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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事连连闹腊月
□ 卜庆萍

□ 冯震远

台儿庄的
明天会更好

诗两首

寒风似针扎人颜，
皑雪若银镶街面。
抛尽鳞甲九霄飞，
战罢玉龙三百万。
长河畏冻千面镜，
远松斗冷一身胆。
物换星移乃常态，
严冬过后春蕾绽。

□ 闫吉文

寒雪吟

从武难泯文雅志，
世多俗伪吾独真。
谗言蜚语等闲看，
荣辱湖堂无愧心。

丙申猴自画像

奇妙天下第一庄，
人间仙境永难忘。
君若来游台儿庄，
画中寻梦终遇上。

运河古城展新颜，
景色怡人水潺潺。
船家妹子摇橹唱，
教人如何不流连。

抗日大战纪念馆，
游人如织来参观。
昔日不屈扬威地，
不败日寇誓不完！

运河湿地育芙蓉，
匠心独具巧经营。
十里荷花满园景，
妙龄少女初长成。

加快转型与发展，
努力抓好产业链。
齐心协力来实干，
展望未来勇超先。

清洁绿化走在前，
文化繁荣大家谈。
5A级景区迎远客，
特色旅游喜连连。

农商银行务三农，
服务周到多热情。
网店遍步城与乡，
多做贡献留美名。

招商引资决策高，
筑巢招凤架金桥。
三产联动比翼飞，
明天一定会更好！

书香暖身
□ 莫景春

天冷了，北风呼呼地刮着，
满目萧条，无桃红柳绿；冰天雪
地，不便访亲问友，心也跟天气
一样冷清，只好躲进书房里，轻
轻把窗子关上，把寒风和冷气死
死地关在窗外，只听它愤怒地拍
打窗户。我不理不睬地走到书架
前，取下一本书“取暖”。

若是朱自清先生《春》一类
的诗文，一串串桃红柳绿的句
子，一一窜入我的眼帘，春天那
急促的脚步声隐约可闻，春天的
阳光那样明媚，洒在身上暖洋洋
的，窗前人影绰绰，是大人小孩
都跑出去放风筝了。和煦的春风
吹拂，像母亲的手一样温柔，那
桃花肯定烧红了整个山坡，烧红
了半个天空。林子里鸟鸣不断，
叽叽喳喳地叫着春天，处处闻啼
鸟，这林子热闹非常，冬天的萧
条冷寂哪里去了呢？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描写夏天的诗句，让你感到
浑身的燥热，诗中那老农，满头
大汗，还辛辛苦苦地挥舞着锄
头。烈日当空，火一样的阳光炽
烤着大地，老农滴下的每一滴汗

水，都被干裂的呢土吸了去。如
此滚烫的诗句，让人感觉到了烈
日的狂热，晒在老农的身上，却
仿佛烤在自己身上，阵阵发热。
读读《水浒传》里鲁智深拳打镇
关西那段章节，也不由得摩拳擦
掌。随着鲁智深的拳落脚起，不
禁手舞足蹈，拳头不自觉地挥来
舞去，对那镇关西欺压百姓的
恨，如自胸中喷薄而出。拿着书
本，左摆右击，让人感到一种莫
名的快意。

读到“大江东去浪滔尽”的
亢奋诗文，不仅有诗的激情，更
有声音的高亢。诗里那抑扬顿挫
的节奏，一紧一慢，张弛有力；
响亮清脆的字音，掷地有声。每
吐一个字，都要凝神静气，作一
个深呼吸，把气压到腔内，既而
喷薄而出。一吸，整个胸腔都在
使劲地收缩着；一呼，整个身体
的肌肉彻底放松。这一吸一呼，
整个身体都在运动着。声音放出
来，回荡在书房里，很是令人亢
奋。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
辈岂是蓬蒿人”，一种豪放的激情
油然而生，手不禁舞之，足不禁

蹈之，仿佛自己就衣袂飘飘，昂
首阔步，如登大山临深川的李
白。动情之处，击桌而歌，唱声
拍声一起一落，煞是热闹。全身
每个细胞都在兴奋地动着，不知
不觉间，微微从额角沁出汗水。
诗句化入血液中，使血液沸腾起
来。

有时书桌前置一两杯酒，往
往是读书时，清读有些乏味，便
产生一些癖好，即常配些小吃，
作读书的佐料，尤其一两口醇香
的美酒，不在多，就一两口。读
到热烈精彩之处，情不自禁地抓
起杯子，轻轻抿上一口，满嘴酒
香，跟书中的字句配在一起，读
书的兴趣更浓。书香酒香，充溢
着书房，谁还想到窗外呼呼的北
风呢。再说，自身就不胜酒力，
一两口下肚，满脸通红。再加上
手舞足蹈，竟是大汗淋漓。不禁
推开窗户，让冷风吹进来，凉凉
爽爽。他人见了，好生奇怪：此
君，大冷天，屋里不见生火，空
有一堆清书，是什么让他如此火
热？

读书也能取暖，暖身也暖心。

腊月一到，年就“咚咚咚”
地跑过来，大人有节奏地开始忙
年，小孩子笑靥如花，迎着年，
一天天快乐地往前走，腊月里的
中国年欢庆而热闹。

老人们都说，腊八节是春节
前的第一个节令，它从历史中一
步步走过来，最早是为了祭祀神
灵和祖先，经过千年的演变，遂
成为如今的美味腊八节。这古老
的民俗节日传承至今，有着深厚
的文化内涵。

腊八这一天，人们用农家自
产的豌豆、糯米、高粱、花生、
核桃、大红枣等杂粮和干果，煮
成香喷喷的腊八粥，颜色鲜艳，
营养多样，香甜味美。好多人家
腊月初七晚上就开始洗米、泡
果、剥皮去核，半夜时分微炖，
第二天清晨腊八粥就煮好了。淳
朴的乡村，腊八家家煮粥多，村
村户户都洋溢着喜庆与和乐。

腊月廿三，小年这一天，村
村寨寨还有祭灶的民俗。传说

灶 王 爷 上 年 除 夕 一 直 留 在 家
中，到小年了，就要升天向玉
皇大帝汇报这家一年来的言行
和民事，因此，这天家家都要
举行送灶仪式，把灶王爷送上
天，这叫辞灶。辞灶多在黄昏
入夜时举行，一家人到灶房摆
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
灶王爷敬香，并供上饴糖和面
做成的糖果等。用饴糖供奉灶
王爷，是让他甜甜嘴，有的还
将糖涂在灶王爷的嘴上，边涂
边说，好话多说，不好的话别
说。灶王爷上天后，除夕晚上
再接回来，这叫接灶。接灶仪
式就简单得多，到时只需换上
新灶灯，在灶龛前燃香即可。
祭灶在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
广，不仅是为了免灾，也是为
了祈福和表达美好的愿望，在
腊月的习俗里，始终弥散着浓
郁的年味儿。

杀年猪在年俗里可是重头
戏，年味儿也十足，这天整个村

子都会很热闹。昔日的乡村家家
都养猪，到了年关，猪也养肥
了，杀猪过年是最喜庆的事。杀
年猪的人家早早烧上几大锅开
水，杀猪匠与几个身强力壮的人
把猪摁倒在院中的案子上，杀猪
匠一刀下去，猪血汩汩地喷涌而
出，猪嚎叫着慢慢没了气息。接
着洗肠、砍肉，热热闹闹地忙上
大半天，收拾好猪头、猪蹄、猪
肝、猪肠和大块的猪肉，过年美
味的食材也算备下了，乡村的年
也就有了滋味。

贴窗花是古老的年俗，民间
各地都会在过春节期间贴上红艳
的窗花。中国的剪纸艺术独到，
剪窗花的题材也鲜活广泛，有身
边见闻事物，还有民间故事和历
史传说。有山水风景，还有十二
生肖及寓意吉祥的鱼虫花鸟。在
古老的年俗里，种类繁多的窗花
表达了各家各户的美好愿望，还
把中国的重大节日春节，装点得
富丽红火，喜气洋洋。

年夜饭，还称团圆饭，这一
年当中的最后一餐，全家人会从
四面八方齐聚过来，嚼着饺子，
吃着丰盛的美味，在一阵阵爆竹
声中，举家狂欢，共同辞旧迎
新，接纳又一个即将到来的新
年。

要说守岁，那可是在旧年的
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
新一年到来的习俗，也叫除夕守
岁，俗名“熬年”。守岁习俗兴
起于南北朝，一直流传至今。除
夕夜里，家家点起蜡烛或油灯，
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
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
祥如意。

中国腊月的年文化当中，还
有赶年会、扫堂尘、蒸团子、贴
年画等，乡村的腊月忙碌而有
序。年俗里，过年是欢庆团圆的
时刻，也是最美的日子，从久远
的历史中走过来，红红的中国年
根深脉广，在华夏大地延续着经
久不衰的龙文化。

年味儿
□ 吴兆雷

二舅
□ 孙晋才

二舅，他不是我的亲娘
舅，却胜似亲娘舅。

我母亲与二舅是亲姨姐
弟，他们之间还有一段不寻
常的故事。

那还是旧社会，我外祖
父在兵荒马乱中丧了命，外
祖母就把母亲养在二舅家，
二舅的母亲就是我母亲的亲
姨。那时，母亲六岁，二舅
才两岁，母亲不是抱着他就
是领着他，逗他一起玩耍，
母亲成了他的保护神，谁也
看不出他们是异姓姐弟。稍
大了些，他们在一块放牛。
二舅家那时是种地贩子，租
地百余亩，农忙雇短工，每
天都有几十口人吃饭干活，
非常热闹。母亲不再放牛
了，在家里帮忙做饭。据母
亲说，她出嫁那天，坐的是
一辆牛车，二舅眼泪一直不
断，扒着大车不松手，舍不
得与我母亲分开。

每逢过了年，二舅总是
来接我们，等于母亲回娘家
了。那时，我很小，高兴地
一蹦一跳的。因为路远，二
舅总是背着我走，走着走着
不一会，我就睡着了。在我
的心目中，他就是我的亲娘
舅。

时间过得就是快，一转
眼，我上初中了，那时是人
民公社时代，在学校里吃食
堂，连买饭票的钱也没有。
那时，二舅在铸造厂工作，
母亲领着我找到了他，他毫
不犹豫地把身上仅有的五元
钱给了我，并对母亲说：

“姐，你别嫌少，外甥上学
要紧。”母亲感动地流下了
眼泪。

前些年，母亲在时，总
是向我念叨：“你可别忘了
你二舅，他是个好人，对咱
有恩啊！”后来，二舅患了
脑梗后遗症，不能行走，我
经常去看他，他见了我总是
流泪。去年春天，二舅“走
了”，出殡那天，我大哭了
一场。

想想当今社会，父子关
系不和的，真是让人深思。
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
一丈，大家就应该有相互感
恩的心。有一首歌唱得好：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
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是
的，生活会更加幸福的。

过 了 腊 八 就 是
年，这是老古语的一
句话。可我总感觉不
出来。前两天回老
家农村，我问母亲
年 准 备 的 怎 样
了 ， 她 笑 笑 ：
“还准备什么，
现在还不是天
天都过年。”
一旁大哥家的
小孙子鼓着通
红的小腮帮抢
话：“过年有
什 么 意 思
啊，就是吃饺
子 ， 放 鞭
炮！”哎！确
实现在过年没
了年味儿。

我 忽 然 想
起 了 小 时 候 过

年 ， 那 时 一 进 腊
八，家家磨面蒸馒
头，炸丸子，购年货
……忙得不亦乐乎！
而孩子们最开心地要数

大人给买漂亮的新衣服，急切
地穿上跟小伙伴们炫耀，比比
谁的衣服更好看，然后掏出口
袋里的糖块跟小伙伴们分享，
那种心情别提多快乐了！而我
们那时最期待、最高兴的还是
除夕，晚上十二点新年倒计时
会放烟火，天不明赶紧起来燃
放鞭炮，接着就能吃上母亲包
的饺子，父亲买的糕点，好
香，好香，一顿能吃好多！

不知道是不是己真的年龄
大了，总觉得糖果、新衣服、
五彩的烟火已经不再会诱惑到
自己，新年也不再那么激动。
大家都说年味儿变淡了，但是
我认为不是没有年味儿了，而
是我们的心态变淡了，其实，
年味儿一直都在。君不见，每
到春节，那些求学或者打工的
人们匆匆的脚步，他们所渴望
的是回到想念已久的家，能跟
家人在一起吃顿年夜饭！

每年过年我都会回家，父
母年老了，陪他们好好地过年
那也是孝道，可老人还是那么
的操心。年三十一早我们起床

就闻到饭香，母亲盛来热腾腾
的饺子，还是那个味，真香！
年夜饭是比较奢侈的，我们全
家齐上阵做了一桌子共八九个
菜，一家人团团圆圆围坐一起
边吃边聊，其乐融融，那真叫
和谐幸福。

因为过年，朋友可以一起
聚聚会、聊聊天，吐一吐过去
一年的不如意，分享分享各自
的开心事，规划一下各自的奋
斗目标；因为过年，我们会和
远方的朋友打个电话，拜个
年，顺便讨个红包，然后一起
隔着电话看各自窗前的烟火，
然后说一句，新年快乐！祝福
对方一切安好，平安，幸福；
因为过年，大家一起用短信发
送祝语，然后一起聊聊春晚的
节目，哪个更加出彩，哪个更
加有创意，哪个节目笑点低，
聊聊我们喜欢的歌手；因为过
年，我们才会真正关心父母亲
的辛劳，然后在浓浓的欢乐中
开始新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