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前的雪花
使青城的春天
孕育真挚的情感
春节
在青城都市与乡村的脉管里
滴血传情
锣鼓
敲响男女老幼
喜悦的心情
礼花
点燃
攒足了一年的欢欣
除夕夜唱着
冬韵的歌
在家家户户的
酒杯中
碰响
春的歌声
花儿
虽还未绽放在青城的枝头
绿色
虽还未爬上青城的树梢
但春的脚步
已在青城大人小孩的
目光中
踏歌而行
跳跃升腾
春天
在春节的日子里
早已泛成潮
让每个人的
心舟荡漾在
欢乐幸福的海洋中……

青城的春节青城的春节
●高培萱

过大年过大年
举金杯举金杯

●童童

过大年呀举金杯，
马奶酒 痛快地喝醉。
辞旧迎新 许个心愿，
快乐与我伴随。

过大年呀举银杯，
蓝哈达 敬献给长辈。
篝火熊熊 传递温暖，
幸福把我包围。

举金杯呀举银杯，
脸上洋溢 说不出的美。
斟满喜庆 碰响欢乐，
赛白努的祝福 萦绕心扉。

举金杯呀举银杯，
回首往事 无怨也无悔。
万象更新 天地祥瑞，
马头琴的旋律 醉在心扉。

过大年呀举起杯，
春风和煦 阳光明媚。
过大年呀举起杯，
展望未来 信心百倍。

过大年呀举起杯，
福星高照 好运伴随。
过大年呀举起杯，
一路精彩 把梦追随。

有一个日子，我们中国人无论
身处何方，都会因它而欢乐，而忙
碌，而陶醉。那个日子色香味俱
全，如一坛千年溢香的陈酿，如一
树万代不凋的繁花，如吴带当风、
曹衣出水的古画，如轩辕黄帝谱写
出的一曲最抒情的华彩乐章，总是
动人心弦。这就是中国年。

单说它的味儿吧。记忆中，每
年一进入腊月，那个味儿就开始飘
散，而且是逐日渐浓。那就是年味
儿。到了腊月二十三，年味儿浓得
令每个人，特别是娃娃，兴奋得忘
乎所以。在我的家乡陕北，平日显
得消闲的碾子和磨，此时都像陀螺
一样转了起来。黄米、软米、麦子、
荞麦，样样粮食都化作了粉末，四
处弥漫，空气中便有了香味儿。接
下来，家家杀猪、宰羊、炸油糕、扫
房、挂灯笼、贴对联，男的剃头，女
的撧脸（一种用线撧去脸上汗毛的
美容方式），人人容貌都焕然一新，
真是还没喝酒人就醉了！

年初一的饺子不用多说了，每
个饺子都像仙葩一样，绮丽婀娜，
爆竹声中，人人吃得口香心暖。初
二以后，我们天天吃油馍、油糕、稠
酒、火锅、牛肉丸子、猪肉臊子面、
羊肉臊子荞面饸饹等“年茶饭”，家
家请客唤友。我的生日是正月十
二，我从小就几乎没有一次是由家
人给过生日——根本没有时间和
机会过。因为我总是穿着过年的
新衣裳，蹦蹦跳跳，跟着母亲去亲
戚家做客，也相当于家家都给我庆
生。

几千年来，这个节日，给我们这
个伟大的民族留下了多少美好的
记忆。“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
（李世民《守岁》）“守岁阿戎家，椒
盘已颂花。”（杜甫《杜位宅守岁》）

“阖门守初夜，燎火到清晨。”（储光
羲《秦中守岁》）……除夕是个重要
的日子，“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
年”。隋唐时的除夕夜，宫廷大举
守岁，酒宴歌舞纷呈，燃沉香、檀木
篝火，火焰冲天，香闻数十里，有时
一夜就要烧去二百多车。在民间，
或点灯烛，或烧火，同时吃团圆饭，
喝花椒酒，准备初一的筵席，人们
大都通宵达旦不睡。为庆祝这个
日子，唐朝放假七天（冬至也放假
七天），宋朝更加隆重，各种假期加
在一起有一个月。到了现代，边区
时期，我呱呱出世了，渐渐长大。
记得过春节时开展新秧歌运动，古
城延安热闹非凡，部队、机关、学
校、商会、农民，都有秧歌队演出，
其间还有古老的烟火表演“铁水打
花”：熔化了的上千摄氏度的铁水，
被扬得金花四溅，漫天飞舞。我天
天跑前跑后地跟着看，常常连吃饭
都忘了。我稍年长时，也成了演秧
歌的中坚分子，除了扭秧歌，还演
过不少秧歌剧，我渐渐地爱上了文
艺。那个时期也出现了一大批群
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秧歌舞，如

《兄妹开荒》《拥军花鼓》《南泥
湾》。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写入史
册。

我现在虽然老了，想起儿时过
年的往事，还是血脉偾张，激动不
已，觉得一年里这个最隆重的节
日，实在太美好了。它使苍穹中的
星月，格外灿烂起来；它使人感到，
大地上的麦浪谷浪近在咫尺，亲切
无比；它使人们一年洒下的汗水，
都变成了温暖而甜蜜的雪花，落到
了人们的心上。

春节深厚的文化内涵源远流
长，生生不息，恩泽了无数中华儿
女的心，使他们在苦难中也品尝到
了人间欢愉。即使如《白毛女》中

贫苦人家的女孩喜儿，在过年那一
天，也欢乐忘情地抒情：“人家的闺
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
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虽然
往事如烟，文艺作品随着星移斗换
有些也会被忘却，但歌剧中喜儿的
这一唱段，成了难以磨蚀的艺术经
典，因为其中凝结着我们中华民族
最纯净最深刻的情感。

我曾随着留学的儿女，在大洋
彼岸的美国住过几年。远离故乡
的人们，心里汹涌着深浓的乡愁，
更是看重这个隆重的节日——中
国年，以弥补心中失去的一些贵和
重。那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域外
迎春》，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我们早已置办好了种种年货。
我们已把大红灯笼挂在房间。冰
箱塞得快要关不住门儿了。但我
忽然想起，怎么忘了买韭菜了？于
是就决定开车去中国超市走一趟。

中国超市门前的宽阔的停车场
上，车早已塞得不见一个空位，我
们绕来绕去地跑了好几圈，费时
20多分钟，总算将车泊好。此时
虽然知道今天超市人特别多，但进
了超市，还是吃惊不小。那简直是
一锅沸腾的粥，一池难游的鱼，一
地没有缝隙无法在风中摇摆的庄
稼！这儿的人员构成绝对是多姿
多彩的：不但有中国人，还有从欧
洲、南美、东南亚来的华侨，以及其
他已经不会说中国话的各色华
裔。每个人都推着购物车，车子都
装得满当当的，飘散着我们中国的
色香味，这儿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喜
迎春节的世界。

我们总算排进付款的队列了。
但那队列还叫队列吗？它哪儿有
队列的形状呢？它根本不是一条
线了，完全是面，是人的一片，挤挤
挨挨，或者是一个人头人身组成的
喜悦而又焦灼的人群的庞然团
块。虽是这十冬腊月的天气，我身
上已微微出汗了。

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和华裔，是
如此喜爱中国年！我们中国人，有
中国人的心、中国人的血脉、中国
人改不了的传统。在远离故土的
那些日子，中国年，就是中华儿女
的星辰大海。

中央电视台的春晚，给我们带
来了多少美好的回忆。那歌，那
舞，那小品，那出色的演员，总是让
人如数家珍。而在我的故乡陕北，
除了看春晚之外，近些年，闹秧歌
的风气又盛行起来了。无论是延
安，还是延安之北的榆林，都闹得
红火异常。“红了狮舞龙舞映着天
地亮，美了玉米棒美了小杂粮……
张家李家唱出俏模样，榆林秧歌神
采飞扬。”这首民歌，就是对这种情
景的生动描绘。

如今，虽然春节时我多待在北
京，但是因为有微信朋友圈，我几
乎能把家乡的一切看得清清楚
楚。家乡的秧歌舞步，家乡的锣鼓
唢呐声，家乡的扬到蓝天上的彩绸
和比彩绸还灿烂的人们欢乐的心
绪，无不给予我这个远方游子暖心
的慰藉。我的心和他们的心，发生
着奇妙的共振。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卯兔年
成为过去，辰龙年已开始。近些
天，无数游子都涌向车站、机场、码
头，急着回家过个团圆年。祝愿每
一个亲爱的同胞，早一点顺利回到
家中，拥抱喜庆的中国年；祝愿大
家在除旧布新后，迎来万象更新，
迎来又一年的灿烂春光。大家把
锅灶里的火烧得再旺些吧，准备下
饺子了！

拥抱中国年拥抱中国年
●刘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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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是阖家团圆、享受天伦
之乐的幸福时刻，也是走亲访友、
凝聚情感的重要契机。不同时代
的拜年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折
射出历史运行的不同轨迹。

古时晚辈给长辈拜年时要叩
首，需伏身跪下，两手扶地，双手合
十，以头近地或着地。完毕，长辈
才给压岁钱。前几年过春节时，我
家“复古”之风抬头，除夕之夜，妻
子给三岁孙儿压岁钱时，就要求孩
子给我们行大礼，可孩子却不按照
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们只好将孙儿
的小脑袋按了三下，算是给我们磕
了头。无独有偶，和弟弟谈起给孙
儿压岁钱时，他们也是在除夕之夜
将孙儿“摆弄”了一番，快四岁的孙
儿，按照他们的调教，一本正经地
跪在地上给他们磕了三个响头，引
来家人的一片喝彩。

那么，古人是怎样拜年呢？据
说，古人拜年是不进府门的，只是
来人递上名片，互相作揖，表达的
是“吉祥止止，百福具臻”的祝愿。
这“礼轻人意重”的做法，与当下的
短信和微信拜年，颇有些异曲同工
之妙。

儿时拜年的情景又浮现在我
的眼前。

初一早上，祖父祖母、父亲母
亲按照传统的习俗，让我们依次给
他们磕头。一番叩拜后，收到的只
是两角的压岁钱。就这区区的两
角钱，让我们如获至宝，欣喜不已，
将之握在手中，藏于隐处，生怕弄
丢。而到邻居家拜年，只是问候

“过年好”，主人就会给两块糖果或
几粒黑枣，这微薄的收获也让我们
高兴得手舞足蹈。

旧岁此夕尽，新春今日回。从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解决温饱
问题的人们拜年是眉开眼笑的。
那时，我在乡村学校任教，亲戚朋
友前来拜年，远道者骑着自行车，
近路者踏荒而至。一杯清茶、一盘
豆芽，一瓶散白酒或二锅头，一顿

猪肉烩酸菜，将拜年的气氛渲染得
简单而热烈，淳朴而真挚。

鸟飞兔走，日征月迈。时间滑
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拜年的热
情与时俱进。街头巷尾，拜年者衣
冠齐楚，川流不息。此时，物质开
始丰富，晚辈给长辈拜年时提一盒
糕点、拿两瓶罐头已成为常礼。但
毕竟市场刚刚开始发育，与现今琳
琅满目品种繁多的商品相比不
了。记得那时一盒糕点从东家提
到西家，王家又送给李家，待拜年
结束后，一些糕点已成为一块块硬
邦邦的“砖头”，只好弃之。

单位同事之间拜年，也非常热
闹。人们见面后都要热情寒喧，互
致问候，一场盛旷空前的拜年仪
式，让大家忘掉了身份，淡泊了名
利，拉近了距离。

今夕知何夕，迎年复送年。家
家欣有岁，处处快开筵。进入二十
一世纪后，市场繁荣，物质富有，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极大地丰富了拜
年的内容，也创新了拜年的形式。

拜年的礼品，由过去的品种单
一转向丰富多彩。拜年者手中提
着大包小包，脸上洋溢着喜悦。拜
年的形式，由过去的亲自登门拜年
转为短信拜年或微信问候。近年
来，人们已告别了骑自行车拜年的
辛苦，打的、自驾车拜年成常态。
从大年初一开始，街头巷尾乘肥衣
轻，熙熙攘攘，流淌着浩浩荡荡的
拜年大军。新的交通法规颁布后，
酒驾和醉驾者极为罕见。喝酒的
方式也开始革新，劝酒的人越来越
少，人们的保健意识愈来愈强，拜
年的内容和形式向文明靠拢得更
紧。

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
新年。岁月的春风吹走了历史的
云烟，吹不走的是鲜红的春联、热
情的问候和尊老爱幼的亘古情
怀。拜大年时发酵的浓浓年味，将
人寿年丰、家兴国盛的祝福渲染得
情真意切，馨香热烈！

拜大年拜大年
●吕成玉

多彩的风俗画，展开你的美丽，
古老的传说，留下你的神奇，
灿烂的笑容，写满幸福甜蜜，
红火的日子，年年有余。
啊，
舞动温暖的岁月，焕发生机，
歌唱康乐的生活，吉祥如意。
国泰民安，山河壮丽，
民族团结，创造奇迹。

欢喜的灯笼树，映红你的天地，
绚丽的烟火，洋溢你的瑞气，
真挚的祝福，将美好希望传递，
团圆的美酒，年年有余。
啊，
拥抱崭新的时代，诗情画意，
踏上阳光的大道，鹏程万里。
建设家园，共同富裕，
奔向未来，创造奇迹。

年年有余年年有余
●王成

忙忙 年年
●张玉山

记得从前在故乡，一进入
腊月，人们便开始为过年而忙
碌了。

每天天不亮，父母就起来
开始做营生。因为当时村里
只有一口咸水井，井水极为苦
涩，实在难以下咽。所以父亲
就和村里人一起，赶着马车到
附近黄河岸边拉冰，几日下
来，晶莹剔透的冰块便存满院
子的角角落落。母亲则忙着
煮染衣物，并把大人穿过的旧
衣服里面朝外改做成我们的
新年服装。母亲常说：“新三
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在母亲的教导下，勤俭持
家成为我们家的一贯家风。

腊八一过，人们便开始忙
着做年货。首先是蒸点心。
父亲一大早就把灶堂里填满
炭块（村里人平时是舍不得烧
炭火的，只烧柴火），锅里的水
不断嗞嗞作响。母亲和前来
帮忙的女人们开始兑碱、揉
面，然后将揉好的面分成大小
适中的剂子，再将剂子一个个
揉成圆圆的面团，放进已经上
锅的笼屉里，开始大火猛蒸。
这时，蒸汽充满整个屋子，如
同仙境一般，我们几个孩子高
兴得满屋子嬉戏打闹，很是开
心。很快点心出笼了，白白胖
胖的，再用筷子点上一个个圆

圆的小红点，就显得更加喜庆
了。紧接着，晚上便开始炸年
糕和油圈。

一过腊月二十三，人们
便 开 始 纷 纷 忙 着 打 扫 家 。
每当这时，闲置了一年的刷
墙刷子便忙碌起来，不是东
家借就是西家借。这天，我
们全家老少一大早就起来，
把 家 里 所 有 能 移 动 的 物 件
都 一 一 搬 到 屋 外 。 院 里 长
长的晾衣绳上，晾满了一块
紧挨一块的被褥，我们便从
两层被褥中间跑来跑去，觉
得 非 常 有 趣 。 当 屋 子 打 扫
干净，最后将五颜六色的窗
花贴到窗户上时，整个屋子
一下亮堂起来，过年的氛围
更浓了。

终于忙到了大年三十，孩
子们早早起来，迫不及待地将
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新年服
装穿上，兴高采烈地找小伙伴
玩耍去了。大人们则忙着贴
对联、垒旺火，并忙着张罗一
桌尽可能丰盛的午餐。饭后，
人们又开始忙着准备晚上包
饺子的面和馅。

等忙到晚上，子时一到，
全 村 人 几 乎 同 时 将 旺 火 点
燃，随后，全家人围坐在一
起，开始吃盼望已久的“接
神”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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