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圆便是家肥事，何必盈仓与满箱。”每
到岁末年终，恍恍惚惚感觉到年的脚步，隐隐
约约闻得到年的味道。年关未到，思亲情深、
思乡情切、思友情重，这是心灵的感应还是根
须的呼唤？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当
时光闯进腊月门，年味更是一天比一天浓。
过了“腊八”，犹如按下“快车键”，人们“忙年”
的节奏明显加快。君不见，千家万户除旧布
新，左邻右舍喧扰忙碌。尤其是农村，每个院
落，都升腾飘荡着“年”的味道；每个集市，都
释放着“年”的诱惑。

家乡过年，一般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
到正月二十三的“燎干”。春节即新年的第一
天，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烧香上供、敬神祭
祖。早饭毕，村里人每家都是全家出动，还要
赶上牛羊等牲畜到大门外“迎喜神”。

从正月初二开始，“浪”（走）亲戚看朋友，
既是拜年又致问候。初五称“破五”，早餐吃

“搅团”，意“缠五穷”，晚餐吃饺子，称填“穷窟
窿”，并将新年几天积攒的垃圾倒到村外，称

“倒穷土”。初七称“人七”，忌走亲访友，晚餐
要吃长面，晚上各个房间都要点上灯，还要睡
迟一些。初九称“上九”，社火“出窝子”，文艺
活动渐入高潮。十五为元宵节。家家户户蒸
包子、滚元宵、捏面灯，至晚张灯放花，儿童挑
上灯笼游村串户。农村新嫁娘要在这一天回
娘家观灯，谓之“躲灯”。二十三为燎疳节。
农村各家都要准备干柴，而且必须是当天从
家外捡拾回来的。晚上在家门前点燃柴火，
所有的大人小孩在火堆上跳过来、跳过去“燎
干”。柴燃尽后，主人用铁锹扬起“火子儿”
（带火星的灰），看扬起的火穗问在场的人：
“啥花？”众人答：“麦子花！”如此这般，“玉米”
“糜子”“荞麦”“洋芋”……扬起的啥“花”（火
星）多，就意味着今年这个作物的收成好。

记忆里，改革开放前，炸油饼是年前家里
的一场“大戏”。临近除夕的一两天，母亲发

面、准备柴火。凌晨时分，她又选择姐姐或大
嫂作为帮手，把厨窑（伙房）的门闭紧压实。
因为那时农村缺衣少粮、大多挣扎在温饱线
上，过年炸油饼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所以
谁家炸油饼绝不能让外人知道。还有，据说
炸油饼时要少走动、少说话，更不能喝水、吃
东西。否则，一有动静油就被“吓跑”了，吃喝
就把油“喝（吃）掉”了。待黎明时分，睡眼蒙
眬的我总会被母亲叫起，半睡半醒，一个散发
着胡麻油清香味的油饼已经递到了我手上，
眼角屎还未擦掉，我已钻在被窝里大快朵
颐。时至今日，母亲做的油饼的特殊味道，我
还是没有忘记。

犹记得小时候，年三十华灯初上，我们兄
弟姐妹总是不约而同围在父亲左右，眼巴巴
望着，等父亲给我们“散钱”（发压岁钱），有时
还会附带给每人“散”一两个水果糖或核桃或
花生等等。1976 年的除夕，父亲居然给我

“散”了五角钱，我心花怒放。因为年前我见
到班上一名同学拿的文具盒——铁皮铅笔
盒，“惹眼”（羡慕）得不得了。有了这笔“巨
款”，我“决定”一定要买一个。那个年似乎过
得很长，年后也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到
了暑假，趁着“集日”，我跟着“赶集”的堂兄，
步行十几公里到公社供销社，终于有了我自
己的“铅笔盒”，而我的那笔“巨款”也只剩下
一分钱了。

一次正月初二，午饭刚过，大姐和大姐夫
就来了。母亲赶紧招呼我：“快把盘子折箩，给
你姐夫把水（茶水）倒上”，边说边向家里（厨
窑）走去。一会儿，喊我端盘子，四个凉菜，有
荤有素，我们陪着姐夫边吃边聊，我误把醋当
成黄酒给姐夫倒上让他喝。一段插曲，一世亲
情，直到现在这还是我们家庭或家族聚会时的
谈资和笑料，可这醋却永远也“喝”不上了，更
不要说能喝上母亲酿的黄酒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从
等着过年到赶着“奔年”，儿时过年的情景、

“游子”奔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如今已到了
为子女忙年的岁月，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的。年逾花甲，物非人非，记忆深处“守岁接
长筵”的浓浓年味，早已化作“举头望明月”的
缕缕乡愁。

长夜未央，亲人团聚，聊聊离愁别绪，唠
唠家长里短；灯火可亲，好友相聚，叙叙陈年
往事，说说新年憧憬。或是提上一份可多可
少可轻可重的“礼当”（礼品），三五成群，走亲
串友；或是兄弟姊妹姑舅表叔凑在一起，“打
双扣”“捉麻子”“折牛腿”（均为扑克游戏），让
欢声笑语带走疲惫，用亲情乡情抚慰心灵。

念过往，盼将来。“老心多感又临春”“故
乡今夜思千里”。啥是“年味”，“年味”就是王
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是陆游的“灯前小
草写桃符”；年味，也是叶颙的“历添新岁月”

“欢笑白云窝”，是刘禹锡的“喜逢新岁来”“寿
酒让先杯”。年味，更是母亲做的油饼味，是
把醋当黄酒喝的酸爽味，是亲朋好友“挖坑”
（也称“打红四”，一种扑克游戏）、“划拳”的嬉
闹味。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有钱没钱，回家过
年。从围炉守岁到春晚相伴，从盼着吃穿到
读书“充电”，“过年”只是一种形式，“年味”实
际上也只是一种心态、一种体验、一种感悟。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最暖烟火
气，最抚百姓心。春节即是过年，过年亦是迎
春。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节日，也是中华民
族最悠久、最看重的，最有仪式感也最有烟
火味人情味的节日，寄寓着民族精神。迎
春，就是迎接万物生命。过年，就是对春回
大地的礼赞。当家人举杯相庆时，一年圆
满收官。当然，更重要的是，不管身在何地，
幸福安康、平安和顺、收获满满，就是一个快
乐年！

春节常青，年味永恒。举杯贺新年，敬自
己、敬家人、敬国家；新年再奋斗，为自己、为
家人、为国家。

年 味
□ 杨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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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华夏儿女心中至为重要的节
日，承载着团圆和希望；弥漫在节日里的年
味，始终飘荡在中国人的精神时空。

自古以来的一个个春节，是将年轮装订
成册的厚重史书，翻开每一页，写满亲情的
温馨、生活的百态、民俗的甘醇。

岁末年初，空气里充盈着年的味道。这
是根须对树叶的呼唤，是洋流对鱼群的引
导。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思乡心切，归家
的脚步匆忙而笃定。

当春节的脚步悄然而至，千家万户、大
街小巷处处是年味，这片土地上的每个角落
都被浓厚的年味所包围。喜庆的气息将山川
楼宇包裹在一片祥和、喜悦之中。

本组诗文呈现年的记忆，家的记忆，乡
土的味道，成长的印记。在时光的流转中，
感悟生活之美，感悟传统之美。

很多年前，有的人家过年不贴春联，没
有年夜饭，没有电视，没有鞭炮声，没有压岁
钱，除夕之夜，母亲围着炉火，父亲品着砖
茶，小孩躺在热炕头看小人书，闻着炉火上
的香味，静待大年初一的到来……

当红灯笼挂满街巷，浓墨的福字贴上门
头，灶台上响起剁馅的刀声，所有的忙碌尘埃
落定。家家户户飘荡着馨香，人人脸上洋溢着
喜气，该准备的已经准备好，能回来的也都回
来了，一年到头，终于可以团团圆圆过个节。

很多人问，这些年，春节的味道是不是
变淡了？并非年味变淡，而是我们的味蕾被
岁月赋予了更深的感知。那份责任和担当，
正是成长的象征，使我们的春节更加丰富、
更加完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的味
道，更醇厚了。

看，塞上江南景色优美，我们用五彩的
取景框留下它们；看，辞暮尔尔，烟火年年；
看，回乡之路上，人们满怀欣喜，脊柱弯成一
张弓……人们赞美新春，赞美劳动者，展现
新年新气象，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

旧岁至此而除，新岁绵长幸福。

儿时的我，盼星星盼月亮，巴不得天天过大
年；如今的我，愁过年，任凭美味佳肴，唇齿留
香，却无法香在心里，那种流淌在内心深处，至
简至真老家的年味，永远根植于内心，蜜一样的
甜在心尖。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上世纪 70年代，父亲在
中宁供销社工作，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在中卫老家
农村生活，隔河渡水，父亲回一趟家很不容易。
临近年关，奶奶心神不定，从屋里出来进去，我看
见她踮着三寸金莲站在院门口，一只手拄着拐，
另一只手手掌靠在额头，眼巴巴眺望远方，我轻
轻地跟随在后，害怕惊着奶奶，也模仿着她老人
家的样子，东张西望，日落西山，连父亲的影子都
没有，哎，谁知道父亲究竟哪天会从天而降？

在期盼中等待，在等待中期盼。腊月二十几
终于看见父亲背着行囊风尘仆仆地回来了，那时
的礼节，父亲必须第一时间先见过奶奶，然后才
能回自己屋，这时我趁大人不注意，悄悄地偷看
父亲的包，我看见有白糖、点心、苹果、花生米、砖
茶等，馋嘴的我心里乐开了花。

过了腊月二十三，我屁颠屁颠地跟着母亲扫
尘、清洗、擦灰，尤其祭祖的堂屋，擦得一尘不
染。大约腊月二十六七，母亲就用土炉子烤点馍
馍，大年二十九，母亲老早就起来，开始捡豆芽
菜，我看着母亲生的黄豆芽、绿豆芽又肥又长。

腊月二十九晚上，母亲开始炸豆腐、炸土豆、
煮肉、炖鸡肉，馋猫一样的我一直守在炉火边，看
到黄灿灿热腾腾的豆腐出锅，迫不及待伸手拿豆
腐，母亲眼疾手快，用筷子敲打我的手背，说：不
能偷吃！我乖乖地钻进被窝，倒趴在炕上两眼直
勾勾地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不知不觉睡着了。
母亲全部炸结束，把我叫醒，我揉揉睡眼惺忪的
眼睛，吃了几块豆腐、土豆才睡觉。

大年三十清晨，母亲早起把院落彻底扫一
遍，烫好菜，拌一大盆家常凉菜，够我们吃七八
天，放在堂屋，堂屋常年不住人，没有炉火，堂屋
就是我家的冰箱。

那时，我家不贴春联，没有年夜饭，没有电
视，没有鞭炮声，没有压岁钱，除夕之夜，母亲继
续围着炉火转，父亲一边品着他的砖茶，一边用
金色的铜壶在炉子上温他的小酒，我躺在热炕头
一边看小人书，一边闻着炉火上炖肉的香味，静
待大年初一的到来。

乡下的夜寂静漫长，稀疏的鞭炮声犹如一阵
阵欢快的歌声，划破寂静，给黎明带来了无穷的
生机和欢乐。初一早上，全员齐上阵，母亲和面、
拌饺子馅，我用小手按面皮，哥哥擀面皮，父亲包
饺子，一边包一边教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吃着
象征团圆的饺子，香味四溢，甜在心里，余味经久
不散，叫人终生难忘！

不一样的年味
□ 孟宪芸

不时传来的爆竹声，宛如新年的闹钟，
用欢快的节奏提醒我们春节的到来。街道
两旁，色彩斑斓的灯笼和花灯点缀着大街小
巷，温暖而浪漫。春联挂满街边，每一笔每
一画都蕴含着对来年的美好祝愿。

集市里，商贩的叫卖声为热闹的节日气
氛再添一把火，他们的声音就像春节的一曲
歌谣，传承着古老的味道。有些元素是春节
恒久不变的标志，也有一些随着社会的发
展，逐渐被遗忘。

小时候，年味令人充满期待。在那些充
满憧憬的日子，年的到来总是让人翘首以
待，不仅是时间的标志，更是家的温暖，母亲
的味道。

随着腊月的到来，家中的忙碌也随之开
启。清扫房屋，榨油、磨面、劈柴、铡草，还用
报纸糊墙，贴窗户纸，把母亲剪的窗花贴上，
家就跟新的一样，我们细心地装扮。如果年
景丰收，家中的喜悦就更浓烈了，备美食、做
新衣，当这些事儿告一段落，小年就近在咫
尺了。母亲开始蒸馒头，炸油饼，她灵巧的
双手能将馍馍做出十几种花样，每一口都是
对母亲的怀念和感激。

记得有一回，趁父母忙碌之际，我和姐
姐带着村里的小伙伴，偷偷地割下家里备好
的一块肉，将铁炉子的炉盘擦得锃亮，然后
将瘦肉切片烙熟，撒上一些盐，那简单的味
道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

年三十的夜晚，家的温暖达到了顶峰。
母亲先煮一锅饺子，让我们每个人都尝上一
小口，晚上八点，她又开始煮骨头。在那个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啃着骨头，共享天
伦之乐，父亲还会小酌几杯。

随着时间的流逝，春节的脚步日益临
近，然而，这些年，过年的气氛似乎逐渐减
弱。那曾经简单纯粹的年味，现在已融入了
更多的责任与担当。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春节假期成了我们
停下脚步的时刻。年三十晚上，我和妻子会
准备丰盛的晚餐，桌上美食琳琅满目。但是，
面对这些佳肴，每个人的筷子似乎都变得小
心翼翼，盘中餐常常剩下大半。接下来的三
天春节假期，我们便循环往复地品尝着年三
十的剩菜，这成了我们节庆传统的一部分。

或许，春节的味道并非真的淡了，而是我
们的味蕾被岁月赋予了更深的感知。那份责
任和担当，正是成长的象征，它让我们的春节
更加丰富、更加完整。而这，也正是春节的魅
力所在，它不仅仅是美食的享受，更是家庭团
聚、文化传承和责任承担的完美体现。

年的记忆，是家的记忆，是母亲的味道，
是成长的印记，它让我们在时光的流转中，
感悟生活的美好，体会家的温暖。

年的味道，
变淡了吗？

□ 闫鹏斌

一进腊月，年便一天天地近了。
小城依旧保持着固有的节奏，街市中

早已暗潮涌动，精明的商贩早早补货，准
备迎接一年一度的狂欢。当红红的灯笼
鞭炮和中国结悄然上市，再迟钝的人也发
现——年来了。

街上的人和车越来越多，仿佛施了魔
法似的，就这样凭空冒了出来，在外工作
的人们都收拾着往回赶。有钱没钱，回家
过年。生长在这小城里的人，终究还是躲
不过这份牵绊。于是小城的街上忽然热
闹起来，竟有了大城市熙熙攘攘的景象。

年来啦！在零星的鞭炮声里，在红红
的对联和多彩的年画里，急匆匆地走来
了。为了这一年一次的约会，人们都匆匆
准备着。年货要办，衣服要买，过年的蔬
果也要一样一样地采购，屋里屋外要打扫
得干干净净。新年新气象，谁不愿意一年
更比一年好呢？

琳琅满目的年货吸引人们前来选购，
大伙货比三家，比的是价格，更是质量，找
到中意的，三两句谈妥，便放开怀抱采购。
豪气的程度，足以让平日的自己目瞪口
呆。一会儿工夫，每个人手里肩上已经是
大包小包，兴高采烈地仿佛中了大奖。馋
嘴的小孩，还惦记着漏选的糖果，想想已经
买了的，已经够丰富，也就心满意足。年年
有余，在这幸福的日子里，连空气中都弥漫
着甜蜜的味道。

当红灯笼挂满了街巷，浓墨的福字贴
上门头，灶台上响起剁馅的刀声，所有的忙
碌便都尘埃落定。家家户户飘荡着馨香，
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气，该准备的已经准备
好，能回来的也回来了，一年到头，终于可
以团团圆圆过个节。此时此刻，天地间都
充满了祥和。

鞭炮声声，是岁岁平安的祈盼；烟花
朵朵，是前程似锦的祝福。年过了，春
天就来了，繁花似锦的美景就一步步走
来了。

年来啦
□ 白云峰

过年 佚名

N 岁 月

塞上江南景色优美
这么多年我们用五彩的取景框
留下它们留下屋檐下细雨编织的赞词
包含朝阳升起后，散发的光芒
它们是稀罕之物
这需要精心准备
一段路通往幸福
一棵树结满硕果
一面炕桌端起美味佳肴
忙碌的亲人是宽敞的院落
我们记录美好的今天与明天
记录每个人前路光明

取景框
□ 雪漫六盘

相思半夜梦为凭，
冷月临床暗壁灯。
往事何堪皆隐雾，
前情难续尽飘凌。
幽沉心性潜冰鲤，
涌跃精神逐日鹰。
壮志不移仍蓄锐，
春风着意再图腾。

冬 悟
□ 于焕明

爆竹声
炸响在冬的天空
喜悦写在脸上
村头忙着迎娶新娘
村尾锣鼓喧天
秧歌队踩着鼓点练起来
集市上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红灯笼爬上树梢
展望新年
年味一天比一天浓
向往团聚的日子
腊月里的烟火
藏着一个人的牵挂
和游子回家的路

腊 月
□ 雷 军

N 百姓故事

望典农宵夜，斑斓焰火升。舞狮穿越闹
湖城。神话古今人物，型态展花灯。

釜沸汤圆煮，街游里外层。便携诗友共
同行。一并观灯，一并赏龙腾。一并赋词吟
曲，景美醉亲朋。

喝火令·闹元宵
□ 马利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乡小县城有个电
影院，那时三妈和姑父在影院上班，三妈负责
放电影，姑父负责外出取电影片子，取片子时
会得些珍贵的电影海报，近水楼台先得月，姑
姑留心收藏一些海报，过年时给亲戚每家分
发一些，贴在家里的墙壁上，是那个年月最高
档、最时髦、最喜庆的壁纸了，不仅赏心悦目、
增添喜庆，还可以当故事来看，有趣极了。

大年三十贴完春联，便迫不及待地与母
亲贴起海报，那花花绿绿的海报贴到雪白的
墙壁上，屋子格外明媚动人，充满了春日的
气息。看着画中的帅哥靓妹，想象着自己成
为万众瞩目的表演艺术家，在金碧辉煌的舞
台，在熠熠生辉的镁光灯前，那一刻，一定非常

闪耀……想着想着，不由地咯咯笑出声来。
左瞧瞧，右看看，看也看不够。欣赏完自

家的海报，一溜烟跑出家门往屋后的二爹家跑
去，一进门，只见大姐手拿海报左右比划 ，二
姐远处看高度距离，三姐张张仔细挑选……这
时自己免不了要说句或低了或高了，或偏了或
近了的话来纠正贴画的人。姐妹们七嘴八舌
地讨论着、比划着，终于在这种热烈的氛围中
贴完了所有的海报。此时，昔日暗淡无光的墙
壁立马变得五彩缤纷，如繁花盛开。所有人精
神亢奋，个个面露喜色，小弟弟欢喜地拍着手，
不住地喊着：“好呀，好呀！”

这时心里总是免不了对比一番，两家的
海报谁家的更美丽，谁家贴得更美观。但因

二妈家墙壁贴得多、儿女多自然看的人也多，
在画的数量和赏画的气势上我家先输了三
分，所以觉得心中有些许不快，兴兴地来，悻
悻地归。见我忽晴忽雨，母亲摸不着头绪，以
为我又和弟弟耍性子，警示我过年不能生气，
拿过年的规矩唬我。唉，女儿家小小的心思
母亲哪里晓得。

忙忙碌碌间，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不觉到
了吃年夜饭、看春晚的时间，丰盛的菜肴、温
馨的祝福、欢乐的节目，在满屋子壁画的环绕
下，全家人的情绪逐渐高涨，所有的不快早已
抛之脑后，开心极了。在平淡的时光里，以一
种充满仪式感的心境，以一种简单的心情，享
受生命中温暖的瞬间。

电影海报
□ 白 雪

N 流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