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王卉  美编：唐君恺  校对：李斌
文学周刊

2023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三

5版

慢走细品年味浓
◎李小娟

城南广场，喜庆的舞台搭起来了 ；廊桥上，
火红的灯笼挂起来了 ；中心广场，圆实的雪兔也
塑起来了……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一件
事：年来了。路边的行道树，几乎是一夜之间，就
被各色霓虹环绕。玉兰装在金黄色的“花瓶”里，
五角枫穿上流光溢彩的“华衣”，冬青戴着银光
闪烁的“头巾”……年味，越来越浓了。

街道上，马路边，红色开始蔓延。视线所及
之处，片片红火映亮天空。路上走着的人，提着
大包小包，喜笑颜开。各类摊点的货物已摆到门
口，店铺里循环播放着《恭喜发财》的歌曲……
想想小时候，哪有这么热闹的过年气氛，现在的
人，可是越来越会营造气氛了。

还记得小时候，最盼望的事就是过年了。因
为能吃到好吃的，还能穿新衣。一把把五颜六色
的水果糖，一颗颗香脆可口的葵花籽，一碗碗色
美味香的饭菜……总之，平时舍不得吃的、喝
的，到了过年，谁都不会再吝啬。只要想起这些，
嘴里现在都倍觉香甜。

一年到头，只要有一点可能，父母就会想尽
办法，给孩子一人准备一身新衣服。不论质地、
不论款式，但一定是新的。记得有一年收成不好
到了年跟前，看着父母没有给我们买新衣服的
意思，我们小孩子心里很是惦记，却又不敢问。
直到腊月二十八的晚上，母亲用集会上扯的做
被面的布，给我们姊妹仨，一人做了件新衣服。
大年初一，穿在身上，觉得美美的。

春去秋来，冬尽春又来。不知不觉中，餐桌上越
来越丰富了，糖果饼干、瓜子花生、鱼虾鸡肉早已成
了平常，春天能吃青椒西红柿，冬天能吃西瓜草莓。
只要你能想的到，就可以尝到，尤其是饭店的年夜
饭，年年都有新花样。穿衣打扮上，纯棉的、毛呢的、
羽绒的、皮革的，长的、短的、修身的，休闲的……只
要有需要，就可轻易得到满足。这样的好日子，仿佛
每天都是过年。感受着身旁浓浓的过年氛围，看着
大家都在为过年而忙碌，可有人却觉得过年没有以
前那么有意思了。是年丢了它自身的魅力，还是人
们在整日的忙碌中失了本心？静心感受一下，过去

人们对生活、对年的渴望，来自于对来年美好的期
盼 ；现在，人们对生活、对年的渴望，则大不如前，少
了些珍惜，多了点浮躁。能轻易得到的不被珍惜，使
我们丢掉了很多对美好的发现。不是年味变淡了，
而是我们的心裹挟的东西太多了。

其实，只要我们忙碌的脚步稍微放慢一点，
就会发现如今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细细欣赏装
点一新的街巷道路，便会发现我们的环境越来越
美 ；慢慢欣赏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便会发现我
们的日子越来越甜 ；静静看着穿梭不息、车水马
龙的城市街道，便会发现我们现在拥有的越来越
多。这越过越好的生活，如果没有那些初心不改、
踔厉奋发的开拓者、奋斗者，如果不是身处这个
美好的时代，又怎么能这样轻易得到？让我们敞
开心扉拥抱身边的热闹与喜庆，全情投入快乐的
各种年俗活动，感受中国年的浓浓情味。

新年的脚步近了，在我们一日日迎接它的
忙碌中，不妨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慢走细品，你
会发现生活处处有趣、年味年年迷人。

记忆中，年味最浓的一天就
数年三十了。辞旧迎新，忙碌、充
实、有趣！

那天，父亲是最辛苦的。天微
微亮就起床了，他用锯把平日里
积攒的木柴锯成等长的小段，再
用斧子破开，整整齐齐地把它们
垒在墙角。吃过早饭，父亲带着我
和小妹，把老屋的墙、窗户扫一
遍，然后又把房前屋后的杂草、垃
圾清除了，堆成堆，这叫除旧。

安顿妥当了，父亲便盘起腿，
坐在炕桌旁，取出早准备好的笔
墨，铺开红纸，点上旱烟锅，把精
选好的对联，用毛笔写好。东家一
副、西家一副，送去祝福，图个和
气 ；父亲总是助人为乐，若是哪
家人不会写或是上门求联的，更
是要认真写上一副了。父亲一坐
就是大半晌，不顾腰酸胳膊疼，却
把指尖的墨香和浓浓的祝福，送
给大家，因此，他很受村里人尊
敬。在耳濡目染中，我们姐妹也懂
得了友爱互助。

那天，母亲是最忙碌的。一大家子的吃喝穿戴
全由她操持。她很善于把细碎、普通的日子经营得
有滋有味。

煮完一家七口的早饭，她就动手开始蒸年馍。
一大盆醒面摊在大案板上，打开那袋平日舍不得吃
的白面，掺、揉、捏、蒸，母亲从来不知疲倦。除了肉
包、菜包、豆包、馒头外，母亲还特意按老习俗，用她
灵巧的手捏出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的造型，涂上彩色
点缀，寓意新年吉祥顺意。当家里那个半腿高的竹
筐被装得满满当当，母亲又开始筹备年夜饭了。

那时家里条件不好，一年才吃一次白面馒头。
馍一出锅，几个娃娃一拥而上，这个捏个包子，那
个抢个馒头，个个狼吞虎咽。看着孩子们嘴里塞得
鼓鼓的，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母亲的勤劳让我
们自小懂得，幸福要靠双手去创造。

我们这些娃娃也不闲着，帮着父母糊房子。竹
编的顶棚早被一年的烟火熏得乌黑。赶着年三十，
懂事的大姐会给横梁上钉些细木条，把木条再用
报纸一根根卷起来，外面糊上一层报纸，遮住黑
色。然后再糊一层白纸。大姐很有耐心，她还把彩
纸剪成拉花，给顶棚勾个边。白墙、白顶、彩边相互
映衬，屋子一下就亮堂了。

每次糊房子都要三四人配合才行。大姐、二姐
是主力，二姐负责抹糨糊，大姐则站在高凳上，歪
着头，举起白纸，一张一张地糊 ；我和小妹递个报
纸、挪个板凳，帮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等大姐
累了，二姐就主动顶上，我们姐妹互帮互助，产生
了许多不用言语的默契。 

大家忙一整天，父母的卧室、哥嫂的婚房、姐
妹的闺房都装扮得焕然一新、年味十足，我们姊
妹都很有成就感。

屋外的鞭炮响了，团圆饭端上桌了。迎新年，
全家总动员，年饭吃起来也格外香甜。给父母敬
酒，感念养育之恩，姐妹畅想未来，共同进步。

吃过年饭，姐姐们帮母亲洗碗洗筷，我和
小妹跟着父亲在院子里点起柴火，大家围着火
堆载歌载舞，邻居的小伙伴们也纷纷赶来凑热
闹……而此时，辛劳的母亲还在忙碌着，她把给
孩子们做的新衣服、新鞋子悄悄放在了孩子们
的枕边，崭新的压岁钱也压在了枕底，父母给儿
女送去最真挚、最美好的祝福，期盼着他们健
康、快乐成长。

忙碌中的年三十是一家人的乐和，传递着人
间最美的浓情，每每想起，感动泪目。

老 家 农 村 习 俗，大 年
三十晚上，门族里的男女老
少，都要聚在年龄最大的长
者家里，热热闹闹一块儿吃
年饭、喝年酒，谈古论今话来
年，在欢庆喜悦的气氛中辞
旧迎新。

父亲是爷爷的长子，叔
叔们照乡里约定俗成，带着
儿孙要来我家守岁过大年。
通常是三十这天晌午吃过
臊 子 面，母 亲 就 开 始 洗 菜
切肉，忙着做烧酒盘子了。
父亲则要先去叔叔们家里
串门子，看看各家过年的准
备，顺 便 把 他 们 召 集 到 一
起，带着儿孙去折柏朵。父
亲回家时天已麻麻黑了，母
亲早就做好了守岁的肉菜，
父亲则指派着我们兄妹抬
桌子提凳子，在堂屋里摆开
两个大饭桌，放好待客的茶
水和糖果。

刚收拾停当，二叔、三叔、四叔就接
连而至，身后的堂哥堂弟们有的端一盘
肘花，有的捧一碗甜米或凉拌菜，各自提
着酒壶，说说笑笑进了门。父亲乐得合不
拢嘴，挨个给弟弟们发纸烟，招呼坐下，
家族一年一度最热闹的守岁过大年就开
始了。

按惯例父亲首先发言，祝福新年，
寄语家族兴旺，叔父们也说着吉祥话，
待众人一起端起酒连干三杯后，大家才
开始操起筷子吃大年菜。满当当的两桌
各种菜肴，色香味俱佳。嘴馋的孩子们
大呼小叫欢呼雀跃，筷子雨点般伸向一
碟碟菜品，长辈们看着小孩子们大快朵
颐，不由得眉开眼笑。此时，叔叔们讲起
各家的新年愿景，成年的兄长们讲起各
家的来年打算，上学的孩子们也说着自
己的学习计划，声声赞许、满堂掌声响
成一片。

填饱了肚子，未成年的晚辈开始给
爷爷磕头拜年、给父辈敬酒表孝心，长辈
们摸着孩子的头，笑眯眯掏出了压岁钱，
拿上钱的顽童喜笑颜开，一蹦老高。随
后，大人敞开怀喝酒，孩童追逐嬉闹，大
人笑，娃娃乐，人人都沉浸在阖家欢乐的
幸福中。叔父和哥哥们在嘻嘻哈哈中笑
语连篇，不懂事的孩童们围在一旁起哄
嬉闹，笑声一浪高过一浪，将农家守岁的
欢乐推向高潮……

大年守岁一直到凌晨，当静夜里的
村庄响起迎新的第一声鞭炮，叔叔们带
着家人与我们道别了。大哥在院当中点
燃一挂鞭炮，在“噼噼啪啪”的炸响声
中，全家人兴冲冲围在一起，烧柏朵辞
旧迎新，绿色的柏叶见火就着，熊熊的
篝火照亮了农家小院，驱走了冬夜的酷
寒，映红了每个人的笑脸。大人小孩轮
番从跳跃的火焰上跨过来、跳过去，借
助柏朵散发的浓烈烟气，与过去告别，
开心地走进新的一年。

守岁过大年，满是和谐美好的亲情。

拍张全家福
◎邹长森

一张全家福，代表的是团圆和喜庆的快
乐时刻。照一张全家福，成了许多家庭新年必
做的事情。临近兔年春节，我打开电脑，在相
册里发现了多年来拍的全家福照片，看着这
些照片，几多喜悦、几多感叹涌上心头，感叹
岁月流逝催人老，感叹生活的新变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家里兄弟姐妹陆续结
婚生子，又组成了新的家庭，平日里大家都在
为生活努力打拼，逢年过节的团聚让我们异
常欣喜。喜欢摄影的我，特意组织大家拍下了
全家福，再看这一张张照片，就想起了当年的
情景，想起了当年的故事。

最早拍全家福是 2010 年，那时候，我已
经买了一台拍照不用胶卷的数码卡片机。那
一年的春节，一场大雪覆盖了我老家的山野，
银装素裹的美景让我不觉寒冷，反而欣喜这
拍照的好天气。于是我先给三哥三嫂全家拍
了一张全家福，然后又分别给大姐、二姐全家
拍了全家福。雪地里，大人小孩脸上洋溢着过
年的喜悦，大红灯笼、红色的对联衬托着一个
欢聚难忘的时刻。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一年年
春节的相聚，一年年拍下的全家福，记录着我

们一年年的变化。在
这之后，我还在大哥
六 十 大 寿、二 哥 女
儿出嫁、二姐儿子
结 婚、小 妹 结 婚、
女 儿 考 上 大 学 等
重要时刻，都拍下
了全家福，分享亲
情，分享喜庆，分享
快 乐。这 么 多 年 的
全家福，最遗憾的是
没有一张和父母的全
家福，只有他们的单人
照，而他们已离开十多年
了，我在心里永远记着他
们的音容笑貌，记着他们的养
育之恩，也永远爱着他们。我感恩
全家一起走过的日子，虽然遇到过许
多困难，但我们都互相帮扶着乐观地走了过
来。岁月将日子汇成一条河，我们将光阴过成
了有滋有味的故事。

中国人最看重春节，过年有许多的风
俗，祭祖、贴春联、挂红灯笼、贴年画、走亲

戚、耍 社 火、闹
元 宵 …… 从 初 一 到

十五，一直在尽情欢乐。2023 年的春节马上
就要到了，在这个喜庆的时刻，我们全家要再
拍一张全家福，把短暂的相聚留住，把温暖的
亲情留住。

红红火火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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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  月
■姜华

在腊月，村庄上空浓浓的炊烟
一伸手就能抓住。房梁上挂的腊肉
油光红亮，坛子里的酒泄漏了
主人的秘密，院子里柴火一点就燃
雪片贴的窗花，挤进了年画
那些狗的叫声格外响亮。年的气味
在村庄里回荡、弥漫
 
这是个适合抒情的月份
清晨或傍晚，风奔跑在村道上
吹着哨子，呼唤出门在外的人回家。

还有那些爆竹声、猜拳声
欢笑声和天籁声融合在一起
要把腊月包围、填满
 
还有村道上匆匆的脚步声、小河
解冻的裂冰声，这轻轻颤抖的腊月
多像三十年前，一家人围着火炉
开怀的笑声
夜晚，墙上日历翻动的声音，
轻轻作响。我知道
新的一天即将到来，满心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