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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溢着喜庆和吉祥的春节，是每个炎黄子孙

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符号，它不仅是 365 天中最
新鲜最特殊的一天，也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的告别
和对新一年的祈愿。

春节的脚步一日日临近，不由想起儿时的新
年。 记忆中似乎天天都在翘首等待过年。 因为只
有过年， 家里在吃穿用度上才会上升到最高质
量，孩子们也会收到压岁钱，那可是一年的零花
钱。 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也叫“过小年”，大
人们开始张罗筹备吃穿的东西和大扫除。 房前屋
后、旮旯拐角都要打扫得一尘不染。 木格窗户要
重新糊上白纸， 玻璃窗户则要擦洗得能照出人
影。母亲是家里总指挥，也是最忙的人。早在腊月
里她就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双最时兴的千层底布
鞋，一直压在箱底。 然后就磨面、碾米、砸辣椒面，
去集市买蔬菜和瓜子糖果等年货，给家里大小置
办新衣。 擅长女红的母亲得空还要给街坊邻居剪
窗花，蒸花糕。 父亲则要忙着把家里里外外修补
好，把墙重新粉刷白。 村里有杀猪宰羊的人家，免
不了也要去搭把手。 孩子们被大人吆喝着屁颠屁
颠干些力所能及的事 ，比如捡柴火 、扫地 、贴窗
花、挂年画等。

腊月二十七到二十九为关中人蒸馍时间。 家
家户户都要蒸上好多的包子，要吃到正月十五以
后，因为有“正月十五以前不动面”的习俗。 我们
家一直都是二十九蒸包子，三十包饺子。 清晨五
点，父亲就起床准备包子馅和饺子馅。 从我记事
起，只要家里吃包子和饺子，馅肯定是父亲调制。
我们称之为“闫氏秘制”，味道绝对杠杠滴，无人
替代。 调制好馅料，父亲开始在大铁锅里烧水，为
炖肉做准备。 他把烧热的沥青一点点浇灌在猪头
上，等冷却后逐个揭掉，猪头上的毛很快就被收
拾得干干净净。 接着他和母亲一起杀鸡、清洗猪
下水，我们三个孩子则围着跑来跑去，不停打问
什么时候能好。 本家有人宰了猪，派小孩给我们
端来一盆蒸熟的猪血和一个猪尿泡。 这下可把我
们乐坏了。 不等母亲调好蘸料汁子，你抓一块我
抓一块大快朵颐起来， 然后争抢着玩那个猪尿
泡。 厨房里不时传来叮叮当当响声，灶膛里的火
也噼里啪啦，不一会我们的小院就升腾起袅袅香
气。 那是自家养的大公鸡炖熟后散发出撩人的
香，是猪头肉、肥肠和猪脚煨出来的浓汤香，是各
种形状的肉包、素包蒸腾出来的香……

大年三十晚饭前， 家家户户必须把房前屋后打扫干净，
贴好春联及门神、窗花等，大门及堂屋、卧室、灶房、牲畜圈等
处也要贴相应的对联。 一切准备就绪，便开始点蜡烛，烧香、
燃放爆竹、祭祀先祖。 之后，全家大小共聚一桌吃“团圆饭”。
除夕夜的主要活动就是包饺子、看春晚。 晚上，各家灯火通
明，炉火熊熊，老少几乎彻夜不眠，坐在火炕“守岁”，俗称“坐
年根”。 待到子时，万家鞭炮齐鸣，意为“接天星”“迎财神”，有
的还摆上香案，行跪拜之礼。 然后，便是晚辈为长辈们磕头拜

年，长辈们也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给孩子。 本
家户也开始相互奔走拜年，通宵达旦，直到初一
早上。

正月初一，天刚蒙蒙亮，父亲便在屋外燃起
了炮竹，所谓的“开门炮”，意味着当年开门大吉。
放完炮仗母亲开始煮水饺，父亲祭拜先祖。 反正
每年不等天亮父亲都会大呼小叫地喊我们起床
吃饺子，美其名曰“人勤春早”，还说起得最早的
人另有红包奖励。 按习俗这一天是不扫地的，三
十晚上和初一早晨的放炮纸屑、瓜果皮屑都是要
到初二早晨才能打扫。 吃完饺子父亲早早就去村
大队召集人马，准备敲锣打鼓给军属拜年。 他是
领队者，也是敲鼓人，村里那个大鼓非他莫属。

初一到初十之间， 一般是亲戚间相互拜年。
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轰轰烈烈的年也就算过完
了。 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有了盼头；因为有了
亲人团聚，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 自从父母随我
们搬进城里居住，就再也没回乡下过年，年的味
道也就寡淡了许多。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三年了，
每年除夕前，我随弟弟驱车回老家墓园请父亲和
我们一起回长安过年，回望着我们村子禁不住泪
水涟涟。 记忆的风，是一滴晶莹剔透薄如蝉翼的
泪，轻轻一碰，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 我怀念新旧
交替时刻，老屋外面漫天星光，屋内灯火通明，杆
杆红烛像红娘一样，喜盈盈地把我家每一个角落
都照亮的情景；怀念过年时老屋院落里飘香的包
子和大铁锅里煨炖的肉香；怀念父亲敲着大鼓走
街窜巷威风凛凛的样子；怀念正月里我们唱着歌
谣，提着母亲手糊的灯笼和小伙伴们互相攀比谁
的压岁钱多的时光……

这样的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了。
记得 2020 年春节将至时 ， 京东金融 APP

用一部微电影 《年年和有余 》将一个关乎积累 、
坚持和爱的暖心故事娓娓道来。 电影主要讲述
了一个拥有一头小卷发的小学生年年 ，为了赶
上理发店烫染拉直的优惠活动而努力攒钱的
故事。 故事中年年虽来自 “自来卷 ”家族 ，但是
年年却厌恶自己那一头小卷毛 ，于是年年竭尽
自己所能开始攒钱 。 在历经各种小波澜之后 ，
年年终于靠不断的积累 ， 在除夕夜攒够了钱 。
在年年迎着烟火 ， 奔进即将打烊的理发店后 ，
当所有人都认为年年攒钱是为了拉直自己的

卷发时，殊不知年年攒钱是为了给一条自己收养的小狗烫
成小卷毛，让它成为自己家庭中的一员。 这一结尾既在意
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看完短片，相信它带给我们的不止
暖心，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简单幸福，点滴累积。

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每一年又是新的一年，
无论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都要在新年来临那一刻跟过
往挥挥手。 过年，不仅是过“坎”，更多的是希冀。 日日新苟日
新，珍惜每一个当下，便是新年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 因为
“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

春节近在咫尺，不经意间又站在一
年的尾巴尖上。 午夜梦回故乡:节前张
灯结彩的大街、密不透风的人群、来来
往往采办年货的人们、各家各户门前喜
庆的灯笼、火红的对联、漂亮的年画、房
梁上的腊肉、 熏鱼……惊醒后念想，年
味是什么？ 年味就是春节送福。

麻糖香甜

甘薯熬过之后制成的一种很脆很
甜很香的糖，就是麻糖，儿时最甜的年
味， 时至今日也可以在一些商场中找
到，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那或许不是
什么令人欣喜的吃食，但在我小时候却
有着相当大的诱惑力。

制作麻糖的工序颇复杂，首先是要
买上好的苕糖加热融化，然后将剥好皮
的花生、瓜子、核桃仁还有熟的白芝麻
捣成小粒， 加进糖中搅拌直到均匀，冷
却到可以揉动的时候，再把拌好的糖倒
到案板上搓成柱型的均匀长条，然后用
刀切片就算制作完成。 由于工序复杂，
众人齐上阵，美女抱成团。 馋嘴的小孩
等不及糖冷却，就想方设法地偷嘴。 因
为有苕糖的诱惑，经常跑前跑后地帮倒
忙，一会儿塞一把芝麻，一会儿又捏一
块生糖，乐颠颠的讨人厌，自己倒是自
得其乐，觉得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地制
作美食， 忙到深夜也没人催你睡觉，真
是幸福的等待。

糖做好了， 第一个尝鲜的当然是
我，当外婆把一块刚刚做好的麻糖笑眯
眯地塞进我嘴里的时候，新年的热闹似
乎从已经一股沁入肺腑的香甜开始，从
我舔着指头的麻糖开启过年的序曲。

伴随着零星的鞭炮声， 小姑娘，穿
花衣。 对着镜子好欢喜，妈妈缝衣好辛
苦，我穿花衣要爱惜。

自撰对联

春联是每家每户过年的标配，红红
的春联映照喜庆。 集市上太大众化，爷
爷总是买红纸，裁成长长的条幅，然后
请山城书法家书写。棋友李爷爷自然是
最佳人选。只见他饱蘸浓墨，点墨下笔、
顺锋上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看他写
字是一种享受，我的心也顺着笔势上下
起伏着，总担心那墨汁写偏了写错了怎
么办？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
的，李爷爷的春联遒劲有骨，字字珠玑，
笔笔含情。

最让我佩服的是，那春联是李爷自
拟的， 觉得他的学问真是博大精深，形
象顷刻间更高大起来。一想到背古文是
那么困难的事， 他居然还能自撰对联，
似乎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天天跟爷爷对
弈， 种出小石榴后送我玩的慈善老头。
他那么有学问 ，不再是 “天对地 ，雨对
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
穹。 ”而是“牛聚成云天降玉,虎来踏露
地生金；牛留喜气臻洪福 ,虎显神通颐
华年；牛裹银装知玉洁 ,虎生火眼识真
金； 牛毫扎笔描春色 , 虎子腾云振国
威”， 他书写的一副副春联就如梅花绽
放枝头，为我们家家户户增添无穷无尽
的喜庆色彩，成为年味色彩鲜艳不可缺
少的主打节目之一。

腊肉飘香

腊肉连接着亲情， 一块烧好的红
腊肉 ，是秦巴山乡亲戚间馈赠的最珍
贵礼物。 外婆的家里每年都有大量的
腊肉 ，来自我在深山里的舅爷和姨婆
们。

进了腊月，乡下淳朴的姨婆和舅爷

便带着自己的孩子走亲戚，刘姥姥进大
观园。 此时亲戚们走动很勤，他们来时
总带着自家喂养的土猪腊肉，烘的最好
的猪蹄、腔子和礼吊。 只见亲戚们围坐
在旺旺的火盆边，拉着手家长里短的喜
人新事， 虽然都是山里的新近故事，谁
家孩子外出打工发大财啦，谁家孩子挣
大钱又回家乡反哺社会，隔壁的小伙子
郑元远开洗脚连锁店， 成当地致富产
业，路在脚上，红遍大江南北。

亲戚们把“汪汪的年”送来了，外婆
便开始整理那些腊肉， 瘦的炒干菜，肥
的做蒸碗，猪蹄照例是要来炖汤。 泡制
腊肉是件挺辛苦之事，因为经过了烘烤
和风干，有很硬的皮，需要把火钳烧红
后去烫那皮，直到皮黄发黑，然后再放
进凉水中浸泡一夜。等到上面的一层发
胀后用小刀把它细细刮下，再用刷子刷
一遍才算完成，吃的时候切下来一炒就
可以了。 我从小就喜欢吃腊肉，虽然知
道新鲜的肉要比腊肉健康有营养，但依
然不能释怀干熏的香味，珍惜那些来自
亲情背后的关爱和情谊。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美好的回忆，这
些腊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亲情和人情
无比珍贵的体验。 那样旺盛的炉火、烦
琐的寒暄， 甚至那一大屋子人的热闹，
奏响了新年团聚的大合唱。

如今物质丰富的新时代， 人们天
天都在过年，年味似乎平淡了许多。 这
就让人对年味都有自己诸多独特的记
忆，而麻糖、对联、腊肉和亲人便是美好
的回忆，饱含着我对于团圆的深刻理解
和年复一年守望的幸福。 我想，新时代
的年味应该赋予更新、更广、更高雅的
内涵，就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礼仪、
亲情的有机结合，是现代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的相得益彰，让源远流长的年味
与时俱进。

微风，悠然划过窗台，倚靠在窗檐
上休憩。眼前，忽然一亮，没注意什么时
候小区大门口挂上了红红的灯笼。蓦然
惊觉，要过年了。

久居闹市，早已习惯了每日的按部
就班。 年关已近，却总在怀疑是不是真
的要过年了。 总感觉，现在的年味越来
越淡， 只有在路上看见那些红红的福
字，红红的对联，红红的灯笼，才不得不
相信，年真的来了。

其实， 内心还是怀念小时候的年
味。虽然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好的物
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但那时候的年，却
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光去回忆， 去眷
恋。 小时候，年味蜿蜒着儿时的快乐与
童真。 一进腊月门，就会有一种淡淡的
喜气与忙碌萦绕在耳边身畔。 一场雪
后， 大片大片的阳光照耀在屋檐上，空
气里到处洋溢着一种叫作吉祥的气氛。
街道两旁，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春联，红
红的福字， 开始陆续走进千家万户，就
等除夕那天，用来装饰来年那个火红的
希望。 每当这时，父亲和母亲都会开始
忙碌各自的分工，开始打扫屋子一年的
灰尘。 现在回想起儿时的年味，总有一
种说不出的感动。 我知道，那里面不仅
有劳动的艰辛，更有一份对来年的敬重
与憧憬。

记得儿时，那时，每每一放寒假，我
便和一群伙伴们聚在一起，扳着手指热
切的期待年的到来，盼年的喜悦和幸福

感总绽放在我们的脸上。从每个人的身
上，或从屋内到院里，都能感受到浓浓
的年味。 一张张大红福字，预示着福来
到，一副副对联无不透着年的吉祥与喜
庆。

每逢年关，厨房里总是有母亲忙碌
的身影，热气腾腾的饭菜，不断飘来浓
浓的肉香， 怎能不令幼小的我垂涎欲
滴，恨不得马上就能吃上向往已久的香
喷喷的饭菜。 又白又大的馒头，令我望
眼欲穿，软软的，透着淡淡的香甜。至今
想起来， 那香糯的滋味依旧在心头缭
绕，那份美味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
中，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怀念！

终于盼来了年，从初一开始，一直
是忙碌的样子。 这一拨客人走啦，下一
拨又接上。依然有零星的鞭炮声不时入
耳。过年的夜晚，更是令人怀念，幼小的
我总跟在哥哥的身后，接神送神成了我
们兄妹俩的专职任务。燃放鞭炮时更是
热闹非凡，父亲张罗着，哥哥忙活着，在
院子里笼着一堆火， 围着火堆放鞭炮。
随着一声声爆竹的炸响，瞬间整个院子
像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照亮了每一个
角落， 也照亮了我们幸福快乐的容颜。
在欢笑伴着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我们
渴望着长大，向往着美好的明天！

那种欣喜与期待，渐渐地随着岁月
的流逝与年龄的增长， 成了如今的回
忆。 时光一天天地过去，儿时记忆中的
年味缓缓盛开，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带

着飘香的回忆溢满心间。一切似乎很久
远了，再没有曾经的期盼与渴望，随着
年龄的增长， 也早已失去了对年的热
情，只留下一份对逝去岁月的感怀和深
深的眷恋。 如今，年是一张张握在手里
的车票，无论天南地北，雪雨风霜，回家
过年成了每个人迫不及待的心愿；年是
手里的大包小包，挤满车后备厢里的小
超市；年是电话里亲朋好友一条条的新
春祝福短信；年是母亲的期盼，孩子的
渴望，亲人的团聚！岁月改变了容颜，却
永远改变不了人们对亲情的渴望，改变
不了年这个传统节日在每个人心中的
根深蒂固！

眼看又是一年春节至 ，大街上人
潮涌动 ，商场超市里拥挤不堪 ，各种
商品都成了节日的畅销货。 人来车往
的说笑声 ， 孩子们三俩成群的嬉闹
声 ，以及道路上拥堵的鸣笛声 ，无不
提醒着年走近的脚步 。 红红的灯笼 ，
吉祥如意的对联 ， 各式各样的年画 ，
处处洋溢着年到来的喜庆 。 越是如
此 ，越是感触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
年年人不同”。

让我们在岁月的回首中静静的守
望；让我们在静静的守望中，默默的祝
福；让我们在默默的祝福中感受着年的
温暖； 让我们在逝去的牛年的终点，点
亮虎年新的希望，踏上新的征程；让我
们在浓郁的年味中，看江山如画，听岁
月如歌，品人间真情！

过
年，

是
在
过
什
么

□

闫
群

四、胡风国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康地区出现了

“胡风国俗，杂相糅乱” 的现象，尤其表
现在：服饰、乐舞、墓葬等方面。

迄今，安康境内陆续出土魏晋南北
朝时期陶俑 100 多个、 人物画像砖 20
多通，大多服饰纹路清晰、款式别致，生
动反映了当时“胡风汉韵”服饰特征。无
论是仪仗、武士、徒附，还是仆侍、胡俑、
文吏，裤褶既有左衽，也有右衽，还有相
当多的对襟；袖子有短小窄瘦的，也有
宽松肥大的；衣身有短小紧窄的，也有
宽衣博带的； 上衣的下摆有整齐划一
的，也有正前方两个衣角错开呈燕尾状
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 安康十分流行
“胡乐胡舞”。在汉滨区张滩镇奠安村一
座有东晋升平元年(357)纪年的墓中，出
土了一块模印“骑吹”阵容的画像砖。画
像中五匹缓缓行进的骏马上，坐着五个
深目高鼻、满脸髭须的胡人。 他或吹觱
篥、或吹排箫、或吹横笛、或敲打铜钹，
惟妙惟肖。 另外，在紫阳宦姑滩一座有
北魏和平二年(461)纪年的墓中，出土了
一套 “乐舞伎铜带版”。 该铜带版共六
块，其中一块上铸女性舞伎 1 人，另外

五块上铸男性乐师 5 人。 此五人一律胡
服， 敞胸坦腹， 盘腿坐在舞毯之上，或
吹、或打击，形态各异，与敦煌莫高窟壁
画《佛国世界》中 220 窟北壁《东方药师
净土变》中的‘胡旋舞’图相比，除手位
不同外，其衣著，造型，舞姿竟有着惊人
的相似之处” 。

安康此时期的墓葬 “既受到长江
上游和中游地区南朝因素的影响，又受
到鄂北豫南地区南北并存的文化风格
的影响”，出现“南墓北俑”现象。但陶俑
“从总体造型风格来说， 与中原华北北
朝陶俑更为接近，而明显区别于关中北
朝陶俑 ，如着裤褶服 、戴小帽 、披两裆
甲、穿窄袖短衣等特征习见于北朝墓葬
中，但细部表现又有一定差别；另外还
有一些不同于中原和关中的风格，却与
豫南鄂北的邓县和襄阳所出非常接近
的陶俑和陶器，如尖顶小冠俑、尖顶宽
檐帽陶俑、陶角形器、二足支座等。但尖
嘴垂耳、长锯齿状背毛的镇墓兽却是完
全的本地风格。 ”

五、道佛共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荡时

期，也是思想、文化、宗教大变革时期。

在此时期，道教、佛教均在安康地区得
到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了一批道教大师
和高僧大德。

东晋时期 ，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
在今丹凤商山与旬阳仙河一带修炼 ，
其 “古之得仙者 ”的思想在安康广为
盛行 。 《直隶商州总志 》记载 ：葛洪 “好
神仙导养之法 ，乃入商山修炼 ，已而
入罗浮山 。 ”清代安康大儒董诏在 《读
志脞说 》写道 ：“旬阳仙河 ，源出商山 ，
为汉长利水 ， 葛稚川先生所游历之
地 ，是曰仙水 。 ”1987 年 ，在汉滨区张
滩镇奠安村一座有东晋义熙十二年
（416）纪年的墓中 ，出土带有羽人 、玄
武图案画像砖 。 其中羽人画像砖 ，砖
正面模印人首鸟身之羽人 ，羽人振翅
翱翔 ，身下是起伏的山峦 。 到南北朝
时期 ，出现了从多神宅仙地 、神灵传
说和隐士宗师 。

佛教至迟晋代已传入安康。 到南北
朝时期，佛教持续高涨，出现了宝志禅
师等高僧大德。 《高僧传》记载：“齐建元
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 与
人言，始苦难晓，后皆效验。 时或赋诗，
言如谶记。 京士士庶，皆敬事之。 ”

（下）

文史 春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安康
□ 谭波才 何媛媛

春节送福
□ 任雪姣

追忆年味
□ 邹 婷

恤琼瑶木桃 迎阳光日常
□ 杜文娟

人类历史由一篇篇光辉华章组成，也由一个个灾难不幸
连缀，江淮河汉奔腾万年，秦皇汉武驰骋天涯。 寒冬地球三岁
冷，从来没有如此绵密地惆怅个体与世界的关联。 文学是看
得见摸不着的人间事， 文学精神则是家国民族的灵魂和经
络。 作家是春花秋月的歌咏者，更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者，书写
什么样的文字，呈现什么样的生态，传递什么样的精神，确乎
事关重大。 眼里有情，心中有光，看云卷云舒，恤琼瑶木桃，迎
阳光日常。

服老，才算老得明白
□ 黄开林

过去的一年，可算是我的写作高峰 ，写得多 ，发表的也
多。 能将岚皋、金山二者兼善，颇为不易。 自己给自己垒了一
道墙，恐怕再也难以逾越了。

翻不过去 ，就缓口气 ，放慢脚步做减法 ，不跟风 ，不看
别人脸色 ，不再心急火燎 、行色匆匆 ，按自己的节奏过日
子 ，把写到玩变成玩着写 。玩高兴了 ，就有精神 ，写起来才
秃笔生辉 。 上班骑自行车 ，下班帮厨洗碗 ，陪老伴到海边
散步 ， 劳动是最好的养生 ， 心情好才是最有用的长寿基
因 ，手脚灵便了 ，脱壳灵醒了 ，敲击键盘就会得心应手 、下
笔有神 。

上海面积不算大，却被誉为“大上海”，一个重要原因就
在于不断形成和丰富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
气谦和”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城市品格。 在上海生
活写作的第三个年头，感觉到自己的视野和境界有了些许开
化，老态在放缓，蹒跚在推迟，笔力在增强，不求长，不凑数，
力争写少、写深、写好。

到了我这个年岁，景区只收半票，个别地方全免，不愿老
也老了。 思维僵化，反应迟钝，就多听少说。 起身难动，行动笨
拙，一步迈不过多走两步。 老了，就得服老，只有心服口服才
是好老头，交不上的朋友不交，够不着的东西不够，不争饿肚
子气，不弯弯不下的腰。 人活得累，一是太认真，二是不服输。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就不会显得多余，
也许还会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微小的光亮。

老人就是森林里的树，除了寂寥就是沉默，不愿意埋没
或者喜欢被需要，可以让秋风多扫几遍落叶，叫鸟儿在上面
多唱几声高歌，只当落叶和鸟鸣就是另一种抒情文字呢。

一到腊月二十三，年的脚步鼓点频鸣，人们就变得异常忙
碌了。

这天是中国北方传统的 “小年”。 进入这一天，年味就愈
渐愈浓了。 一早起来，男人们就开始打扫房子、清理院场，屋
里屋外收拾干净；女的则负责缝补洗浆、拆洗被褥，不让一家
男女老少把藏有污垢的衣裳穿进新年。 一切收拾妥当之后，
就炒几个像样的“硬菜”，豆腐和鱼肉是必不可少的，豆腐预示
着驱邪纳福，鱼肉则预示着年年有余；一家人坐在一起喝上几
杯自酿的烧酒，聊一聊这年各自的感受，待到天色微黑，就在
院子里燃放一串鞭炮，或把铁铳取出，装上火药，黏上炮捻，
“砰———砰———”放上几声，那震耳欲聋的响声在山谷中久久
回旋。

当然在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送灶神。 灶神是玉皇
大帝派到凡间专门掌管烟火的“钦差”。 他每年在腊月二十三
晚上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的生老病死和生存状况，玉帝
如果听得龙颜大悦，来年世间必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反之则
不是干旱就是雨涝，种的庄稼收成不佳甚至颗粒无收。 所以
这一天无论多忙多累，最后也要换上干净的衣服，把双手洗
净，炒几个好菜放在灶台上方，供灶神慢慢享用；再把屠杀的
猪头、羊头作为贡品放在灶神前方，磕四个响头、上一炉高香，
虔诚地对灶神说“上天多好话，下凡保吉祥”，最后再焚烧一沓
香裱算是恭送完毕。 除夕晚上再用同样的方式请灶神归来，
只是比在恭送时多燃放一串鞭炮。

从小年到除夕这几天，男人主要在山上打柴，图过年柴
火红堂堂 ；火妇女则在家里置办美食 ，煮凉粉 、磨豆腐 ，熬
苕糖、蒸馒头，把家里好吃好喝的全都拾掇出来 ，为年夜饭
做好充分的盛大准备。 除夕一早，男的早早起来张贴对联，
挂灯笼，张贴年画，准备祭祖用的物品。 女的就整天沉浸在
厨房忙碌。 这天，小孩儿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能说不
吉利的话。 年夜饭做好后，一家人聚在一起，燃上熊熊的炉
火，放一串鞭炮，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谈年”。 谈这一年得
失，再谈新一年打算，一会儿你给我夹一筷子肉 ，一会儿我
再给你盛一勺子汤，小敬老，老爱小，说说笑笑 ，其乐融融 。
有时为了热闹， 还把邻居或家门的叔辈长上一起喊来 ，在
一块儿划拳猜令，押宝放马，开怀畅饮，不醉不休。 就这样，

一家吃罢再吃一家，家家轮
流转，一场年夜饭甚至需要
一个通宵。 其实，吃能吃多
少呢？ 主要是图氛围，一种
热闹气氛！ 年夜饭吃罢，乡

亲们就敲着锣，打着鼓 ，唱起花鼓 ，兴致高涨的还要扭一段
秧歌唱唱花鼓！ 他们忘记了年龄，忘记了疲劳，那欢快的场
面在摆摆手臂扭扭腰肢中，引吭高歌忘情欢乐热血沸腾！

最高兴的还是孩子们。他们年夜饭吃罢，就赶紧换上新
衣， 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子头的广场， 在一起讨论今夜将是
怎么个玩法。 他们个个兜里装着鞭炮，提着灯笼，在广场上
尽情地蹦啊 、跳啊 ，蹦累跳乏后 ，就一字儿排开 ，年龄最大
的在前面引路 ， 其他伙伴儿就像尾巴一样紧紧跟在后面 ，
挨家挨户地串门儿， 每走到一家门口， 就会从兜里掏出一
小串鞭炮噼里啪啦地燃放一通 ， 再说几句吉祥的话语 ，有
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看到主人穿上新衣， 就将鞭炮喷
出的焰火对准主人屁股 ， 把新穿的衣服给烧几个芝麻小
洞。 主人见状也不愠不恼 ，笑呵呵地说句 “火烧财门开 ，财
源滚进来 ”，就招呼他们进屋烤火 ，好吃的给取 ，好喝的给
拿，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亲热。

新年的钟声敲响，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 家家在
“出行”呢！ 所谓的出行，就是人们在为新的一年祈福纳瑞，为
新的一年搏个好兆头。 他们用鞭炮开道、火药驱邪，图的就是
不管干啥都很顺当。出行是有讲究的，得事先在老皇历上查看
哪个方向大利，就把缠满鞭炮的竹竿指向哪里，双手举起，一
步一步朝前走。 燃放鞭炮的时候，大门的灯笼高高挂起，一家
人梳洗干净、穿戴整齐，齐刷刷地站在门口迎新年，等到鞭炮
燃放完毕才能欢欢进屋。 一家燃放，另一家就赶紧接着响起。
就这样，一直等到太阳升起一人多高还不停歇，空气里到处弥
散着浓浓的火药味儿。

记忆中，故乡的年味除了热闹，更重要的还有许多忌讳。
譬如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之所以过罢小年男人们就
上山打柴，主要就是为了三十晚上的炉火，谁家炉火大、炉火
旺，就预示着来年兴旺发达。 烤火时还有诸多计较，譬如不能
用火钳去捣乱，如果一捣火，家里预示破财、争嘴。记得有年三
十晚上，我们一家人围着火炉烤火聊天，姐姐无意把火戳了一
下，哥哥就给嚷嚷开来，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大家不约而同
地说，看来三十晚上真的不能捣火啊！

如今， 离开故乡蜗居城里， 年味成为一种难以释怀的乡
愁。 每到过年，就回忆起故乡的年味，回忆那一个院子人一块
热热闹闹地喝酒聊天，回忆儿时提着灯笼到处乱窜，更忆起那
震耳欲聋的炮声， 以及刺鼻的火药味儿……这一切看是多么
的亲近又遥远！ 现在才明白，那些看似烦琐多余的忌讳，其实
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对高质量幸福
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呀！

知往 鉴今

往事 并不如烟

2022,我的金句

故乡的年节
□ 吴有臣

文文 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