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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炖肉；二十七，
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年三十，吃扁食儿。”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研究部李建平的记忆中，这些儿歌就是
老辈人口口相传的“年味儿”，歌词所唱的
是民间过春节的习俗，每一句都带着对新
年浓浓的祈盼，唱着唱着，年就来了。

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李建平至
今还延续着老一辈人的习俗过春节。譬
如到了大年初一，她会拎着点心匣子走亲
访友，而长辈一般会早早准备上饭菜，留
下客人一起分享过年的喜悦。准备饭菜
的时间越长，幸福的过程也就随之延长。

和过去不同的是，在物质生活极大丰
富的今天，很多保留下来的习俗只是一种
形式，那种为了吃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
掰着手指头计算日子的心情不会再有了，
但是孝敬长辈、和睦邻里的传统美德却一
直延续着。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令李建平记忆最

深刻的是几种沾着年味的食品。一种是
腊八蒜，要在阴历腊月初八的这几天泡
制，到了年三十开坛，就着热气腾腾的饺
子吃，别有一番滋味。这也预示着新的一
年不用再辛苦算计着过日子，生活富足安
逸。还有一种过年必不可少的食物是豆
腐，“过年吃豆腐，来年更幸福”，为了能让
豆腐储存得久一些，李建平家里很早就会
将买好的豆腐放在油锅里过油，然后冷冻
起来，等到年三十那一天，拿出来炖肉烹
菜，满满幸福的味道。

总之，一年之中再怎么节俭，到了过
年这几天都不会再吝啬了。过去的老话
儿叫“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现在仍然有
人在唱“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辛苦了一年
的人们抓紧一切机会在这几天尽情享受
美好生活，把年过得越红火也就意味着新
的一年越会有一个好光景。

有人说，现在的人们，物质生活富足
了，盼年的心情也淡泊了。在北京读大学
的小侯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她很早就买
好了回家的火车票，对她来说，小时候过
年是一身新衣服和几张压岁钱，而现在，
过年就是一张小小的车票，与其说是盼
年，倒不如说盼的是一家团圆。

放鞭炮和看春晚是小侯认为最有过
年气氛的两项活动。直到现在，她们家还
在坚持着年三十晚上，鞭炮一响饺子下锅
的传统。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饺子汤

开始翻滚，放完鞭炮回到家里，热气腾腾
的饺子刚好出锅。雪白圆润的饺子，蒸汽
袅袅而上，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里，一
碗热乎乎的饺子汤是最温暖人心的安慰。

春晚的大幕一拉开，小侯家里所有人
都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围坐在电视机旁，从
她有记忆起就是这个样子，不管这台晚会
的坛子里装的是什么酒，春晚都是一个家
庭守岁最好的媒介。

小侯常听妈妈讲，过去的文化生活相
对单调，春晚就是一种文化引领，春晚里
的歌曲可以传唱至今，小品中的台词也会
流行一整年。而现在，也许是我们的文化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春晚再也不会给人
带去那么深刻地影响了。可是小侯并不
十分介意春晚的节目单，她只是需要这样
一个媒介，可以在朋友圈里和同学们一起
吐槽互动，可以和爸爸妈妈坐在一起享受
家庭时光。

一些民间习俗让小侯觉得既有趣又
敬畏。从小妈妈就告诉她，家里放了鞭炮
就要闭门谢客了，过去人们还会在门口放
上一个“拦门棍”，就表示鬼神不会进门。
还有年三十的晚上不能倒垃圾，因为老辈
认为，会把一年的好运和财气都倒掉⋯⋯

小侯说，在以后的每一个春节，自己
仍然会把这些传统延续下去，随着年龄的
增长，她越来越感觉到延续这些珍贵的传
统，也是在延续一种亲情和一份责任。

每个人的向往都美好
□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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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 年代微山湖区
的农村，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
贫困，但精神充实，每一个春
节，似乎都过得有滋有味。

先说“吃”。那时候老百
姓日子苦，平时吃的是玉米
面、高粱面，蔬菜就是白菜、萝
卜和咸菜，经济好点的家庭偶
尔能吃上白面。只有过春节，
家家才能吃白面。那时，大家
特别盼望过年，一过腊八节，
就开始掰着手指头倒数。

腊月二十三，先进行大扫
除。全家上下齐动手，打扫房
屋庭院，干干净净迎新年。然

后去赶集，买过年需要的东西。常常是买
点白菜、萝卜、辣椒之类的必需品，有时候
也买鱼、买肉。如果赶上这一年生产队收
成好，队里会分点鱼、肉。鱼是生产队养
的，猪是从社员家里买来的。逮鱼、杀猪
的时候，生产队热闹得很，男女老少围在
一起看热闹。腊月二十五到二十七，家家
户户忙着蒸平常吃不到的白面馒头，红
豆、地瓜做的豆包（面皮却是玉米面），干
槐花、干腊菜做的菜包。到了腊月二十
八，开始“过油”。平常只能吃肥肉炼出来

的“猪油”，过年时家里就会拿出攒了大半
年的豆油来炸菜丸子、炸藕条等，叫“过
油”。一个“过”字，表达了人们对油的珍
惜。这些东西炸好之后，敬过祖宗神灵，
再让孩子们解解馋，才会挂在房梁上，以
招待过年来家里做客的亲戚。

按照故乡的习俗，除夕晚上和大年初
一早晨，再穷也要吃扁食（即水饺）。除夕
下午，一家人就围在一起包扁食。一年当
中只有这时才能吃上扁食，扁食便特别喷
香可口，“盼年”的急切，也就在我们等待
扁食出锅的那一刻体会出来了。

再说“穿”。那时候，家家一堆孩子，
衣服总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三老四继续
穿，就连大人穿旧衣服、补丁衣服都是常
态，鞋子更是破破烂烂。到了大年初一，
母亲就会拿出不知熬了多少夜缝出的新
衣或新鞋，让我们换上。穿上新衣、新鞋，
立马神气许多，多少年都忘不了。

再说“玩”。小时候只要不上学，就得
去干农活，或者割草、放羊、搂柴火，只有
春节那几天，可以放开了玩：跳房子、滚铁
环、打拉子、捉迷藏⋯⋯甚至“打群架”。
每年正月初七晚上，我们同前村的孩子为
了“送火神”在麦田里用土块互相攻击，成
为永久的回忆。

最后说“乐”。吃好的、穿新的、放开
玩都是“乐”，大年初一之后走亲戚，更是
孩子们的一大乐事。到亲戚家不仅会享
受好吃好喝的待遇，还会受到家里难得的
礼遇，临走时，还会得到为数不多、但备加
珍贵的几毛钱——这可是难得的零花钱。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时候过春节

之所以感觉年味浓，还有今天城里人过年
难以“享受”的礼仪和禁忌。春节作为中
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注重礼仪自不待
言。大年初一早晨，晚辈要挨家挨户地给
本家和邻居长辈磕头拜年；走亲戚时，也
要给外祖父、外祖母、姑、舅、姨等长辈拜
年。过年，自然要尊祖敬宗，请去世的先
人回家过节。不论是蒸馒头、炸丸子还是
煮水饺，在吃之前，都要敬神。春节期间，
不能吵架、说脏话，更不能说不吉利的
话。因为有了这样那样的禁忌，才有了神
秘和敬畏，让节日多了几分庄重。

现在看来，那时过年，对大人来说，是
责任，是担当，是一次尊祖敬宗、善事父
母、和睦亲邻的机会和展现；对孩子来说，
是享受，是喜悦，是一次尊敬长辈、有所敬
畏的教育。

如今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吃好、穿好、玩好再不是春节要承担
的事情；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
们也不再敬畏神灵，过年的期盼、兴趣大
大降低，很多人开始感慨年味淡了。其
实，淡了的不是年味，而是我们的责任和
担当。当我们寻找借口，不再回家陪父母
过年的时候；当我们背起行李，到外地旅
游的时候，我们是否感到了父母的孤独与
无奈？当我们用行动表示亲情可有可无
的时候；当我们教育孩子可以对神灵、祖
宗、亲人、团圆不屑一顾的时候，孩子还会
感到亲情的温暖和对自然的敬畏吗？

春节，中华民族最大的乡愁，但愿在
新的世纪里，依然给我们以力量，依然温
暖我们的心。

年，年年过，年年有。但在当今大部
分快节奏城市生活中，DIY 的传统客家
年却是很少见的。

笔者年幼时生活在赣南的江西石城
县，全县 95%以上的居民都是客家人。
在笔者的记忆中，这里的年味最为质朴、
最为真诚，每一口佳肴、每一滴客家米
酒、甚至是每一粒米饭都浸润着石城客
家人辛勤的汗水，都是石城客家用传统
的纯手工烹饪技艺制造出来的。食材制
作的繁琐工序所花费的时间尚不说，石
城客家人是在用真心与热情来招待每一
位客人。

年幼时，最喜欢去外公家过年，因为
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浓浓的年味，看着
外婆灶头冒起的浓浓水汽，整个厨房好
似仙境。

在当地大部分农村，过年的猪肉来

自于自家养了一年的生猪，豆腐是用石
磨碾磨好的豆浆凝固压榨而成，鸡、鸭、
鱼、青菜也都自给自足。虽然这几年现
在乡亲们的生活好了很多，购买年货也
方便，但是乡亲们仍旧年复一年地认真
操办着年货。外公说，舅舅喜欢吃外婆
做的腊香肠，超市买的不是这个味。

过年前要做第一件事就是制作客家
腊香肠，自家用淘米水喂养的猪是再好
不过了。我见过外公家杀猪时，为了防
止猪逃跑，四五个人来帮忙，屠夫的指挥
声、猪的嚎叫声、还有妇女们装猪血时锅
碗瓢盆的碰撞声夹杂在一起，场面很是

惊心动魄。
除了杀年猪，写对联、打手工肉丸、

烧油炸果子、做冻米糖、舞石城灯彩等都
是很有年俗欣赏价值的。这些都是在城
里过年感受不到的年味，在平日里领略
不到的客家风情。

在石城，自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十
五元宵夜，龙灯、茶蓝灯、狮灯，蚌壳灯等
等各种不同形式的灯队遍布城镇乡村，
挨家逐户舞灯祝福。大年三十夜，家家
户户到祖宗祠堂里迎灯接福守岁团年；
大年初一，放铁铳敲锣打鼓送灯向祖宗
拜年，村村堡堡家家户户接灯进福祈求

吉祥如意，招财进宝、丁财两盛⋯⋯
我常常想，为什么要过年，难道就只

是亲戚串串门、买新衣、吃吃喝喝吗？石
城县独特的传统客家年让我对过年有了
新的看法。过年，最重要的还是传承，对
年文化、传统礼仪、习俗的认识与传承。

我觉得，要想把年过得有意义，就该
去体验我国不同民族的年味风情，感受
我国不同地域的文化新年，更要把传统
的年文化一代代流传下去。不要让喧嚣
的圣诞节等外来节日和快节奏的生活方
式冲淡了我们对传统年节的热情，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与传统文化。

中国年，应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
载体，是找寻真切亲情的好时机，更是让
我们在返璞归真中静下心来，重新看待、
认识自己的机会，为下一年做好打算，定
下目标，蓄势待发，继续努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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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的人今天依然延续

着老一辈人的习俗，而对年轻的

90 后来说，既要和爸妈在一起享

受亲情，也少不了和朋友们的娱

乐节目

那暖心的乡愁
□ 侯仰军

经历过艰苦岁月的人，

总是怀念当年贫穷却快乐的

春节，那尊老爱幼、和睦亲邻

的乡愁，至今仍给我们力量

客家的年，纯手工
□ 李方圆

对整日忙于快节奏的 80 后来说，印象最深的春节常常是农村老家那质

朴、真诚、热闹、纯手工烹饪的年

双星献寿
毛铭三绘扇 翟天雪制图

唯知南极有寿星

，

寿婆多年隐其身

。

我画寿婆同祝福

，

家富人寿福常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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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上的家风

□

江志强

善良丁财旺，和气子孙

贤——爷爷将家风化为春

联，寄托了他对子孙的期望

记忆中，始终镌刻着一副
散发着浓浓墨香的春联。上
联：善良丁财旺；下联：和气子
孙贤。多年来，我无数次地在
网上搜索这副春联，却是无
果。由此看来，爷爷所言不虚，
这副春联是他老人家的原创。
用现在的目光来审视这副原创
的春联，其实蕴含了浓浓的
家风。

1983年，父亲在村外购置
了一处宅基地。两年后，新房
盖成，于1985年春节之前喜迁
新居。爷爷提议，要在新家的
大门上贴一副有意义的春联，
并请来众亲友出谋划策。大姑
夫一拍脑门，建议写一副“天增
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
门”，多吉祥啊。三姨夫立即给
予否定，理由是，这副春联用了好几百年，家家户户
都在用，早已老掉牙了，应该写一副“松竹梅岁寒三
友，桃李杏春风一家”，多显气节啊。爷爷有几位喝
过墨水的老友，也纷纷提建议，他们认为，应该写“寒
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或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香自苦寒来”⋯⋯

然而，爷爷全部否决了这些“好建议”。他说：
“这些春联都很好，但是，谁家门上都可以贴，显不出
咱家的特点来。”

众人惊问其故，爷爷轻抚长须，答曰：“要写一副
能够体现家风的春联，让家里人受到教益。”

众人都觉得爷爷的话有道理，又觉得不可思议，
用春联来体现家风，这也忒难了。再说，咱们家的

“家风”究竟是什么呢？
当时年幼，未经世事，我只是依在爷爷的怀里，

倾听爷爷的诉说。爷爷谈到：“多年来，咱们这个家
族，文武兼济，人才辈出，各种事迹数不胜数⋯⋯”

听着爷爷的讲述，我对家中的历史有了粗浅的
了解，更对爷爷如何编写这副春联充满了期待。

三天后，爷爷终于想出了这副原创的春联——
善良丁财旺，和气子孙贤。

围着春联，诸多亲友一字一句地品，反反复复地
读，纷纷点赞。大家都说，这副春联对仗工整，意境
很深，特别是善良、和气等“关键词”，的的确确体现
出了家风，体现出了这个家族几百年来的“治家宗
旨”，而“丁财旺”“子孙贤”等词汇，则寄托着这个普
通农家的“家庭梦想”。

于是，这副春联贴在了大门两侧。春节那天，从
门前经过的路人，纷纷驻足，品评，点赞。都认为这
副春联编得好，不随俗，有内涵，有意义。

结合这副春联，爷爷时常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善
良、和气的人，唯有如此，方能家和事兴。

几年前，爷爷去世。老人家教给我的持家做人
的“家风”，却长久地留在我心间。每逢春节，我总是
将这副春联的故事讲给爱人和儿子听，他们受益
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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