰》《年年有余》，大红大紫，非常
喜气；该挑窗花了，只见一双双锋利的大剪刀
在红殷殷的纸上嚓嚓嚓游走，龙凤呈祥、双龙
戏珠、鹿鹤同春、众星捧月、五谷丰登、喜鹊闹
梅、八仙过海，于白雪的映衬下，红红彤彤，诗
情画意；再购上一串红、红火棘、丹顶红、富贵
子、金钱橘等盆景，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腊月，办喜事正当时。 这些日子，十里八
乡，不时传来一串串哔哔剥剥的爆竹声，空气
里，整日弥漫着好闻的硫磺味道；雪地上，到处

撒着红若桃瓣的鞭炮纸屑。 火火的唢呐，火火
的锣鼓，红红的“囍”字，红红的新娘，成了腊月
一道最靓丽的风景。

这时分，生意最好的，要数村里的酒作坊，
一瓮翁地道芳醇的“地瓜烧”，是凝聚亲情、友
情、乡情的佳品，最能抚慰游子的心。 “问姓惊
初见，称名忆旧容”，几杯酒下肚，岁月拉近了，
友情又浓了 ，一杯杯 ，只喝得落日红酣 ，一声
声，尽是最美好的祝福。

一入夜，村里一片辉煌。 村广场换了新灯，
与天上的月亮争辉，照得夜同白昼，也照得人
心亮亮堂堂。 一灶灶柴火旺旺的，蒸煮炸卤，流
光溢彩，再浇上一勺勺红曲、红糖、红油，眼中
的一道道美食，更加红红艳艳，亮亮晶晶。

此时，爷爷奶奶给孙子，父母给长辈准备

了一个个烫金的红包。 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当地银行的工作人员上门揽储来了，一个个拎
着红红的“福袋”，那热乎乎的劲儿，感觉腰包
鼓鼓是那么的美好！

村前的池塘，此时已被抽得见底，鱼儿肥
美，蹦蹦跳跳，其中最抢眼的，是一尾尾浑身金
金红红的大鲤鱼，年夜饭，数它最喜庆。 一颗颗
心儿怦怦跳，一双双眼睛火辣辣。 分完年鱼，人
们开始杀年猪。 一声声“嗷嗷”叫，哀嚎声传十
里，多么的凄厉；一地白雪红梅，又是多么的喜
庆。 抬头，看见家家户户屋檐下，悬挂着红辣
椒、红高粱、红枣子，腊肉、腊肠、腊鱼，酱鸭、酱
鸡、酱鹅，通通红红，喜喜气气。

“三百六十五个夜晚，最甜最美的是除夕，
风里飘着香，雪里裹着蜜，春联写满吉祥，酒杯
盛满富裕，红灯照，照出全家福，红烛摇摇摇，
摇来好消息，亲情乡情甜醉了中华儿女，一声
声祝福，送给你万事如意……”一曲年年红透
大江南北的老歌，唱出了人们的豪情，唱出了
大家的憧憬。

———腊月红红，是喜庆的红，幸福的红，醉
人的红……

□散 文□诗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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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风 情
蔡同伟

腊 月
这是四季中人们情感最旺盛的日子。这个

时候 ，身居异地的游子 ，总要把浓浓的思念 ，
叠成燕翅放飞故乡 ；把亲切的问候 、祝福 ，通
过电 “鸽 ”传给老家 ；抑或装满沉甸甸的孝敬
与馈赠，揣着滚烫的亲情友情乡情，兴奋热切
地踏上归乡之路， 奔赴珍藏在季节深处那个
喜庆、团圆的日子。 而故乡的亲人则早早地备
好美味佳肴，掐着指头，盼望和等待着团聚的
欢欣……

这是一年中农家难得闲暇却又闲不住的
日子。时令虽冷，人们的情绪却十分高涨，心里
热热乎乎，专做开心的事。 张家粉刷着清新，
李家装修着气派，刘家赶做着时髦。 迎亲的队
伍雀跃出一路喧闹；戏迷们排演出满村欢乐；
民间老艺人剪裁出富贵吉祥， 土书法家挥毫
出希望与祝福……年糕馨香了腊月，炉火映红
了腊月，鞭炮炸沸了腊月……

腊月是一串炙手可热、 红红火火的红辣
椒；腊月是一坛芳香漫溢、味道可口的陈年老
酒。

忙 年
在中华民族这个传统而盛大的节日 ，忙

字，缠住了华夏儿女的精力。 忙着扫尘除秽，忙
着添置新衣，忙着采购年货，忙着相互送礼，忙
着挑选对联，忙着排演年戏，忙着拜亲访友，忙
着互致敬意……亿万人民沉浸在忙年的氛围
里。 越忙，精气神儿越足;越忙，心里越欢喜。 忙
中，享受着佳节的愉悦 ;忙中，体味着生活的甜
蜜;忙中，恭候春神的銮驾;忙中，走向崭新的希
冀……

扫 尘
扫去室内庭外的尘埃，清除屋内屋外的垃

圾，把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年关装扮得崭
新亮丽。 要过年喽，人们以这古老传统的仪式，
表达对春节的厚爱，抒发对春神的敬意。 扫啊
扫，扫去生活中的积垢，扫去日子里的晦气，扫

出道道洁净的风景， 扫出心中的舒畅惬意，扫
出新美吉祥的氛围，恭候春神的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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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擂起牛皮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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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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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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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夜的鞭炮
竹竿挑着一挂挂鞭炮， 挑起喜庆的丰年。

农人用激昂的诗情将它点燃， 点燃豪迈的心
声，点燃火火爆爆的辞旧迎新仪式，点燃出五
彩缤纷的童话世界。

哦，年夜的鞭炮，是熟透了的豆荚，一阵接
一阵地爆裂，是枣树上击落的红色雨点，哗哗
啦啦地坠落； 是老农点着一迭迭崭新的钞票，
清清脆脆地喧响；是储蓄员姑娘巧手敲打的按
键，噼哩叭啦地嬉闹……

鞭炮声中，门庭院落群星闪烁，大街小巷
繁花吐艳，山乡的年夜飞金流霞，灿烂辉煌。 鞭
炮声中，大人们眉飞色舞，孩童们欢呼雀跃，山
乡的年夜掀起经久不息的欢腾涛浪……

呵，年夜的鞭炮，抒发着农人欢愉的情感，
展现着山乡璀璨的前景。 年夜的鞭炮，将连得
紧紧的年尾岁头炸开， 蹦出个沾着满身花絮、
充满朝气的大年初一……

拜 年
眸子泻出甜甜的笑意，脸上盛开柔柔的欣

喜，新春佳节到来了，走啊，我们拜年去！ 拜长
辈、拜老师、拜亲友、拜邻居……掏出心窝里殷
殷的希冀，捧出肺腑里朗朗的祝语，敬上声声
热乎乎的问候，献上句句亲切切的贺词……诚
挚的拜年话，激昂着新春的情绪，浓郁的人间
真情，在正月四下漫溢。 呵，我们拜年，恭贺大
家生活美满，祈愿各位日子甜蜜，祝福祖国日
新月异 ;我们拜年，拜出新春佳节的热烈，拜出
男女老少的欢愉，拜出吉祥亮丽的新天地……

年 画
新春佳节，山村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张贴

着一幅幅崭新的、色彩斑斓的年画，张贴着一
个千年不衰的风俗。

年画闪耀着山乡日新月异的生活色彩，展
现着山乡的瑰丽风光，叙说着山里人的故事与
心愿，透出五谷丰登的气息，溢出富贵吉祥的
氛围。 怪不得山里人看得这么亲切、入神，品得

这么有滋有味，乐得眉里眼里都是笑。
瞧：那幅《山村巨变》里的景致，不正是咱

山乡的真实写照吗？ 《女农机手》里那位俊眉俊
眼、英姿飒爽的姑娘不就是南街的二凤吗？ 那
幅《人寿年丰》里鹤发童颜的老寿星，几乎与北
庄的老茂爷爷一模一样，《鲤鱼跳龙门》里甩动
红鳍的一对鲤鱼，莫不是从铁柱承包的鱼塘里
跳上年画的？ 《姐弟乐》里虎头虎脑的胖娃娃，
多像王奶奶怀里的孙子……

一幅幅年画活灵活现着山里人的生活，山
里人的生活定格成一幅幅年画。

乡村正月
从一阵阵噼哩叭啦的鞭炮声中走来；从沁

人心脾的年糕香味中走来； 从一句句热乎乎、
亲切切的问候声中走来， 走向乡亲的日子，走
向乡亲的生活。 哦，热烈、祥和、文明的正月，开
眼、开怀、开心的正月，崛起的乡村，到处涌动
着欢腾的浪潮，到处洋溢着热闹的气氛，到处
展现着瑰丽的色彩。 乡亲以各种方式，尽情享
受这个日子的欢乐、甜蜜。 擂动牛皮鼓，擂响乡
村振兴的铿锵誓言，擂起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
磅礴气势；扭起大秧歌，扭出欢快激昂的旋律，
扭出丰收的喜悦与豪情……一台台五彩纷呈
的文艺节目，感染着人们的情绪，把正月酿得
红红火火、沸沸扬扬。 老爷子、老太太聚集在热
炕头上，说甜道美，香喷喷的茶水浸泡着没完没
了的话题。中青年男人们围坐在饭桌旁，举杯把
盏，畅饮着生活的醇香。 花枝招展的姑嫂们，成
群结队，在大街小巷展览着骄傲与美丽，嘻嘻哈
哈的笑声撞开一家家的门扉。 年轻的小俩口带
着“一枝花”，骑着“野马”，走亲访友，交流着暖
融融的情感，畅谈着致富的体会和打算。天真活
泼的孩子们穿着崭新漂亮，追逐嬉闹，撒一路鲜
亮的童趣……每个人的脸上都盛开着甜美的微
笑，每个人的心中都鼓荡着和煦的春风，每个人
的心田都萌动着彩色的憧憬……呵， 正月是一
部线装古书，一幅传统风俗画，流传民间，每年
这个时候，乡亲都要拿出来阅读、欣赏，从中品
味出舒心惬意、振奋人心的感受……

□散 文

春 节 韵 味 长
甘武进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
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元日》诗中
分外熟悉的场景， 让我们感到北宋离今天并不
远。“新桃”“旧符”均为“桃符”。在古代，人们相信
桃树枝可避邪驱鬼， 因此要在大门两边放置桃
木、桃枝祈求平安。而今天，一些地方依旧保留着
这样的传统民俗。也就是说，在那些名家的笔下，
春节气象万千，总是令人回味无穷。

除夕守岁，一家人开怀畅饮，团圆取乐，共
祝新年。 最早以守岁习俗为题材的诗歌，大约
是南朝梁代徐君倩的 《共内人夜坐守岁》：“帘
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 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
催。 ”夫妻在除夕夜等待东方第一朵朝霞，就算
头上佩戴着沉重的首饰也精神百倍。 苏轼在
《守岁》中写道：“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晨
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 ”宋代席振起也有同名
诗歌《守岁》：“相邀守岁阿咸家，蜡炬传红映碧
纱。 三十六岁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 ”

岁尾年初 ，家家爆竹 ，户户焰火 ，不绝于
耳，气势如虹。 元代赵孟頫在《岁月》中说：“柳

絮飞残铺地白，桃花落地落阶红。 纷纷灿烂如
星陨，霍霍喧逐似火攻。 ”不过，守岁诗里也不
乏悲凉之作，最有名的当属陆游在除夕夜留下
的 《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
翁”成为了千古绝唱。 再如文天祥的《除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酒，挑灯
夜未央。 ”字句间流露出他在元政权大牢中度
过最后一个除夕的寂寞与悲怆。

时光流转， 古代诗人笔下的春节历久铭
心。 在近名家的笔下，春节也是景象万千。 丰子
恺的《过年》删繁就简：“我们约伴出门散步，买
花炮……不是两响头的炮仗和噼劈啪啪的鞭
炮，而是雪炮、流星、金转银盘、水老鼠、万花筒
等好看的花炮……我把一串鞭炮拆散，一个一

个地放，点着了火，立刻拿一个罐头瓶来罩住，
“咚”地一声，连罐头瓶也跳起来。 ”丰子恺笔下
的《过年》中对童年年味的怀念。 对于孩子，爆
竹声中是欢乐年味，缭绕在时光的年轮里。

“除夕真热闹。 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
的香味。 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
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
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 在外边做事的
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
祭祖。 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
觉，而都要守岁。 ”老舍笔下的《北京的春节》是
年味的群英荟萃，热闹、繁忙又有条不紊。 质朴
的笔调，朴实无华的语言，娓娓展现了人们忙
年、过年和拜年的风俗民情。

“腊月三十的除夕之夜，欢乐而又庄严。 阖
家团聚包饺子， 谁吃到包着制钱的饺子最有
福，一年走红运。 院子里铺着芝麻秸儿，小丫头
儿不许出屋，小小子儿虽然允许走动，却不能
在外边大小便，免得冲撞了神明。 不管多么困
乏 ，也不许睡觉 ，大人给孩子们说笑话 ，猜谜
语，讲故事，这叫守岁……小孩子们在饺子上
锅之前，纷纷给老人们磕辞岁头，老人要赏压
岁钱……”刘绍棠在《本命年的回想》以主要的
篇幅写了家乡火热的过年景象，描绘了一组色
彩缤纷的乡村年景图， 充满着浓郁的乡村气
息。

岁月何其短，春节韵味长。 作为中华民族
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凝结了中华民族温
情、和谐的民族心结，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血脉和思想精华， 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
仔细读来，如同打开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
卷：一些亲切的面孔宛在眼前，一些传承的文
化习俗温馨扑面，一些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照
亮我们迢迢来路，激励大家阔步迈向未来。

新 年
西杨庄

这是新的一年中的第一天，开始了
颤动的乐章：鞭炮
引爆喜庆的春雷，枝条
展露嫩绿的歌唱，大雪
将过往的错失宽厚地包容，人们
用焕然一新的形象表达出美好的祈愿
将那些离散和破碎的梦被逐一收拢。 随便
走在新年的哪个角落，温暖的亲情
都聚成一团，圆满富足的日子
在沿着健康的方向延伸。 不分贵贱
钟声在午夜准时敲响，为每一种微笑
填充生动的亲和力，为每一个明天
刻画风调雨顺的丰收图景，为所有的人们
送去平安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
此时此刻，大红灯笼亮上了新年的额头
美好的祝福四散开去
每一个都跨进了新年门槛，幸福
铺天盖地，谁也无法
躲开这些欢悦的撞击

春 节 气 象
鲍安顺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这句俗语， 把回家过年的意义， 说
得明白晓畅， 凸显出广泛的人文基础， 包含着丰富的精神内
涵。 那年俗， 千年传承， 在我们的灵魂里， 也在我们的生活
中， 根深蒂固， 不可或缺， 形成中华人文最独特的心灵气象。
一年之中， 回家过年的意义， 非同寻常， 它是生命的基因， 那
文化渲染的向心力， 无法抗拒， 也无法回避， 魔性般招摇我
们。 我们每个人， 在回家过年的理念里， 南来北往， 乐此不
疲， 充满信念、 寄托与渴望。

过了腊八就是年， 那年就像时光的风情年画， 让人们在忙
碌中守望， 也在守望里， 感知年的多姿气象。 过年， 是人们心
灵的寄托， 给一年的时光， 有一个交待； 那一年的辛勤忙碌，
总得有希望， 有期盼， 才有力量， 让过去更有意义， 未来更有
奔头。 是呀， 我们在年的交融中， 找到回家团聚的借口与理
由， 那是生活休闲的最好机会， 也是天伦之乐的幸福舞台， 在
岁尾冬闲时光， 生活的节奏渐渐放慢， 让我们心怀虔诚， 愉悦
轻闲， 急切从容， 步伐悠然。 腊月， 是迎接春节的前奏曲， 人
们扫房、 请香、 祭灶、 封印、 写春联、 办年货， 直到除夕夜，
都是马不停蹄， 奔走忙碌。 可以说， 中国人的年， 年意丰沛，
有喝腊八粥、 过小年、 除夕夜、 元宵狂欢、 二月二龙抬头， 真
是万象更新， 风情如画。

我常想， 年无处不在， 从老屋里点燃的长明灯， 到院落里
挂着的红灯笼， 还有贴春联的喜悦目光， 放花炮的炸响声， 踩
高跷的人影扇动， 舞龙灯的群情激昂， 那年时刻启动着， 犹如
礼花绽放， 暖流涌心。 其中所有的喜庆活动， 都在祈愿来年风
调雨顺， 五谷丰登， 让我们从中营建团圆平安的融洽气氛， 温
暖祥和的生活气息。 其实， 年传承千年， 在自觉演化与积淀
中， 形成独特的人文气象， 像一棵参天大树， 又像一条奔涌江
河， 辉映着中华人文的脚步声， 走进了时光永恒， 它光彩鲜
亮， 风情浓酽， 气象若霞。

年让春节， 赋予了精神气质， 无论祭祀神灵， 还是祭奠祖
先， 春节都在人们心中， 充满人寿年丰的强烈愿望， 包含生活
向上的美好憧憬。 年给年味， 增添了一抹亮色， 也赋予一份精
彩气韵， 且变化无穷。 比如从传统的登门拜年， 到电话拜年、
信息拜年、 微信拜年， 时移世易， 拜年的本质不变； 再比如从
古老的春联窗花， 手工印制的套色木版年画， 到网购的灯笼和
印刷贺年卡， 春节在传统审美的基因里， 熏染着新思想和新理
念， 可是那心灵归属， 殊途同归， 完全是一致的。 我想， 那
年， 放飞着气魄宏大的心灵归依， 在我们的精神向往中， 把农
耕文明的喜悦气象， 点亮熹微， 让我们的灵魂， 拥有历史的久
远记忆， 时光的丰厚内涵， 灵魂的民族气象。 其实， 年在我们
内心， 特质丰富， 品质佳优， 无论传统的， 还是时尚的， 都在
我们团圆的渴望中， 浑然天成， 像时光的雕塑， 挺拔永恒， 亘
古如初。

春节的气象里， 包含萧敬之意， 泰然于天地之间， 关乎人
心。 首先在于对上天的感恩， 这是敬， 敬天之恩， 让我们物富
民庶， 生活美好； 二是对父母的感恩， 这是孝， 让我们懂得珍
惜， 知晓天高地厚， 父母在上； 三是对社会的感恩， 这是诚，
一元复始， 万象生机， 大爱葳于天地， 也葳于心间。 人在新
年， 万物复苏， 天人同庆， 年是好日子， 福满乾坤， 它在人伦
与天伦的相合中， 在人情与天理的相符中， 在生命与自然的合
拍中， 天赐鸿福， 充满人性色彩， 弥漫生命意味。 春节时， 我
们对天地的信仰， 是对道的推崇， 对自然的尊重， 对生命的关
爱， 对人生的感悟， 它的伟大功勋， 是展示 “天地之大德曰
生” 的宏大主题， 是中国人的狂欢激情， 放飞礼乐文化的 “天
禧” 之庆， 是天德和天禄的思想， 在 “天乐” 时光， 横无际
涯， 让人心驰神往。

是呀， 年的内涵， 赋予年最核心的精神气质， 就是 “与天
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在 《周易·文言传》 中， 那 “天人合一” 的思想， 让春节在精
神上归有所宗， 它在除旧迎新的万象更新之时， 让生命的追
求， 有了依附感和成就感， 也让我们的理想和感恩， 拥有了天
赋之赐的芳华， 熠熠生辉， 世代相传。

黄山松（国画） 杨光华 作

五 福（国画） 李平野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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