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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岁 月

过春节是华夏民族最重大的节日，腊月筹
备，除夕团聚，元宵节狂欢，亦称闹春。

古往今来，中国人看重元宵佳节的欢乐气氛，
名曰闹春。一个“闹”字，动感十足，寓意深刻，内
涵丰富，道明闹春主题的创意，气氛的热烈。

闹春的主题，是依据中华文化的传承、年轮更
替、地方习俗特色、时代潮流而确定的，定中有变，
变而有据，既遵循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又反映时、
地、人的变迁发展。祖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闹春
的习俗全国各地不尽相同，但是主题活动大同小
异，吃元宵、赏花灯、舞龙狮等是闹春的共同内容。

家乡的闹春，进入上年腊月就开始备办，逐渐
浓厚而热烈。进入腊月，备办年货的同时，也进入
闹春准备阶段，家庭掌柜、主妇，碾米、磨面、漏粉、
做豆腐、打凉粉、缝衣裳、蒸馍馍、炸油糕、宰猪羊、
购物品、清理院舍……久违的锣鼓声，打破一年的
寂静，村社、伙场热闹起来了，年轻小伙、靓颜女
子，早出晚归，排练社火……正月初一开始，年味
随着阵阵乐曲回荡在高原大地上空……春天的序
曲，热情地把家乡男女老幼的幸福，牵进“沿、打、
踢、舞、转”动感十足的闹春狂欢之中。

沿门子

沿门子，就是秧歌队挨门逐户进行表演，俗
称跑场子、跑秧歌、“动响器”（谐音动祥气）。家
乡群众习惯把锣、鼓、镲、钹、唢呐，甚至鞭炮等能
发出声响的器物，通称为“响器”。民间习俗，春
节在院子里动一动“响器”，既可除秽驱邪，又能
使新的一年四季吉祥顺意。喜悦的气氛、高兴的
心情、热烈地庆贺使然，把节日“闹”得热热烈烈，
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把邻里关系处得融融洽

洽，人们高兴一场、热闹一番，在情意绵绵中迎接
春天的到来。

正月十五上午，闹春的第一出大戏如期在山
庄、伙场等展开。初春暖阳下，山雀呼朋唤友，鼓
声，歌声，唢呐声，在村口响起。头扎羊肚子手巾
的后生，穿着绣花鞋的女子，组成秧歌队，挨门逐
户“跑场子”，把对各家的赞美、对生活的挚爱、对
好光景的期盼，用信天游的形式送出。

秧歌队的女演员或持扇子或挽红绸，男演员
或挂腰鼓或打花伞。队伍在一名舞艺高超、唱功
出众、手持花伞的汉子即“伞头”的领舞下，扭舞
唱歌。伞头，是一支秧歌队伍的灵魂，不仅要扭
得好、唱得妙，还要编排新颖，有触景作词的本
领，即兴演唱。歌声飘荡在沟梁山峁之间，整个
村庄沸腾了。

秧歌队每到一家，主人们在大门外点响鞭炮，
表达欢迎之意。表演结束，热情的主人会摆上甜
甜蜜蜜的糖果，倒下浓浓酽酽的茶水，招待他们。

打花灯

家乡的群众为体现“闹”的特点，称挂红灯为
打花灯。

过去，我家乡的灯笼以方形为主，应是取天
圆地方之意。灯笼是木匠制作的。每当春节准
备灯笼时，生于清朝末年的爷爷，会讲制作灯笼
要取材于杏树、桃树木，不能用桑树、榆树木等，
讲挂灯笼的常识，祈求平安幸福、人寿年丰。

正月十五黄昏时分，孩子们打着灯笼捷足先
登，朝着燃起的火塔、“油亮子”的场地聚集，亮晒
着灯笼上的剪纸、对联，抒发内心的快乐与向往。

元宵夜打花灯，民间也称闹花灯、挂灯笼、观

宫灯，是狂欢夜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这一始于西
汉、盛于隋唐的习俗，沿袭至今，随着时代的发展
增加新的灯种。正月十五，又是一年一度闹花
灯、放烟火的高潮，所以也把元宵节称为“灯节”，
家家户户红灯高挂。夜晚的社火场地，霓光摇
曳，不仅有宫灯、兽头灯、走马灯、花卉灯、吉祥鸟
禽灯等传统灯，科技灯、现代交通工具灯、宇宙飞
船灯、火箭兵器灯、现代农业机械灯等也悉数高
挂，吸引着观灯的群众。

踢场子

广义上踢场子，也是社火组成部分。一个
“踢”字，道出踢场子的劲爆和“闹”的景象。踢场
子由独具特色的打腰鼓、舞蹈组成。大场子是在
伞头的引领下，全体秧歌队员手舞伞扇、腰系红
绸，在开阔之地走扭出各种图形，祈求风调雨顺、
人寿年丰。小场子是群体表演结束后少数人的
节目演出，有道情、眉户、碗碗腔等小戏曲。

踢场子内容丰富，肢体动作源于古典戏曲舞
蹈，演变发展逐渐形成现在的风格。男角动作或
潇洒俊秀或粗犷敏捷；女角动作或柔美飘逸或雅
秀玲珑，表演时情感淳朴、真挚，有触景生情、即
兴发挥的特点，所以踢场子动作的神韵以及所展
现的变化须“百练成师”。

踢场子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讲究的是人多阵
势大，内容有莲花盛开、丰收开镰、两军对阵、对
踢晒舞等。踢场子需要唢呐助威，展现大气、义
气、豪气的特征，具有黄土地人们的情感特质，气
势冲天，曲律高亢。

踢场子，是在走、扭、摇、摆、踢的基本律动
中，将表演者个体的气、意、神、韵、形融汇糅合于

一体的情感表达方式，把只可意会、无法言表的
内心情感，外化为肢体动作，立体地呈现在观众
眼前，使人们的内心的情结得以舒展，生命得以
张扬，心灵得以净化。

舞龙狮

在鼓乐声中，数条龙灯腾飞在广场，互相穿
插，舞出精彩的故事。高跷队登场展示技艺，高、
稳、快、奇。

随着高跷队而来的，是几对栩栩如生、活泼
调皮的狮子，在狮头演员的引导下，时而温驯地
抖毛、打滚，时而勇猛地跃身腾飞、蹬跳高桌、滚
动彩球；与龙腾、狮舞不同，姑娘腰间的旱船活灵
活现，模仿划船过河的各种场景，彩船摇摆，桨姿
多变，一边跑一边唱着信天游小调；一对年轻夫
妻扮演的“跑驴”妙招频出，过小河、上陡坡、耍
赖、发飙，表现惟妙惟肖，引得人们笑声不断。

转九曲

狂欢夜的高潮，是“万盏明灯金光闪，疑似银
河落凡间”的转九曲。转九曲得名于“九曲黄河
阵”，源于古代军事中的摆兵布阵，后来逐渐发展
为民间游艺祈福活动：每年元宵节，人们用高粱
秆顶上洋芋、萝卜做成的灯碗高灯，或碗中点上
麻油灯，横竖各 19盏摆成 361 盏灯组成的正方
形九曲城，4 个角多加 1 盏——大城套小城、小
城连大城，复杂多变，形似迷宫。寓示着一年
365 天一天摆一盏灯，明亮吉祥伴人行。

锣鼓唢呐声暂停，伞头一嗓子吼起，秧歌队
员和全村的观众一起转九曲，踏着激越的鼓点和
唢呐曲，祈盼转出吉祥，转出风调雨顺……“转
圆”的一瞬间，众乡亲争先恐后地“抢”拿、端着幸
运的灯盏，度过了一年伊始的狂欢夜，怀着余兴，
恋恋不舍地返回家中。

正月十六开始，人们忙碌着准备农耕，维护
各种农机耕具，拖拉机、播种机、压塑料薄膜机，
准备薄膜、滴灌管、种子。村民忙碌之余，迎接二
月二龙抬头，开犁播种。

闹 春
□ 王世华

春节，是乡愁的图腾。年味蒸腾乡土
间，除旧布新、迎春接福，民俗文化精彩
纷呈。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也是一个让
我们重新审视亲情、爱情与友情，体验生活
的契机。

春节是人们释放情感、满足心理诉求的
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一大精神港湾。人们
尽可能地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表达对未来
一年的热切期盼和美好祝福。

春节也是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
“年文化”的大好时机。沉浸在年节喜悦中
的人们，既是创造者，也是观察者，以独特的
视角体验并观察华夏民族最重大的节日。

对有些人来说，年是从童年最初的记忆
开始的，是从旧日乡村腌晒咸货开始的；

对有些人而言，是从大雪纷飞的窗前，
亲人促膝相谈的那个夜晚开始的；

对有些人而言，是从浸润着邻里情感的
日常交往中开始的……这些画面，在我们的
人生中，成为弥足珍贵的记忆。

看，人们在“闹春”。在伙儿“闹”得动感
十足，寓意深刻，韵味悠长。春天的序曲，热
情地把家乡男女老幼的幸福，牵进“沿、打、
踢、舞、转”动感十足的闹春狂欢之中。

看，人们在筹备“十攒席”，浓浓的乡土
民俗，吸引人们走近传统美食，品读独特的
地方风味和文化气息。

看，小城忙年，群众年节民俗，穿新衣、置年
货、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收压岁钱……

看，人们在包饺子，一大家子一同洗白
菜、剁馅子、捣蒜泥，父母和兄弟姊妹在眼
前，那样的真切，那样的轻松，那样的融洽，
那样的惬意，任时间流逝，却让人久久难以
忘怀……

看，人们在赶集，香飘四溢的街道，五彩
缤纷的年货，货比三家的叫卖、一浪胜似一
浪的欢笑，将整个集市包围在活跃祥和的氛
围中，浓得化也化不开的年味随着摩肩接踵
的人群迅速升腾……

N 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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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灯结彩靓山庄，
爆竹红联载吉祥。
击鼓门前迎社火，
敲锣岁杪接春阳。
街头狮舞千花绽，
巷尾龙腾万树妆。
美味欢声飞浩宇，
高台大戏唱家乡。

家乡年味
□ 吴茂江

十攒席也叫十全席，是固原东山里的一种传
统美食，具有独特的地方风味和文化背景。不知
从哪年哪月起，当地群众习惯性地把固原县划分
为两大块，即北川和东山。北川以三七营、黑城
等川区为主，东山一说是黄茆山以东地区，又一
说是当年固原县东部十八个公社为东山，如王
洼、彭阳、小岔、冯庄等地。当然，这一说法没有
得到考证。

十攒席是四碟六碗，有别于各地的十大碗。
四碟既四个柱子，分别是鸡、猪、羊和甜盘子。六
碗分别是长粉、小炒、东坡、三沙、丸子和凉菜，凉
菜多以凉拌黄豆芽和扁豆芽为主。十攒席和十
大碗性质一样，都用于重大节日、庆典活动时招
待客人。

我对十攒席情有独钟。在我的潜意识里，十
攒席是众口皆碑的美食，是东山里的代表性饮食
文化，更是游子内心悠长的乡愁。

我第一次吃十攒席，是我们村包产到户第二

年的年三十晚上。记得那年风调雨顺，粮食丰
收，距离过年还远，父亲高兴地说今年过年咱们
家吃十攒席。于是，我和弟弟妹妹天天扳着手指
头算过年的日子，望眼欲穿盼过年。在浓浓的年
味里吃十攒席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天黑之前，父亲早早点亮了挂在大门上的马
灯和每个窑洞里的煤油灯。我把早已擦洗干净
的红色炕桌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大窑里的大炕上，
上面铺了一层废旧作业纸，只等十攒席上桌。

十攒席在笼里蒸着，一团团白汽悠然飘出，
我和弟弟妹妹守候在锅台边，欢呼雀跃！

终于出锅了。母亲双手端起笼盖，飘着香味
儿的热气瞬间罩住了母亲的脸。蒸笼里摆满了
装着肉和菜的碗和碟子，有的碗上面扣着碟子，
不识庐山真面目。

母亲把蒸笼里的碗和碟子一个个往出端，尽
管很烫，但母亲端得很从容。她一边端一边说：

“十攒席都是熟的，先装碗，再上笼蒸。这碗是长

粉，这是鸡，这是羊，这是丸子……”
母亲又指着两个扣着碟子的碗说：“这两碗

是条子肉和甜盘子，也叫翻碗子。”说着，母亲把
扣着碟子的碗快速地上下翻个个儿，变成碟子在
下碗在上。碗里的肉菜翻到了碟子里。揭开碗，
条子肉晶莹剔透，一层层整齐地排列着，上面点
缀着葱花和红辣椒丝。甜盘子也叫甜米饭，母亲
说用黑糖拌过，呈浅浅的焦糖色，中间用红枣丝、
花生仁等摆成了一朵梅花形，栩栩如生。

“哇，这么好看！”我惊呼着，真想咬一口漂亮
的梅花。

“这是三沙和东坡肉，苫碗子。”母亲又说：
“三沙上面苫着鸡蛋饼、酥肉和瘦肉片，下面垫的
豆腐和扁豆菜，东坡肉下面是白萝卜片。”顺着母
亲的手，我目不转睛盯着又红又油的肉咽口水。

我没有记住菜名，但我知道，碗和碟子一共
十个，叫十攒席，是我们东山里最丰盛的美食。

哥哥用盘子把十攒席端到大窑里，父亲坐在

炕上上岗子位置，往炕桌上摆放碗和碟子，边摆
边说：“十攒席摆上桌是有讲究的，桌子的四个角
是四个柱子，每个角摆的东西不一样，上菜的时
候先上后下……”我忍着馋，随着父亲的摆放和
指点，眼睛在碗和碟子之间游动，逐一认识和欣
赏这些美味，聆听关于十攒席的知识。

摆了满满一炕桌，父亲说：“这是咱们东山里
传统的十攒席，如果是白事，就是另外一种摆法。”

真不知道十攒席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十碗十
样景，景景各不同。每一景堪称一件精美的工艺
品，吊足了我的胃口，我不停地咽口水。

第一次吃十攒席，我拿着筷子，不知道先吃
哪一样。清炖鸡块鲜又香，粉汤里的粉条和瘦肉
丝筋道，肉丸子每人一个，欲罢不能，甜盘子软糯
香甜……色、香、味俱佳，我和弟弟妹妹们吃得忘
乎所以。

父亲笑呵呵地说：“党的政策越来越好了，老
百姓过年吃十攒席，以前想都不敢想。大锅饭的
时候，村里过红白事，吃八碗席，也叫八件子，没
有肉，多数是白菜萝卜洋芋块，吃到最后，碗里的
一点汤汤水水都被抢着喝了，还有人把碗底舔
了。今非昔比啊！”

记得我在课外书上看过满汉全席，眼前这十
样景不就是父母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满汉全席吗？

十 攒 席
□ 王学琳

N 百姓纪事

春节近在眼前，中午的时候与朋友相约
去市场，街上骤然多了喜庆的颜色。街道两
边的树枝上挂满了红彤彤的小灯笼，在阳光
里发出诱人的光。街上满是大包小包购物
的人，红果子镇集市上有喜庆的对联、窗花、
大红灯笼和铺满了地的大红福字，还有脸上
挂着喜悦的人们。

小时候年的味道很浓，新衣新裤、压岁
钱，几角钱就能买来成堆的甘甜。穿件的确
良衣服，从里到外都是美的，吃块水果糖满心
都是甜的。到亲戚家串门，兜里塞满花生和
瓜子。跟着小伙伴打沙包，踢毽子、放鞭炮，
在农村满场地乱跑。记忆中的年，总是与购
年货、穿新衣、放鞭炮、贴春联、吃饺子、拜年
和要压岁钱连在一起，并自始至终在心里以
一种古老的仪式存在着。

小时候，从看见母亲为我们兄妹开始做
新衣的时候，就知道要过年了。母亲提前买
来布料，自己动手裁剪，用自家的缝纫机给我
们缝制衣服。妹妹的花上衣，蓝色的裤子，穿
在身上要美好几天，在那个清贫的年代一个

“新”字，给我们多少的期盼，这或许也是我们
对“年”热切盼望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腊月里，最大的事情是准备年货，特别
是过了农历二十三小年以后，母亲把每一件
要买的东西都记在清单上，叮嘱父亲记清
楚。走在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集市里，眼
里全是花色繁多的年货，鞭炮、对联、糖果、
蔬菜、水果，还有充满着浓浓年味特色的工
艺品。我们选戴着眼镜的老先生写的春联，
他们是文化和书法的“代表”，飘逸着墨香。
父辈们希望我们是个出息的文化人。

大年三十，在大门、窗户上贴春联，有时
甚至在鸡舍羊圈上也贴上红红的春联，年味
就这样被渲染出来了。对男孩来说，最开
心的莫过于放几挂鞭炮，捂着耳朵倾着身
子点燃立在地上的爆竹，再看一眼身边怯
生生的小女孩，年味就这样在男孩的牛气里
溢出来了。

大年三十意味着年的开始，每年的这
时，外出的人们会不远千里赶回家，与家人
团圆过年。母亲会忙碌一整天，包饺子、炒
肉菜，即使是不富有的年代，母亲也能变魔
术般做出一桌丰盛的年夜饭，阖家团聚，围
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
以言喻。吃年夜饭，也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
闹愉快的时候，团圆、喜庆，欢声笑语。家，
亲情，融融的爱意，都藏在年夜饭里。

从我记事起，年夜饭后要全家守岁，在
新年倒计时的时候父母就会给我们压岁钱，
或者把压岁钱放在每个孩子的枕边，寓意保
佑平安。现在，压岁钱成了父辈希望晚辈吉
祥如意、健康平安的祝愿。

我的父母早已去世，80多岁的岳母依旧
会按照传统的年俗来准备年货。这几天，岳
母张罗着炸油饼、馓子。我们喜欢岳母做的
饭食，岳母更喜欢看着我们吃。前些年，岳
母还要清扫、剁肉、煮肉、购置糖果和对联，现
在她年龄大了，我不再让岳母自己动手了。

对我们来说，渐渐长大，年味渐渐淡
了。拥有新衣的欲望淡了，尝一块糖的欲望
似乎也没了。我们平时穿的是新衣，吃的是
饺子，随时都有巧克力，以前的愿望在平时
的生活里实现了。全家团聚，则是我们更为
看重的。大年里亲情的温暖，对生命的美好
祝愿，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

小城忙年
□ 张正民

新年临近的时候，矿区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悬
挂起一个个红灯笼，红彤彤地透着喜气，广场的
火树银花与街边商店斑斓的霓虹灯相映生辉，远
远近近的爆竹夹杂着耀眼的光芒，照着一张张渴
望新年到来的面孔。

童年的新年，父亲、母亲带着一大家子在忙
碌。还未到过年，勤劳的母亲已经为我们准备好
了新棉袄、新鞋子，那是母亲不知用了多少个白
天和夜晚一针一线做成的。父亲在矿上做掘进
工，八小时三班倒，上班之余，父亲或者出去打
鱼，或者领着我们放羊，或者在家里院子编织渔
网、种花种菜，好像井下那么劳累的工作不足以
使他疲乏，干起这些活计还有着十足的心劲儿。

每到秋天，父亲总会买来好些大白菜、青麻
叶、雪里蕻、蔓菁，趁着天还暖和，垛在墙边，母亲
和姐姐取出洗净，一切两半，一块一块码入黑陶
大缸，放在阴凉的小屋里。冬天，酸浆水和蔬菜
们逐渐渗透、相融，直至成为脆爽可口的菜肴，这
些腌制好的酸菜一直可以吃到来年开春，甚至可
以接上新鲜蔬菜的上市。还有另一部分储藏在
空闲的屋子，像胡萝卜、蔓菁等。也有一些是给
羊准备的饲料，配上秋天扫来的树叶、割来的干
草，在喂羊的时候拌上些麸子，对羊儿来说也是
美味。漫长的冬天，除了少量的绿色蔬菜，就是
韭菜、大白菜、胡萝卜、雪里蕻等腌制的蔬菜。就
是这样，平平常常的日子，在父母亲精心的安排
下过得有滋有味。

过年那一顿丰盛的饺子，当仁不让地成为主
角，丰富着冬天单调的日子。过年吃的饺子，羊肉
白菜馅的是最普遍不过的了，保存完好的大白菜
还透着秋天的新鲜劲儿，羊肉鲜嫩恰到好处。父
母领着我们一起，剁肉馅、剁大白菜，葱、姜、酱油、
胡麻油，七荤八素合理搭配，把五颜六色的馅子调
得恰到好处。一家人围在一起说着、笑着。平常
板着脸，十分严肃的父亲一边和我们一起包着饺
子，一边开心地讲着记忆里的趣事。哥哥姐姐顺
着父亲的话茬唠着家常，年幼的我就围在他们身
边，看他们麻利地擀饺子皮，看一个个薄薄的面皮
迅速在他们的手上变成白白胖胖的饺子，然后列
兵似的整整齐齐排列在竹蓖子上。通红的火炉
上，一大锅水已经热腾腾地开了锅。

看着饺子包得差不多了，母亲麻利地将饺子
下锅，炉中的火苗欢快地往上蹿，催得锅里的饺
子迫不及待地在水中翻滚，争先恐后地跑到最上
面展现诱人的曲线，扑鼻的香味随着锅里的热气
在屋里飘散。饺子煮熟后，母亲总是最先给父亲
满满地盛上一碗，这已经是多年来的习惯。父亲
在煤矿井下所干的工种属于重体力劳动，身体必
须保持最好的状态。那时，矿上还没有班中餐，
一天三顿都需要在家里做着吃。父亲无论什么
时候上下班，母亲都会及时把饭准备好，如果碰
上矿上“放高产”加班，还要提前做好盛到饭盒里
用毛巾包好，派我和哥哥姐姐送到井口。

我经常在睡梦中看到母亲早早起来为上早
班的父亲做面条，可以想象那热腾腾的面条下肚，
浑身暖暖的父亲在井下干活一定是舒心的，这样
的舒心是对艰苦环境、繁重体力劳动最好的化解，
只有家的温馨能给一个在外受苦的男人这种感
觉。家里有了父亲和母亲的付出，多年不弃不离
地相互扶持，就像大树一样为我们遮挡着风风雨
雨，才有了家人们年复一年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此时，我们围坐在桌子旁，蘸着辣椒和醋调成的汤
汁，品尝着美味的饺子。新的一年，就在这热腾腾
的饺子宴中开始了，新的一年也在饺子的美味中
多了很多憧憬。

这是我对一家人吃饺子最早的记忆，经年而
去，已像一张发黄的照片，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如
今，父母已经离开我们多年，老家的房子在矿区沉
陷区也在治理中被夷为平地。每逢过年，大姐、大
哥作为家中老大，总会招呼几个兄弟姊妹一起吃
饭，年长的他们尽心为父母代行一份职责，守望着
一家人的幸福，在忘我的付出中，如同父母亲在时
将一家人的心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

往事如昨，在忙忙碌碌中，虽然这样的相聚
已经少有，对过年的心情也已经不似儿时那么向
往，而每每审视孩子对春节的渴望，感受他们对
过年的那份惊喜、快乐，倏忽觉得好想让时光倒
流，再次成为到多年前那个情景中一分子，我们
一大家子一同洗白菜、剁馅子、捣蒜泥、包饺子，
至亲的父母和兄弟姊妹都在眼前，那样的真切，
那样的轻松，那样的融洽，那样的惬意，任时间流
逝，却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过年了，吃饺子
□ 刘学军

岁月甜梦中
时钟敲响
宏亮的声音
是生命的交响
东方升起的太阳
把喜悦洒满人间
人们双手迎接
春天的到来

新春的钟声
□ 徐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