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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华

忆拜年
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

户换新春。
农历新年年年过，但在我

的童年记忆中，让我印象最深
的，还是年夜饭后的拜年活
动 。 虽 然 已 经 过 去 了 数 十
年，但是那些场景却像昨天刚
刚发生的一样。

过去，在农村老家，每年
除夕吃完年夜饭，父母便嘱咐
孩子们到长辈家拜年，拜年的
对象包括本家叔叔、伯伯、三
属以内的族亲，以及住在本村
的亲戚等。记得有一年的除夕
之夜，刚吃过年夜饭，母亲便
催促我：“别磨蹭了，快领上弟
弟妹妹到长辈家拜年去！”母亲
还 嘱 咐 我 ， 如 果 遇 见 家 里
有“请客”的，在进门时一定
要先磕头，不然就是不敬，会
被人笑话。这里所说的“请
客 ” 是 过 去 我 们 那 里 的 习
俗，是指每逢新年来临时，一
户人家要把自家故去的先人请
回家“过年”，大年三十请进
家，初一再送走。我仔细听
着，然后答应道：“知道啦，这
就去！”“还有后街你表大爷
家，一定要拜，人家年年差你
表弟来咱家拜年，如果咱们落
下多不好呀！”母亲生怕我忘记
此事，特意叮嘱一番。听完母
亲的嘱咐，我领上弟弟妹妹挨
家挨户去拜年。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农

村经济欠发达，农户家庭条件
普 遍 较 差 ， 那 时 候 既 没 电
视也没路灯，晚上出门漆黑一
片。我握着手电，领着弟弟妹
妹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街巷之
间。虽说路有点黑，但毕竟是
除夕夜，一路上人来人往，大
家说说笑笑，热闹非凡。

我和弟弟妹妹按照母亲的
吩咐，高高兴兴往长辈家中
赶 。 这 一 路 上 都 是 拜 年 的
人，有高挑灯笼的，有打闹嬉
戏的，还有边走边放小礼花和
鞭炮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
属燃放“滴滴筋”的孩童，只
见他们一边点燃“滴滴筋”，一
边甩出小火圈，伴着“噼里啪
啦”的声响，煞是好看。他们
嘴里还不停哼唱：“滴滴滴滴
筋，放礼花，一个小孩儿买十
个。”

我们兄妹四人先后来到二
叔、三叔和大姑家拜年。不论
走进谁家，基本都是问候、祝
福、祈愿……长辈们听后自然
高兴，给每人一把瓜子、几块
糖，算是奖赏。我们接过新年
礼物，心里乐滋滋的。

大年三十晚上，整项拜年
活动花费了我们将近两个小
时。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
回家后，便一下子瘫坐在凳子
上，边大口喝水边向父母汇报
拜年成果。母亲听完汇报没有
夸赞，反而埋怨我们，嫌时间

太久，她的要求是，每到一
处，我们只能花费几分钟，简
单聊上几句便可。是啊，父母
不在身边，我和弟弟妹妹年龄
小，街上人又多，还有放鞭炮
的，她很牵挂我们。但是，父
母怎么会知晓，我们所到之
处，长辈们总是嘘寒问暖，我
们有说不完的话。这就是真真
切切的乡情，这份情谊比海
深 、 比 山 高 ， 而 且 历 久 弥
坚！我们多花点时间交谈，非
常值得！

我们也有出错的时候。由
于有时候过于匆忙，我们会在
不经意间落上一户两家的，不
过没关系，到了大年初一，为
表示诚意，刚起床，我们便马
上去补拜，然后赶回家吃早
饭，再走街串巷拜访街坊邻
居，一直持续至中午，拜年活
动才结束。

往事如烟，童年记忆中的
春节大拜年，虽然一晃已经过
去近40年了，但是拜年时的场
景永远在我心中，让我终生
难忘。

如 今 ， 社 会 发 展 日 新 月
异，传统的拜年方式已渐行渐
远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各 类 电
话、视频等新形式。不论人们
身处何地，一个电话、一个问
候马上送达。改变的是拜年方
式，不变的是新春诚挚的问候
和祝福！

儿时的年味
□李永斌

记得儿时的年味从进入腊
月就开始弥漫了，特别是腊八
过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孩
子们的嬉笑声给即将到来的春
节添了喜庆气氛。

清冷的早晨，我蜷缩在温
暖的被窝里舍不得起来，忽然
听 到 外 边 有 “ 噼 里 啪
啦 ” 的 响 声 ， 声 音 虽 然 不
大，但在寂静的黎明时分，像
紧迫感十足的起床号角，催促
我不得不赶紧穿上衣服，飞速
朝响声发出的地方跑去。与其
说 是 催 促 ， 倒 不 如 说 是 吸
引，我知道那是小伙伴们在燃
放“窜天猴”“二踢脚”“滴滴
筋”时弄出的动静。我远远看
到几个小伙伴拿着各式各样的
鞭炮，把昨天刚刚下过雪的地
面崩出一片凹地。他们嘴里哈
出的气和鞭炮的余烟融为一

体，像刚刚蒸熟的馒头在笼屉
里冒着热气，在白茫茫的雪地
里显得那么温馨。

比起放鞭炮，更让我们期
盼的还是杀年猪。临近新年
时，村里十几户人家联合起来
杀一头大肥猪。猪被五花大绑
起来，人们顺势把它搁到案板
上，并且请来经验丰富的屠
户。屠户拿着刀刮猪毛，刮干
净后开膛破肚，最后每家每户
都 能 分 到 十 几 公 斤 新 鲜 猪
肉 。 父 亲 会 把 这 些 肉 拿 回
家，洗干净后切成块，再往大
锅里倒入适量清水，随后生火
煮沸，一旁的母亲将肉一块一
块放进锅里。每当这时候，我
都嫌火烧得不够旺，不等父母
吩咐便主动拉起风箱，随着火
越烧越旺，锅里慢慢飘出诱人
的 肉 香 味 。 我 一 直 觉 得 奇

怪，这肉没有放任何调料，只
撒了点盐巴便让人“香掉大
牙”，而且入口软嫩滑爽，吃后
唇齿留香，比现在很多大餐都
让人回味无穷。

每当过了腊月二十，年味
就更浓了。大小集市上都有春
节的元素，墨香扑鼻的现写春
联、五颜六色的绒球花饰、尺寸
不一的大红灯笼、品种齐全的各
色 鞭 炮 、香 甜 可 口 的 冰 糖 葫
芦、味道独特的酱牛肉、外焦里
嫩的特色煎包……各类摊位售
卖的年货让人眼花缭乱。

到了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看着
春节联欢晚会，一年的疲劳在这
一刻全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在新
年的钟声敲响之际燃放起鞭
炮，在爆竹声中祛除旧时的晦
气，迎接崭新的未来。

抒情纪实
□云山怡翁

（一）
生逢乱世度寒冬，战乱时期初长成。
七龄儿童庆解放，高呼万岁毛泽东！
八岁入学求知识，一十六年寒窗功。
学业有成报祖国，党的召唤坚决听。

（二）
组织分配沈阳城，单位事业属军工。
安置工作在内蒙，草原高山留深情。
加强三线到陕甘，陇东宝地爬秦岭。
岷山脚下踏过雪，戈壁滩上显功能。
深山老林留足迹，顶风冒雪战寒冷。
工作艰险无所惧，青春一生献核能。
风华正茂核能业，廿三个春夏秋冬。
改革开放军转民，不惑之年故乡行。
专业知识为电力，万家灯火添彩虹。
人生度过一甲子，花甲之年享安宁。

（三）
人生旅途过八旬，劳碌奔波尝苦辛。
今年喜庆八十寿，阖家团圆满堂春。
子辈孙辈绕膝过，颐养天年享天伦。
幸福之源应牢记，知足常乐感党恩。

（四）
一生坎坷一生顺，一生艰苦一生乐。
一生求进一生平，一生平凡一生荣。
一生不计名和利，一生知足是常情。
一生看淡世上事，坦坦荡荡度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