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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时的正月，是最有滋味的。
那些被无尽的快乐簇拥和追赶着
的日子，披着神秘五彩的民俗外
衣，总是那么短暂，那么丰盈，又那
么耐人寻味。
  腊月三十这天，寒冷的空气显
得十分厚重酽冽，里面夹杂着肉香
味、柴火味、枣茶味、鞭炮味、香裱
味……家家烟火，村村溢香，农村
的年味儿已经浓郁十足。下午时
分，人们拿着铁勺子里搅熟的自制
白面糨糊，开始张贴春联，孩子们
则喜欢贴“门胡子”，因为它没有过
多张贴讲究，只需贴对位置则可。

“门胡子”是用黄纸折叠裁剪出来
的，一般呈三角形和矩形两种。往
往根据门框的大小，成正比例裁剪
而成。起初，黄黄纸纸还还是是稀稀缺缺物物，，人人们们
只只在在大大门门、、厅厅房房门门、、厨厨房房门门楣楣正正中中
央央贴贴一一张张三三角角形形的的黄黄纸纸，，因因为为该该物物
像像极极了了门门的的胡胡须须，，所所以以民民间间俗俗称称

“门胡子”。至于寓意，大抵是与春
联、春花一道是用来祝福新年、祈
求平安、驱邪纳祥之意吧。后来，随
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渐渐地，
灶头边、水缸上、腌菜盆、粮仓顶、
储面柜、供桌旁、木箱中……凡是
家里相对固定的物什器件都会贴
上大大小小的“门胡子”，形状也由
原来单纯的三角形增加有矩形状。
再到后来，甚至羊圈、鸡舍、兔栏、
车子、碌碡、草垛、农具等都会被贴
上“门胡子”。当时，虽然小手冻得
通红，但孩子们张贴的虔诚和认真
丝毫未减，大家把驱邪、镇宅、开运
的愿望张贴在每一处，把年味儿扩
散到了村子的各个角落。
  迎喜神是大年初一极具庄严
和神圣的一件事。古时人们相信新
春初始喜神必降，迎接喜神后，全
年会万事如意，喜事频来。这天，人
们早早吃了午饭，盘子里端上祭祀
用的茶酒水和糖果糕点等贡品，一
些人家给牛羊骡马头上系上折叠
好的黄纸扇，赶着它们朝喜神的方
位走去。关于喜神的方位，根据老
皇历天干地支推算，不同年份喜神
所在的方位也不同，东南西北四面
八方皆有可能。然后选择一块平

地，让牛马羊群们自由活动，人们
则朝着喜神的方位烧香拜祭、燃放
鞭炮、叩首作揖迎接喜神。最有特
色的是每家的主人会趁机拿一块
代表喜神的土块，放在盘子里带回
家，供奉在自家的桌子上，待到正
月十五就放回原地，旨在祈求全年
顺利、家庭幸福。现在看来，选择土
块作为喜神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其
实体现出老百姓对生我养我的土
地的崇敬之情。
  从正月初七开始，是各个社
（自然村）分别接待社火的日子，乡
下称呼为支“官摊子”，每每轮到这
一天，接待方会在“窝子”（某户主
事人家）门前高插一杆彩旗，其它
各社的社火队如果要来参演，就会
派类似使者身份的人来“传旗”。这
些派来的人俗称“探马”，他们的职
责通常有三个，首先是传递信息，
表示他们的社火队会来该村参演，
于是把旗子插在接待方的旗子旁，
旗子越多说明参演者越多。另一项
使命就是负责落实他们社火队夜
间吃饭的地方。为了表示邀约方对
参演社火队的诚意，村子里会确定
不同人家负责接待来自不同方位
的社火队的吃饭问题，一户人家准
备一大锅甚至两大锅面片招待客
人。待别村社火队赶远路到农户家
后，大家七手八脚忙乎起来，烧火
的烧火，下面的下面，盛饭的盛饭，
往往拿几个太平鼓放在院子里作
为桌腿，卸掉大门板做成简易的桌
子，摆上碗筷奉上面片以供长途跋
涉远道而来的客人享用。“探马”还
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踩点社火队
夜行的路线。当时村社山道崎岖交
通不便，出行主要靠步行，加之时
不时有雪走夜路很不安全，所以会
提前摸准安全路线，以确保夜行队
伍的平安畅通。“官摊子”这晚，四
面八方的人都会涌来聚集观看，待
各社火队集结完毕后就轮流演出
舞龙耍狮、敲太平鼓、赛演旱船、舞
跳花灯……各显其艺各尽其能。
  唱折子戏是各个社火队的压
轴戏，戏台往往搭在一个较高的地
垄上，由几根木椽组成一个方阵，
周围挂上借来农户家的床单，布置
虽简易却牢靠。台子前上方横亘着
一根粗木，中间高挑着一盏特亮的
燃烧的明灯。这盏灯的制作比较特
别，与其叫明灯不如说是火球。用
铁丝把废旧的球鞋底扎成一个球
状，外面包裹上厚厚的旧棉花，如
一个足球般大小。夜幕降临后，人
们便在上面浸透柴油，蘸一些草木
灰点燃它，燃烧的火球瞬间把戏台
照得通亮，整个村子仿佛也燃烧了
起来。待火势小时会有人踩着凳子
往火球上面补充一些柴油，直至各
个社火队的折子戏全部结束，该明
灯始终保持着耀眼的光芒。
  正月十五这天晚上，是家家户
户送年的日子。除了在院子四周和
中央烧香祭祀祖宗外，部分人家会
炒熟一些面粉，同时在擀面杖的一
端扎上一个棉花球，蘸上柴油或清
油。家中的大人会提前规划一条线
路，力求在家里的每个门口走上一
遍，点燃擀面杖一端的火球后，每到
一个门口，先焚烧“门胡子”，待黄纸
烧尽后，常常对着火把撒一把炒熟
的面粉，顿时火星四射火光潋滟，好
不壮观。据老人们讲，该做法主要是
为了驱邪挡灾，祈福平安。但孩子们
的快乐点往往是看这神操作后火
焰腾升时的美妙场景，因此，往往跟
在大人身后观看羡慕不已。
  儿时的正月没有手机鲜有电
视，但从不缺少快乐，现在回想起
来，镌刻在记忆里的似乎也就只是
那些事儿。

    岁岁末末年年初初，，瑞瑞雪雪满满天天。。带带着着对对过过往往
的的深深情情回回望望与与对对未未来来的的无无限限憧憧憬憬，，我我
们们又又迎迎来来了了一一个个充充满满希希望望的的春春天天。。值值
此此佳佳节节，，更更有有一一则则喜喜讯讯温温暖暖人人心心————
春春节节成成功功申申遗遗，，这这一一承承载载着着中中华华民民族族
深深厚厚文文化化底底蕴蕴的的传传统统节节日日，，终终于于在在世世
界界文文化化的的璀璀璨璨星星河河中中，，绽绽放放出出了了更更加加
耀耀眼眼的的光光芒芒。。
    春春节节，，不不仅仅仅仅是是一一个个节节日日，，它它是是岁岁

月月长长河河中中一一抹抹温温馨馨的的色色彩彩，，是是每每个个人人
心心中中那那份份最最纯纯粹粹的的乡乡愁愁与与欢欢乐乐。。犹犹记记
得得儿儿时时春春节节，，那那是是一一段段无无忧忧无无虑虑、、充充满满
欢欢声声笑笑语语的的时时光光。。鞭鞭炮炮声声声声，，辞辞旧旧迎迎
新新，，家家家家户户户户张张灯灯结结彩彩，，红红彤彤彤彤的的对对联联
映映照照着着每每个个人人的的笑笑脸脸。。那那些些关关于于年年的的
记记忆忆，，如如同同一一幅幅幅幅生生动动的的画画卷卷，，镌镌刻刻在在
我我们们的的心心田田。。
    如如今今，，春春节节申申遗遗成成功功，，不不仅仅是是对对这这

一一传传统统节节日日的的肯肯定定与与传传承承，，更更是是对对每每
个个人人心心中中那那份份纯纯真真与与美美好好的的共共鸣鸣。。愿愿
我我们们在在新新的的一一年年里里，，携携手手共共进进，，传传承承与与
发发扬扬优优秀秀传传统统文文化化，，让让春春节节这这一一瑰瑰宝宝
在在世世界界的的舞舞台台上上绽绽放放出出更更加加绚绚丽丽的的
光光彩彩。。
    新新春春佳佳节节之之际际，，愿愿大大家家都都能能找找到到属属
于于自自己己的的那那份份欢欢乐乐与与幸幸福福，，共共庆庆华华章章，，
迎迎接接更更加加美美好好的的明明天天！！  ————编编  者者

  年关渐近，异乡的街头繁忙熙
攘，年味十足。还有一群陌生的人，
一个个大包小包，行色匆匆。每到
这时，回家的路便在我的心底无限
延伸起来，串起了关于年的所有美
好好与与期期盼盼。。
    手手机机刷刷到到了了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写写的的
一一篇篇关关于于春春运运的的报报道道：：““腊腊月月十十五五，，
22002255乙乙巳巳蛇蛇年年春春运运开开启启，，神神州州大大地地
上，一部热气腾腾的‘流动史诗’拉
开序幕。这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
个春运，也是有着8天春节长假的
春运。”一幅热热闹闹的春运画卷，
海陆空联动；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
满载1 4亿多人民的向往 ，驰骋
向前。
  从十几年前的摩托车返乡大
军，到后来暴雪冻雨的等待，回家
的脚步从未止息。“回家过年”，对
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那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
实的信念。
  条条归途，涌动着人们对“中

国年”的幸福期待；行走的“中国”，
缓缓驶出站台，驶向家的方向。驰
骋千万里，共赴团圆年；年年奔赴，
年年热爱。
  越临近春节，回家的渴望就如
同潮水般涌出，一波一波地淹没了
我心灵的堤岸。订好车票的那一
刻，我便开始细数着日子。身在这
头，心却已在那个根长出的地方。
手里紧攥的车票，看了又看。那上
面印着的不仅是车次和座位号，更
是与家人团聚的倒计时。
  车站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
相伴而行的夫妻，有满怀期待的孩
子，还有一家老小，求学的、打工
的……身旁的一位农民工大哥，背着
沉甸甸的行囊，粗糙的双手不停地摩
挲着衣角，目光急切地搜寻着检票
口，眼神里满是对家的渴望。他每前
进一步，就离家更近些，离年更近些。
  我的春运记忆，是从上大学时
的绿皮火车开始的。11个多小时的
硬座，慢慢“颠”回家乡。从进入火

车站，一路人挨着人、人挤
着人，浩浩荡荡前行。登上
列车，找到座位，放好行李，一颗心
才稍稍安定。周围多是相识的同
学，我们说着各自的逸闻趣事，也
嗑着瓜子打着扑克，车厢里的欢声
笑语和泡面的香气，还有那若有若
无思乡的味道糅合在一起，愈走
愈浓。
  漫长的旅途，归家的人们或交
谈，或休憩。坐在过道对面的大叔，
操着浓浓的乡音，兴奋地和邻座分
享着自己一年来的收获，脸上洋溢
着自豪的笑容。靠窗坐着一位年轻
的母亲，她的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
婴儿，脸蛋红扑扑的，嘴角还挂着甜
甜的笑。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旅途时
光，欢乐无穷。如今想起，依旧历历
在目。
  每到一个站点，一些人开开心心
下车了，又有一些人满怀期待上车
了。离家越近，乡音越浓，心越亲近。
  工作后，我们一家人各自奔赴不

同的城市，但家乡那片土地，始终是
我们心底的归宿。我的春运工具也从
绿皮火车变成了动车、高铁、飞机，家
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近。那份对年的期
盼不再仅仅是新衣和美食，更多的是
对亲人的牵挂，对家的眷恋。
  我到站了！
  当终于踏上家乡的土地，呼吸
着熟悉的空气，梦里的山川、田野、
村庄一点点映入眼帘，那种踏实和
满足无法用言语形容。远远地看到
家门，看到亲人们等候的身影，眼
眶不禁湿润润。。一一路路的的奔奔波波，，在在这这一一
刻刻都都化化为为了了无无尽尽的的幸幸福福。。
    山山河河远远阔阔，，人人间间烟烟火火，，回回家家的的
路路永永远远都都在在。。回回家家的的路路，，或或许许漫漫长长，，
或或许许艰艰辛辛，，但但当当我我们们踏踏上上这这条路的
那一刻，心就已经和家人紧紧相
连。那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变的眷
恋，是岁月无法磨灭的记忆。年年
奔赴，年年热爱。

回回 家家 的的 路路 ，，就就 是是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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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的钟声已经敲响
将旧岁打包收藏
向向新新的的三三百六十五梦想远航

时光长廊的告别

 岁月辗转 如歌如诗
 让琐事定格成的回忆
 用转角处的美景将未来开启

辞旧迎新

  收收起起满满目目苍苍茫茫
  待待朝朝霞霞升升起起时时瞄瞄准准时时光光
  站站在在岁岁月月的的交交点点  扬扬帆帆起起航航

拜 年

  举举一一盏盏马马家家窑窑千千年年美美酒酒
  以以赤赤诚诚心心 虔诚手
 恭敬诗友开启新程乐悠悠

辞 旧 迎 新
□ 吴萍兰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新春
佳节，一场盛大的文化盛宴徐徐
拉开帷幕。我们溯洄历史长河，
在古诗词的熠熠星河里，采撷最
璀璨的明珠，映照今天的春节，
领略传承千古的诗意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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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笔下的
元日，是除旧迎新的欢腾。鞭炮
声驱散旧岁的阴霾，屠苏酒暖透
身心，新桃符映红门扉，处处洋
溢着希望与生机。如今，虽禁燃
鞭炮，但喜庆的春联、热闹的春
晚、丰盛的年夜饭，依旧延续着
这份对新年的热望。阖家围坐，
笑语晏晏，亲情在杯盏间流转，
幸福在眉眼处漫溢，恰似诗中的
融融暖意，暖了岁月，醉了流年。
　　“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
梦魂来。”在除夕的长夜里，往昔
人们守岁祈愿，灯火长明，翘首以
待新春。如今，城市的霓虹闪耀，
乡村的灯火可亲，我们或在家中
看着晚会守岁，或与亲友线上互
道祝福，守着岁末年初的交接时
刻，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零点
的钟声，是岁月的跫音，敲响新岁
的大门，引领我们迈向新程。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
丰。”新春之际，田园间也满是质
朴的期冀。看那广袤田野，虽在
寒冬，却孕育着春的希望。如今，
乡村振兴的号角嘹亮，农业现代
化的步伐稳健，大棚里绿意盎
然，养殖场生机勃勃，农民们脸

上的笑容，一如千年前盼丰收的
祖辈，憨厚而满足，在新岁的开
端，种下勤劳与智慧的种子，期
待金秋的硕果累累。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
来满敝庐。”拜年的习俗代代相
传，从古时的名帖相递，到如今
的微信红包、语音视频，形式变
迁，情谊不减。一声问候，跨越山
水，连接着亲情友情，让新春的
温暖在指尖传递，在心头蔓延。
街头巷尾，张灯结彩；商场集市，
人潮涌动。人们身着新衣，互道
祝福，将新春的喜悦洒满人间。
  诗意中国年，是文化的传
承，是情感的汇聚，是希望的播
撒。在这古老而又年轻的节日
里，我们吟哦着古诗词，品味着
传统习俗的醇厚韵味，感受着时
代发展的蓬勃脉搏。岁月悠悠，
诗意长存，让我们带着先辈的期
许，在新春的晨曦中，踏上新的
征程，续写华夏文明新的华章，
让这诗意的中国年，岁岁常欢
愉，年年皆胜意，于历史的长卷
中，留下永不褪色的绚丽篇章。

诗 意 中 国 年
□ 田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