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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有雪飘落额头
让世界睁开晶莹的眼睛
这样，一些事物
便会停止激烈的争吵
静静等待凛冽的风
理清，生活的脉络

时间依旧不紧不慢
宽厚的肩膀
依旧扛着整个天空
山，依旧傲然伫立
一缕炊烟依旧牵念
城市和乡村
承办的那场宴酒

退一步，躲进一扇窗
进一步，延展一条路
寒与暖，开始争论
谁，才是真正的英雄

感怀

阳光迈开浅蓝的脚步
走向洁白的村庄
城市，开始冷静思考
春天的辽阔
此时，一些人还在路上
盘点纷杂的往事
迎面而来的风
喊着铿锵的号子

我知道，今夜的灯笼
必将点亮明天的风景

结束，恰恰也是开端
当一年的沉淀
舒展成为厚重的笑容
天空便更加深邃了
一只，抑或两只小鸟
早已悄悄展开
越来越明亮的翅膀

站在新年门口

白俊华

年味在街巷弥漫
冷却的气温中，万物蓄势
正勾勒着一幅团圆的画
岁月在悄然流逝，欢乐
溢满赶路者的肩头
伴随希望一同寄往来年
在窗前赏一次热闹的焰火
与漫天繁星相呼应
未来的憧憬点缀在目光中

新年的钟声

微风翻阅日历的每一页
岁月的痕迹镌刻其中
敲响新年的钟声
美好正在时光中流溢
驱散了风雪，构筑
一场蓄势待发的欢乐
寄托的言辞包进饺子里
灶里的木柴燃烧正旺
烟火气将希望铺陈
裹挟生机，吹往来年的方向

期盼新春

漫天烟火肆意绽放
在心间勾勒一份暖意
将望眼投向未来
希冀在凝视中正扬帆起航

气温在静谧中渐渐回升
新年的韵味浸润风声
我听见年岁里新的呼唤
响亮的钟声将期盼传达

新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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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一次如约而至。对于出走半

生归来已不再是少年的我而言，除却年

味变淡的慨叹以及又长一岁的怅惘，便

是乡思萦怀的凝眸。曾几何时，年是多

么的神圣和令人期盼。

小时候，一进腊月门，家家户户便开

始为过年做准备。村里的碾子，被最大

程 度 地 利 用 起 来 。 由 于 北 方 冬 天 日 头

短，大家便一早就去排号，争着抢着及早

压碾子。那些左邻右舍、老邻旧居们你

帮着扫扫她帮着罗罗，其乐融融互相帮

衬 不 计 回 报 ，汇 聚 起 无 数 趣 事 和 欢 笑。

直到蒸的年糕、豆包、发面吃到“二月二”

年结束，才算完成任务。这些美食都有

它 独 特 的 寓 意 ，比 如 蒸 年 糕 就 有“ 年 年

高”的意思，在改善生活之时寄托一种美

好的祈愿。

除了压碾子，腊月间还要完成扫房

子、购年货、辞灶王、贴年画、请家堂、贴

春联等诸多事项。年画的品种不多，不

是鱼就是胖娃娃，虽单调但也耳目一新；

刷房子的材质不是涂料，而是白土子，被

烟熏火燎的小黑屋一经粉刷立刻变得亮

堂起来。

父亲是最称职的“采购员”，总在小

年之前把粉条、猪肉、瓜子、花生等年货

买全，顺带不忘买回半筐子冻海棠果来，

简直是冬天绝少的美味。那年头家里日

子再紧，父母也会想法给每个孩子做身

衣服。鞭炮买得不多，特别是孩子们喜

欢的“小洋鞭”，舍不得一次性燃放，总要

三三两两地拆解下来，零零星星地听响，

让醉心的感觉持续再持续。我在家中年

龄最小，常给大人们当下手，承担一些贴

春联、请家堂、祭祖坟等有关的活儿，在

拥抱新春来临的过程展现“自我”。

吃过年三十丰盛的午餐，姐姐们就

开始准备除夕夜的饺子。叮叮当当的菜

刀在厚厚的菜板上鼓点般起起落落，将

整棵酸菜剁成细末状，然后和成馅儿，给

人一种很激昂很振奋的感觉。母亲提前

准备了几枚硬币放到馅儿里，测测全家

哪个运气更好一些。父亲给年龄偏小的

孩子每人发一毛两毛的压岁钱，大家都

视若珍宝。常年不洗脚的我，也洗净了

手脚穿上新袜子、换上了新衣服兴致勃

勃。

晚间十点左右，村里有心急的人家

开始发纸、放鞭炮，这是小村一直延续的

传统习俗。陆陆续续，便看见暖暖的炊

烟在通明的灯火照亮下升腾起来。饺子

热气腾腾，屋子便热气腾腾。父亲带我

们敬天敬地，然后一家人围炉夜话吃饺

子，共享年的快乐、祈福明天更好。母亲

将新熬的猪油装进灶台上的坛子里，轻

声唤哥哥过去，把坛子搬到两步之隔的

柜上，别人欲下手，母亲不允。后来才知

道母亲的用意，原来“荤油动”与“婚姻

动”谐音，她想借神灵下界之际懂得她的

心思、保佑儿子能早日娶上媳妇。

大年初一清早，大家都穿上崭新的

衣裤，家家户户去拜年，向每一位长辈长

者作揖问好。各家院子都很干净，鞭炮

的碎屑散落一地，那是喜庆的红、兴旺的

红。每家炕上都摆着瓜子、烟卷、糖果之

类，有的人家会把糖果往孩子们的兜里

塞两块。

那时虽识字不多，但爱读春联。比

如“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三中全会

是春雨，幸福生活是红果”，现在还能信

手拈来。细细品味，那些浓郁的年味儿

全都浸在民俗中、融在热闹间、落在满足

里 。 也 正 是 那 些 代 际 传 承 的 仪 式 和 活

动，赋予了年浓厚的色彩，也留给我们绵

延一生的情结。

岁月催人，最终我和哥哥姐姐们一

样，如硬了翅膀的鸟雀单飞，走出那年味

十足的小村到他处打拼。内心世界里，

却总有亲人离舍的悲悯与知交零落的空

虚，在年关到来之际让心情变得格外沉

重。在游走的岁月面前，就像一只寻不

到来路的羔羊再也回不到从前，再也找

不回与记忆相伴的往昔温情。

我曾大致浏览过公知对年味变淡的

表述，从农耕文明讲到国际国内大势，说

得头头是道。但作为时代的亲历者，小

时候之所以数着日子盼年，很大程度是

因为过年有超越平时的氛围、过年的生

活更好一些、过年才有新衣服穿；年味淡

了，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对年的期盼少了，

也正表明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好了。

回忆是温馨的，绝不是对贫困的讴

歌，更不希望回到那个年代。

但我愿意把曾经的甜美留给后人，

让他们懂得人生来处、懂得亲情安暖，并

深切把握年在家的路上、家是年的方向。

年，年年绕心间
杨守东

记得小时候，新年是从父亲换掉墙上挂的旧

日历开始的。新年那天，父亲郑重其事地取下旧

日历，把带有红色封面的新日历挂上去，顿时，似

水流年旧时光，换了新颜，欢天喜地新年到。醒目

的“1 号”让每个人都笑逐颜开，怀揣梦想出发，旧

年的遗憾、伤感算什么，明天会更好。

到了晚上，父亲把我和哥哥叫到日历前，让我

们在日历空白处随便写几句。在第一页，有我们

“流水账”似的记录。玩了什么吃了什么，一派小

孩儿心性，对来年的豪言壮语，无非是要考第几

名，要买多少糖，信手拈来。这些丝丝缕缕的碎

片，牵牵绊绊，藕断丝连，构成了完整的记忆胶片，

难忘，记载着幸福，珍藏着快乐。

新年，是从母亲的除尘开始的。新年前夕，母

亲带领全家人给家里来一次彻底大扫除。走廊外

面，瓷瓦亮闪闪、玻璃明净净，件件家具锃光瓦亮，

旧物新品光鲜如初。锅碗瓢盆被大洗一番，烧黑

的锅底，用沙子打磨，还它最初模样。大扫大洗，

缺一不可。衣服被单都细洗一番，干干净净，花花

绿绿，晾出一片，随风飘扬，像是彩旗飘飘。换一

块花桌布，买一把新筷子，添几只新碗，母亲用净、

新，虔诚地迎新年，期待来年吉祥、儿孙长安。

迎新年，少不了身上的那袭新衣。新年前夕，

母亲定要为家人买身新衣服。新年那天，全家人

必得穿得新崭崭、齐整整的，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来

迎接新的一年，衣新、人新、心新。新年新气象，新

春新心态。一身新衣，满心欢喜，重整行装，重新

出发。

新年到，看着身边崭新的一切，向着美好与向

往的一切，整整新衣，理理行装，收收心态，春风顺

意地出发。

新年迎新
田雪梅

2023 年，是农历癸卯兔年。“兔”，在我国有着

悠久的文化历史，有关兔子的神话传说、成语典

故、民间俗语乃至诗词歌赋很多。

《诗·召南·兔置》中说：“肃肃兔罝，椓之丁

丁。”意思是说，装好张张捕兔网，敲打木桩叮当

响。可见，先秦以前就有兔子的文字记录。汉代

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兔，兽名，像距后其尾

形。”其甲骨文、篆文描画的正是“兔”的长耳短尾

的形象。

兔的体态乖巧，活泼可爱，嗅觉发达，动作灵

敏。在古代，兔是瑞兽。“赤兔大瑞，白兔中瑞”，

《宋史》载“王者德盛则赤兔现，王者敬耋则白兔

现。”正因为兔被人们认为祥物，至今一些地区还

流传着挂兔子的年画，认为可以镇邪避灾。旧时

我国民间中秋节，有给娃娃穿兔鞋的习俗，也是

祈福小孩身体健康，行动敏捷。

东汉王充所撰的《论衡·说日》称“月中有兔、

蟾蜍”。晋代傅玄《拟天问》中有“月中何有，玉兔

捣药”。神话中，与嫦娥一起居住在广寒宫的玉

兔，最有名了，家喻户晓。相传，它浑身洁白如

玉，被称作“玉兔”，拿着玉杵，跪地捣药，服用此

等药丸可以长生成仙。李白诗云：“白兔捣药秋

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

薪。”杜甫《月》诗有“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

诗人们喜爱月宫中的“兔”，反复吟唱，久而久之，

玉兔便成为月亮的代名词，也涌现出银兔、金兔、

冰兔、兔轮、兔魄等词。

传统文学作品中，兔子的形象经常出现。“守株

待兔”“狡兔三窟”“兔死狗烹”“兔死狐悲”等，这些成

语通俗易懂，情趣盎然；歇后语“兔子尾巴——长不

了”，“兔子拉车——连蹦带跳”等，诙谐风趣；谚

语“兔子不吃窝边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等，

语 言 朴 实 ，寓 意 较 深 。 至 于 咏 兔 的 诗 句 ，更 多

了。“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沉钩摇兔影，浮

桂 动 丹 芳 。”“ 清 露 冷 浸 银 兔 影 ，西 风 吹 落 桂 花

枝。”“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草眠。”等等。

时代发展，孩子们的童年生活离不开对兔子

的喜爱。“小兔子，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蹦蹦

跳跳真可爱，爱吃萝卜和青菜。”这首经典儿歌，

差不多每个小朋友都会唱。大白兔奶糖，孩子们

爱吃；“小兔子拔萝卜”的游戏，孩子们爱玩；“小

白兔与大灰狼”的故事，孩子们爱听。这些活动

蕴涵着兔子的形态、习性等方面的知识，富有情

趣。

兔子温顺优雅，也强健机敏，具有特别强大

的繁殖能力。苏澈《中秋夜八绝》写到：“暗添珠

百倍，潜感兔多生”。正是由于兔子旺盛的繁殖

力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寓 意 多 子 多 福 、人 丁 兴

旺。“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展现的就是女性的形

象。《尔雅》记载：“兔子曰娩”，对兔子的生殖崇拜

文化至今保留在民间习俗之中。

兔 ，在 十 二 生 肖 中 位 列 第 四 ，与 十 二 地 支

“卯”配属，故称为卯兔。卯时为清晨 5 时至 7 时，

乃一天的开始，象征着光明和希望。新的一天到

来，拜个年，祝福大家健康活力，幸福一整年。

兔年说兔
李志宏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节是一种

怀旧的表达和寄托，也是对新生活的企

盼和祝福。人们以庆祝的方式结束一个

日历周期，又以憧憬的方式开始一段新

的旅程。

所以，腊八一过，就算进入春节的准

备模式了，人们开始杀年猪，腌制腊肉、

香肠，购买新衣、门神、对联等年货，再给

房子掸一下灰尘、清洗被褥铺盖等。到

了腊月二十三，就是小年了，正式进入过

年状态，远处的人开始返乡回家过年，人

们准备好肠胃大吃大喝、尽情玩乐、把酒

言欢。一直到正月十五，吃下汤圆、猜过

灯谜、闹完元宵，才算年过完了。人们正

式收心进入工作状态，该外出打工的带

上行囊，告别家人和故土出发，该春耕的

趁着节气抓紧耕作、播种，为过好下一个

春节，为下一次更好相逢努力拼搏和奋

斗。

因而，为了迎接新一年的到来，不同

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几千年的劳动

和生活中形成了很多民俗民风。在我所

生活的地方，人们会在除夕这天把两根

甘蔗倒过尖来顶在大门背后，正月初一

天 一 亮 就 把 顶 在 门 背 后 的 甘 蔗 翻 过 梢

来，寄托好事成双，日子翻身或苦尽甘来

的愿望；把青菜、白菜或豆腐煮在一起，

叫清清白白又过一年；炒一把青蒜苗当

作下酒菜，学会算计或计划新一个轮回

的日子，或谐音把过去不如意的事情都

勾销、算了。

小孩子最爱过年，老早就企盼着日

子过得快些，可以放假，有好吃、好玩的，

有新衣服穿，还不用做任何的家务或作

业。由于物质条件限制，甜白酒、酥肉等

很多东西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能吃到。

记得小时候，会为得到压岁钱、爆竹、一

些米花和糖果而兴奋得彻夜难眠，在除

夕夜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希望早点天

亮，然后穿上新衣服跑出家门，和小伙伴

一起到处放爆竹、玩耍，直到玩累了、饿

了，才想起回家吃饭。

而那时，即使过年，都不一定能够有

一套完整的新衣服，要么穿新上衣、旧裤

子，要么穿旧上衣、新裤子，要是哪个小

伙伴能有一顶带五角星的绿军帽，会让

大 家 很 是 崇 拜 和 羡 慕 。 家 里 有 弟 兄 三

人，我排行老二，是最尴尬的，经常是哥

哥穿小了的衣服给我穿，等我再穿过以

后就坏了，不能再给弟弟了。这样一来，

经常是哥哥、弟弟都有新衣服，我总是只

能穿旧衣服。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吃穿早已不是

问题，现在过年，就图一家人可以平平安

安地团聚，照个全家福作为纪念，多年以

后，也许物是人非了，但总能找到满满的

亲情和怀念。人们也可以趁着难得的大

假，好好地休闲一下，放松工作的紧张和

劳碌，调整好身体和心态，迎接新一年的

工作和生活。

为了让来年有个好的心情和希望，

人们相互问候和祝福，也尽量说吉利话、

好听话，民间就有“腊月忌尾，正月忌头”

的说法。腊月忌尾，有两件事很重要，第

一件事，要求在最后一个月不能去借别

人钱，差钱的要尽快去还款，因为这个时

候大家都在筹备过年，自然资金也不会

太充裕，大家也不希望债务连年；第二件

事，忌讳搬家，以免造成生活不稳定和家

里乱纷纷的样子。正月忌头，也就是说

在新年正月，不能去剪头发，否则会引来

不顺心的事情。其实，“腊月忌尾，正月

忌头”还有另一层的意思，是叫人在这一

段 时 间 多 让 人 开 心 ，少 说 丧 气 话 、风 凉

话，少纠结成败得失，少与人有不愉快的

事情发生。不论小孩子怎样调皮捣蛋，

大人都很少会去打骂孩子。

其实，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年”就

是希望。人可以没有金钱、物质、地位，

甚至于落魄或灾难，但只要心中还有希

望，还有那轮燃烧的太阳，天就不会塌下

来，就会很快亮起来。只要还能看到美

好的前景，他就能够挺过难关，勇敢地生

活下去。对于离开故土的人来说，“年”

就是乡愁，“年味”就是家乡的味道，经常

有人说“好过难过又一年”、“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不管我们离开家乡有多长

久、有多遥远，只要过年，就会有回家的

冲动，就在牵挂和温暖，就有亲情和友情

在身边，就有说不完的陈年往事堆积在

心头。

心中有“年”，生活就有奔头，日子就

有希望，工作就有激情，生命就能延续，

就能在辛勤劳作中找到安慰和满足。他

也肯定会是一个幸福感满满，对生活充

满自信、带着感恩的人。

心中有“年”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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