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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力量是无形的，诗的力量是无限
的，诗的力量也是神奇的。

一首诗能撼动亿万人的心，这并不是什
么神话，诗人大吕的短诗《回家过年》（见文
后），就产生了这样神奇的力量。

在微信、QQ等社交媒体，在百度，在抖
音，在新浪，在今日头条……在国内各大门
户网站，相信有不少读者通过不同渠道读过
这首诗。如果从2004年发表时算起，这首脍
炙人口的短诗已经风靡传播了20年。近日，
笔者有幸拜访诗歌《回家过年》的作者大吕
先生，了解到这首诗的写作与流传的过程。

想起早年间父母亲艰辛哺育的点
点滴滴，奔涌的情感难以抑制，写作
时眼含热泪一气呵成

大吕，原名吕芳岭。在谈起诗歌《回家
过年》的创作过程时，他说，那是2004年春
节前夕，时任报社周末编辑部主任的他，为
了在过年期间为广大读者营造节日气氛，他
和编辑部的同志决定设计一个通栏的祝贺内
容，向全省读者问候节日，形式由版面编辑
精心设计，文字则由他自己来创作。

大吕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生于苏北农
村，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让他深切地体会到
父母亲哺育儿女的不易，父亲母亲终年在田
间地头辛勤劳作艰难度日。上世纪七十年代
后期，我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高
考制度的恢复让他们家兄弟四人赶上了风云
际会的时代大潮，他们一个个考取大学脱颖
而出，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从农民
的儿子，成了奉献国家社会的“国家的人”。
大学毕业后，兄弟四人工作在全国各地不同
城市不同岗位。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他们
一天天成长，通过努力在各自奋斗的岗位都
取得了很好成绩。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生活
在故乡的父亲母亲一天天变老。在一首诗中
大吕这样写道，“母亲的衰老是我写不尽的忧
伤”。正是怀着对父亲母亲深切的爱，作为儿
女，每年春节，他们兄弟几个总会不约而同
地从各自工作的城市，天南海北千里奔赴，
哪怕冒着风雪严寒，也要回到故乡的偏僻小
村，与白发父母团聚，尽人子的一份孝道。

作为诗歌写作爱好者，大学时代的吕芳
岭便是标准的“文学青年”，以“江月”“大
吕”为笔名在《诗刊》《星星》各类报刊发表
了不少诗歌、散文，还曾在全国诗歌大赛中
获得过特等奖的殊荣。凭着创作颇丰的成
果，未出校门便加入了作家协会。大学毕业
后出版了诗集《献歌》《初恋的情歌》，主编
《1991—2000十年袖珍诗历》《青春 友谊 爱
情》等多部诗歌选集。从事新闻工作后，爱
好不减当年，只是平时新闻采编工作实在太

忙，写作便成了“业余”。诗歌《回家过年》
的写作正是他积压多年情愫的一次喷涌：回
想起自己年少时父母亲艰辛地哺育自己的点
点滴滴，临近春节愈发思念亲人，奔涌的情
感难以抑制，写作时眼含热泪一气呵成。几
天后，诗歌《回家过年》便刊登在春节前的
《江苏工人报》周末版的一版上。

春节是一年一度回家脚步声最密
集的时候，诗歌《回家过年》伴随这
种脚步声与亿万回家人的心灵产生了
强烈共鸣

“诗歌《回家过年》的流行，受益于手机
‘短信拜年’和媒体融合发展时代的来临。”
大吕说。

2004年之前，在香港影视剧中被称为
“大哥大”的手机刚刚走近国内寻常百姓，虽
说远没有迈入智能时代，但在过年的时候，
时尚一族便已经使用手机短信相互拜年了。
一条短信一毛钱，但不能超出规定的字数，
超过了要另外收费，如果使用彩信，发一条
则要收取一元钱。《回家过年》这首诗，饱含
深情，易于吟咏，因篇幅短小，节约费用，
所以特别适合人们用手机短信拜年。

那时，每逢春节临近，大吕总是特别开
心，因为《回家过年》这首小诗又要在铺天
盖地的手机拜年的短信中“热闹”一阵子
了。有一年春节之前，他的手机收到几位朋
友提前给他发来的拜年短信：“回家过年，做
个幸福的人，高堂白发，是心灵的故乡。”朋
友们提醒他早点回老家过年。只是发出这条
短信的人不知道，他们发出的诗句正是摘自
大吕创作的诗歌《回家过年》。大吕知道，每
年最寒冷的日子里，常与纷飞的雪花“共

舞”的，是一年一度回家过年最密集的脚
步。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过年情结，是每个归
心似箭的回家人的温暖乡愁，更是伴随我们
生活的追求与热望。

在与大吕交谈的时候，他在书桌上向笔
者展示几十份全国各地近年来转发、引用诗
歌《回家过年》的报纸。大吕说，这些报纸
只是他能找到的，应该还有更多报纸转载或
引用过这首诗。比如，他就在网上看到面向
全球华人发行的海外媒体《中华时报》转载
过这首诗。看来，诗歌《回家过年》不仅反
映了咱们中国人的心声，也表达了全世界华
人共同的过年情结。

光明网首页曾以题为《亲历：读懂那颗
似箭的归心》的通讯，引用了大吕的这首
诗。文章中说，其实咱们中国的社会就是一
辆“大列车”，家在哪里，这趟列车的终点就
在哪里……中国文明网曾在“在线访谈”栏
目“孝道在当代中国”中，中国伦理学会名
誉会长陈瑛，孝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肖波，全
国孝老爱亲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商雨佳，在节
目中现场朗诵了《回家过年》的诗句。他们
认为，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培育亲
情、传播亲情、展现孝道的最好机会。“父母
在的地方，是一个叫家的地方，是一个让人
流泪让人心醉的地方。”诗中道出了作为儿女
忘不了对父母亲尽孝的心情，只要父母健
在，无论身处何方，都要在春节来临之前，
赶回家看望父母。听着格外亲切的乡音，看
着时常入梦的故乡山水，与儿时的小伙伴拉
拉家常——家，永远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灵港
湾。

“回家过年”是很多远在异乡游子的一个
必然选择，已经作为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密
码遗传至今，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而诗歌
《回家过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得到传播。

远离家乡的游子都有剪不断的乡愁
和思亲之情，诗歌《回家过年》正深深
触动了千千万万“漂泊者”的心灵痛点

现在，无论在百度，在微信视频号，还
是在抖音上，只要你键入“吕芳岭 回家过
年”几个字，便会跳出几十页的搜索内容。
笔者在抖音视频上看到，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用颤巍巍的声音，牙牙学语的儿童用奶声奶
气的语调，在各自的账号上发布自己深情朗
诵《回家过年》的视频。当然，更多的还有
人到中年的大叔，以及远离家乡、漂泊在外
地打工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他们在朗诵时，
有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但他们一字一句饱含
深情十分投入的朗诵，让人十分动容。

大吕介绍，许多人曾经非常熟悉的西祠
胡同网站，曾将《回家过年》这首诗在“胡
同口”全文置顶，收获点击量高达几十万，
成百上千的网友跟帖附上自己的感受。一位
跟帖者这样写道：“感谢这首诗的作者在新年
的钟声敲响之前，给大家带来了这支洋溢着
浓浓深情的‘思乡曲’。自己作为离家30多
年的游子，此时此刻心中的感受，与诗歌
《回家过年》中一词一语竟是那样契合。百善
孝为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应该代代相
传，永远继承！”

谈到这首诗的影响，大吕说，曾有一位
女孩在自己的博客上表达了自己特别的感
受，让他印象很深。那位女生在博客中说，
自己是大学毕业后工作在南方的东北女孩，
两年前她的父亲得了重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
世界。作为一个孝顺的女儿，她还没来得及
尽孝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回家过年》
表达的正是她心底最想说的话。她说，不管
千里万里，今年春节，她一定要回到东北老
家，好好陪陪亲人，陪陪母亲……

入选中央电视台“新春诗会”、著
名表演艺术家的精彩朗诵，给诗歌
《回家过年》插上更广传播的翅膀

诗歌《回家过年》的多年来流行传播的
现象，引起了央视《新春诗会》导演组的注
意。2016年2月16日 ，中央电视台“新春
诗会”向全世界华人直播，让这首短诗跨越
国界，走入世界华人的阅读视野。著名表演
艺术家季冠霖女士饱含深情的朗诵，通过央
视中文国际频道，又让世界各地的多少华人
眼里噙满热泪。与大吕的《回家过年》同时
入选央视《新春诗会》的诗歌作品，阵容可
谓十分“豪华”：有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乡愁
四韵》、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舒婷的《初春》 等名篇佳作。著名表演艺术
家的精彩朗诵、国家电视台强大的影响力，
给诗歌《回家过年》插上了更广传播的翅膀。

诗歌要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诗歌《回
家过年》的流行给许多从事专业创作的诗人
作家以启示。生活在南京的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著名诗人杨德祥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八行
体诗歌的写作与探索，他很早就注意到这首
短诗广为流传的现象。杨德祥认为，诗歌
《回家过年》的流行有其深层原因：首先是诗
的主题健康，宣扬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孝道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
父母、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或工作，千千万
万农民工兄弟姐妹像候鸟一样远离故土进城
打工，有的甚至长年在海外打拼。每逢佳节
倍思亲，这首诗容易与当下人们心灵深处的
普遍情愫产生“温柔”的碰撞。再就是这首
诗语言平实质朴，韵律优美，内在的节奏易
于吟诵。《回家过年》的流行让许多所谓的

“新锐诗人”感到汗颜，因为他们的写作常常
是躲在象牙塔中作无病呻吟，无关普通民众
的疾苦，广大读者自然不会买账。他们或许
可以从这首浅显、平白的短诗中得到启发。

一年一年，我们回家过年。飞回家乡，
飞回母亲的身边，像归巢的乳燕……让我们
在诗人大吕的诗歌《回家过年》深情的韵律
中迎接又一个新年的到来！

附 诗歌《回家过年》全文：

回家过年
大吕

一年一年，我们回家过年。
飞回家乡，飞回母亲的身边，
像归巢的乳燕。

一年一年，我们回家过年，
漂泊的游子，回到梦的故园，
感受家的温暖。

父母在的地方，是一个叫家的地方，
是一个让人流泪让人心醉的地方。

回家过年，做个幸福的人，
高堂白发，是心灵的故乡。

今年春节，我们还是
回家过年……

和大平原上所有的村庄一样，我
们的村庄，也是一本没有打开的绿封
皮的书。木叶上栖息着风、鸟儿和往
事。低低的房舍，像一枚枚苦涩的楝
树果，布满时间的痕迹。青草围绕的
池塘，在村落中间，像一面镜子，发
出祥和、恬美的光芒。宽阔的黄泥大
道，像一阵风吹进村庄，而后散开，
吹向草垛、打谷场、菜园、堂前、埠
头、后院，吹向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从村子前面流过的屋溪河带来了
鱼群忧郁的清唱和天空瓦蓝的目光，
使村庄洁净而又明亮。但是雨过之
后，河水就会浑浊起来，一个连着一
个的漩涡，带来了河流上游的东西，
比如，凉席、酒瓶和破衣裳。小时
候，我并不知道屋溪河从哪里来，要
到哪里去。对于它的茫然，正是对于
时间的茫然，对于世界的茫然。

更多的时候，我只能待在屋子
里。我记得我们家那张没有光泽的桌
子，它是我们家年代最久远的物件，
它的安静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威严。堂
前总是散发着黄泥的光亮。我熟悉屋

子里的每一件事物，我知
道稻草芯做的扫帚，总是
放在土灰色的门背后。米
桶放在祖母的床底下。鸡
窝上堆放着农具、秧篮和
洗脚盆。

房子小得不能再小，
屋檐低得不能再低，光线
暗得不能再暗。除了半间
堂前，还有一间房。中间
用 芦 苇 划 开 。 里 面 的 半
间，就是爸妈的新房了。
一切都是红漆的，雕花的
大 床 、 小 橱 、 大 橱 、 桌

子、马桶。放了床单和大衣的藤条箱
子，就搁在站橱上面，再上面是一条
褐色方巾包好的牛皮日记本之类的东
西。外半间是祖母的床，旁边是一张
竹椅。坐在上面能发出吱吱嘎嘎的声
音，一如祖母咯血的声音。

灶台就在祖母的床前。灶台当然
被熏黑了。碗橱放在角落里，里面放
着青花的碗碟，碗碟中间凿了父亲的
名字。我记得，那时候我最喜欢坐在
灶膛的草垫子上。

那里面黑咕隆咚的。稻草烧过以
后，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明晃晃
的火星，也让我感到一种温暖。下雨
之前，风总是很大，炊烟吐不出去，
会倒吹进屋子，这时，屋子里到处都
是呛人的烟味。雨也开始下了，在青
瓦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我就躺在
祖母的怀里，听一些久远的故事。

门前是一片打谷场，高大的馄饨
树围绕在周围，成了一个绿色的围
墙。小时候，我常常坐在门槛上，手
里玩着泥巴，注视着形形色色的人

群。再往南，就是屋溪河了。青石板
铺就的河埠伸进清澈的水里。两棵斜
斜的杨树，交织成一把伞。

夏日的午后，等大人们熟睡以
后，我就溜到了河埠上。烟囱鱼在水
草边闲步，看来它和我一样是溜出来
的，风从河对面吹过来，带着一些水
汽。偶尔，鸟会发出几声深远的啼
啭，让我觉得村庄里的一切，草垛、
灰堆、房舍和光亮，一切的一切，都
和往日不一样了，变得陌生起来。苦
楝树站在河岸边，和我一样寂寞。偶
尔，落下一个果子，要在水里发出寂
寞的回响。

这是七月的一个下午，乌鱼在细
细的淤泥里沉睡，竹林里躺在竹床上
的人，用大蒲扇盖住了太阳的光斑。
村口，硕大的老槐树下，一张散发着
岁月光亮的八仙桌前，老人们正在打
牌。地上，揿灭了一地的烟蒂。卖茶
水和凉粉的人，躺在逍遥椅上。收破
铜烂铁的溧阳佬，吹着一支笛子，从
上一个村庄来。在村口买了一杯茶
水，一边用凉帽扇着风，一边看老人
们打牌。寂寞的平原，寂寞的天空，
寂寞的房舍，寂寞的童年……

那是我生命中最初的记忆，想起
来，总是有时清晰，有时茫然。在七
月结束的时候，祖母搬到了山上。

（选自《外婆家》）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
小子要炮，老婆子要吃新年糕，老头子要
戴新呢帽。”这首流传于北方地区的年节
童谣，生动地传递了人们盼望过年的热切
心情。

如果说大年是一首律诗，那么腊八，
是首联。腊八粥是腊八节的标配，每到腊
八日，家家户户都要熬腊八粥吃。在一碗
暖暖的腊八粥里，就已有了年的味道。

“过了腊八就是年”，接下来的日子，人们
几乎每天都在“忙年”，但真正进入春节
倒计时的是腊月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腊月二十三，是
南方的小年。过小年的主要活动是送灶
神。灶神之所以受人们敬重那是因为他不
仅掌管人们的饮食，赐予人们生活上的便
利，灶神的职责是玉皇大帝派遣到人间考
察一家善恶的官。因此，送灶神时，要用
又粘又甜的糖抹甜灶神的嘴，让他“上天
言好事，下地保平安。”

“二十四，扫房子。”腊月二十四扫房
子的传统风俗 ，由来已久。据 《吕氏春
秋》记载，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
的风俗。特别的是，掸尘时要用稻草和一
根比人的身高还长的木棍扎成长扫把，将
房子屋梁上、墙角的灰尘和蜘蛛网等脏东
西打扫干净。按中国民间的说法：因

“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迎
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

“晦气” 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
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二十五，磨豆腐。”磨豆腐是古老的汉
族手工技艺。从腊月二十五开始，家家户户
的厨房便开始忙碌起来。过去人们在这一天
都讲究推磨做豆腐、买豆腐、炸豆腐。豆腐
与“头富”音相似，被人们寄予了新年“富
贵”的希望。如今这种习俗传承下来，豆腐
也就成了节日餐桌上备受青睐的食品。

“二十六，买年肉。”腊月二十六，民
间谚语称：“腊月二十六 ，杀猪割年
肉”，说的是这一天主要筹备过年的肉
食。杀猪是杀自己家养的猪；没养猪的人
家则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在腊月二
十六，春节传统民俗就是“割年肉”“炖
大肉”。这里的年肉一般是指猪肉，而吃

“年肉”就是讲究要吃红烧肉，因为肉本
身就代表着富裕的意思，而红烧肉则更能
表示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富裕十足，因
此，吃一碗热气腾腾泛着肉香的红烧肉是
腊月二十六的重要内容。

“二十七，洗疚疾。”到了腊月二十

七，是大家沐浴洗衣的日子，这天大家都
要洗澡、洗衣，以除去一年的晦气，干干
净净地迎接来年的新春。疚疾指的是旧
病，传说在这天沐浴可以除去一年的晦
气，洗去一年的疾病，是为了祈求来年能
健健康康，无病无疾。腊月二十七洗浴也
称为“洗福禄”。旧俗认为，腊月二十七
沐浴洗衣，能洗去烦恼、祛除陈寒，同时
净洁身心，来年的福禄便更多，因此又称

“洗福禄”。
“二十八，贴花花。”贴花花，泛指在

家里、门前、屋后、窗上等地方，贴上春
联、年画、窗花等年节装饰品。腊月二十
八贴花花的习俗由来已久，相传最早源自
古代的“桃符”，这在王安石的古诗《元
日》 中也有出现过，“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人们会在岁末年终之
际，在桃木板上写下“神荼”和“郁垒”
二神的名字，再悬挂在门口，寓意辟邪驱
灾、迎福纳祥。如今，家家户户会在腊月
二十八这天，将过去一年的旧花花撕掉，
贴上新花花，来表达对新一年的美好祝
福，希望来年好运连连。

“二十九，家家有。”腊月二十九，腊
味更浓，年味更近。家家户户都会开油
锅，炸藕圆子、萝卜圆子、肉圆子、豆腐
果、兰花豆、麻花、翻铲、猪耳朵、鱼
……因此称之为“家家有”。物质匮乏的
年代，“贫油”的生活也因这一天 “家家
有”，而变得有滋有味起来。家家飘香
味，户户入年中。这天的炊烟是年底盛事
的高潮，袅袅地蜿蜒在房顶上的天空里，
延续着千年的风俗。

热烈紧张的忙年之后，我们进入大年
最高潮——“三十晚上熬一宿。”腊月三
十晚上不睡觉，也就是除夕夜有守岁的习
俗，除夕整夜不睡，以迎候新年的到来。
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
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
吃到深夜，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迎接新
年的到来。腊月三十又称除夕，为岁末的
最后一天夜晚，它与春节首尾相连。除夕
中的“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意
为旧岁至此而除，另换新岁的意思。人们
都要除旧迎新，阖家团圆，祭祀祖先。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腊月，是一首童谣，一首朴素又动听、欢
快又喜庆的童谣，一首温暖团聚、传唱不
息的童谣。吟唱着忙碌、红火和喜悦，把
幸福唱响，把“年味儿”越唱越浓。

央视“新春诗会”截屏。

童谣声中盼过年
王玉美

一部温厚、抒情、乡土情怀的散文力作，所选篇

目包含乡愁、童年、亲情和人生感悟等主题。作者以

至真至善情怀，写至纯至美文字，展示了一个和乐敦

厚、充满温情的江南水乡。

《外婆家》（盛慧/著，人民文学出版
社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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