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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吉祥盐城年

程
立
祥

缤纷新年

□
孙
成
栋

村
庄
里
的
新
年

□李红梅

还是第一缕春风
和袅袅炊烟
犬吠鸡鸣一起出发

路过村庄的田野
弥漫了青翠欲滴的麦苗
遇见一群挥舞爆竹的孩童
还有吃着花生
拉着家常的她们
我在那一帮孩子中
竟然还没有走出来

就这样，年来了
红对联，红灯笼
祝福声，拜年声
在村庄的上空回荡
快去小街啊
舞龙舞狮开始喽

总是在这样的时辰
我有两个的我
一个在传承
一个在绵延

年
味
芬
芳

后备箱“啪”的一声
喊响出发的律令
心头也加满了油
一路雪花开着
雪花开时，年也在路上

导航的终点
是白头发的老家
父母不在了
我们就成了儿女导航仪上的星斗

风中的红灯笼
拓出一个又一个团圆
春联为老家与大年
画上了等号

老家红光满面
陶然熏然的大年
正香喷喷地倚着春天

新
年
帖

□刘 猛

呼呼的北风将一个个日子吹远
你静倚窗前看着雪花飞舞
等候远方捎来片片温馨的问候
冬天小巷的老树默默无语

临街店铺挂起火红的灯笼
水仙花依旧满屋流香
随手散落酡红的枫叶
任它到处飞扬

打马而过的少年早已驶入云烟
你默想着遥远的故园
白发双亲是否安然无恙

礼花闪亮出缤纷的夜空
鸽子呀快驮来一轮红日
寄放缕缕阳光在你新年的窗口

回
家
过
年

□张大勇

本版绘图：吴雨欣

尽管阵阵北风带来刺骨的寒
冷，但处处氤氲的年味却使人温
暖。过年的感觉犹如美丽轻盈的雪
花，在人们的心头婀娜飞扬。

过年的快乐来自对美好生活的
体悟、珍惜与回味。思念的甜蜜、团
圆的喜悦、欢庆的浓烈、收获的欣慰、
憧憬的璀璨、祝福的温暖、问候的亲
切……每一丝美好的情愫都宛若涓
涓细流，在洋溢着生机的日子里汇
聚成感动的春潮，在张灯结彩的天
地间浇灌出满目的繁华与康泰。

过年的醇香蕴藏在馥郁的花
香、酣畅的墨香、鲜美的食香、清新
的发香、悠远的檀香、怡然的心香
中，沁人肺腑的味道在新年的阳光
下澎湃，在新鲜的空气中流连，在沸
腾的人潮里游弋，在腊梅的虬枝上
摇曳，在袅袅的炊烟间穿梭，在沃野
的梦想里翩跹，在新风涌动的天地
间激荡起洇透绿色的涟漪。

过年的惬意总是与昂扬的气
息相伴、相拥、相融、相谐，热情的
掌声、悠长的钟声、嘹亮的歌声、爽
朗的笑声、清脆的鞭炮声、铿锵的
锣鼓声、祥和的喧闹声、欢鸣的喜

鹊声……犹如人间的天籁，溢出一
份对明天的信心与畅想；仿佛生活
的交响，演奏出一腔对风雨送春归、
紫燕衔春泥的热望。

过年的热烈写在红彤彤的春联
中，藏在喜洋洋的灯笼里，夹在金灿
灿的捷报中，映在亮晶晶的眸子里，
铺在白皑皑的雪野上，长在绿油油
的菜畦里，系在舞翩翩的彩球上，飞
在蓝盈盈的天空中，封在厚实实的
家信中，载在呼隆隆的车轮上，握在
暖融融的掌心里，和在兴冲冲的脚
步里，包在甜蜜蜜的糖果里，闪在黄
澄澄的元宝上，挂在热腾腾的屋檐
下，鼓在沉甸甸的钱兜里，飘在香喷
喷的空气里，响在雄赳赳的鼓号里，
开在羞答答的笑靥上……

过年的和谐属于每一颗热爱生
活的心灵：纵然是偏远的小岛上，照
样飞出悦耳的欢歌；纵然是简约的
餐桌上，照样生长缤纷的笑语；纵然
是陈年的窗棂间，照样漫溢温煦的
灯光；纵然是残缺的花盆中，照样盛
开娇妍的水仙……在这万民齐欢的

时刻，大地以千万种生动的方式呢
喃生活的细语，诠释幸福的涵义，采
撷真善美的光芒……

过年，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封
面上写着三个刚劲的大字：好日
子！这本书既是对往昔足迹的记
载，又是对未来蓝图的描绘。盼年、
忙年、迎年、拜年、贺年……我们在
年的舞台上漫步，尽情阅读心中的
好日子，那交织在笑容和泪花中的
一个个瞬间，如情节曲折的小说，如
浪漫温馨的诗歌，如绵长细腻的散
文，如隽永深刻的寓言，如五味俱全
的杂文，如天真无邪的童话，如率性
质朴的随笔……所有的酸甜苦辣都
浓缩成一页页书笺，被新春的喜气
装订成丰盈的故事。过年的书被岁
月的暖手一遍遍翻过，每一份从容、
欢愉与轻松里面，都蕴涵着一个崭
新的开始。无论贫瘠与富有、无论
显赫与平凡、无论喧腾与清幽，只要
不曾失去信念的种子，生活的枝头
就会永远苍翠，幸福的绿叶就会成
为恒久的书签。

过年，只是生活的一个插曲，却
让我们铭记住成长的乐章……

年味，就是约定俗成的年俗。
过年最大的喜悦，莫过于享受这乐
滋滋、暖融融的美好时光。

年味，如花般芬芳，似酒样醇
香。那点燃烟花的兴高采烈，采办
年货的富有神态，年夜饭桌上的欢
乐气氛，观看春晚的勃勃兴致，都
是阖家团圆的幸福景象。

年味，既是习俗，也是传统，有
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风情，饱
含着对吉祥如意的向往，对和谐美
满的渴望，对至善至美的追求。

年味，表达了古代诗人的浪漫
情感。无论是王安石“爆竹声中一
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还是
范成大“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
滞迎新岁”，许多诗人都将团圆和
归乡的喜悦，糅进良辰美景。

年味，凸显作家笔下的人间烟
火气。“孩子们过年的第一件事是
买杂拌儿”，是老舍在《北京的春
节》中的感言。“为了能从饺子里吃
出一个硬币，差点儿要了小命”，是
莫言在《故乡过年》中的感触。王
蒙把“小时候能吃上一顿肉作为特
别激动的事”写进《过年》。丰子恺
的《过年》说，吃年夜饭碗数必须成
双，预示来年人丁兴旺。

年味，留存了我难忘的儿时印
记。进入腊月，数着日子盼过年。
看妈妈炸肉圆，陪妈妈炒花生，与
哥哥抬桶捣糯米粉。每年煮上几
盘鱼，象征年年有余。贴门联、放
鞭炮，我一点不觉倦。大年初一早
上，妈妈把压岁钱和蓝布新衣放在
我的枕边，那时的我非常满足。汤
圆我还没吃好，拎着糖袋子来拜年
的邻居小伙伴就早早上门，给爸妈
拜年的亲友接连不断。我和哥哥
姐姐妹妹一起出动，开始了我们的
团拜之行。想想如今，生活水平极
大提高，年味也在平淡中升华。我
觉得，心中有快乐，天天在过年！

年味，展现了中
国文化的独特魅
力。随着春节文化
在海外影响的
扩大，许多
华 侨 华 人
和外国友人从浓浓
年味中，感受到中
国传统习俗和文
化。令人引以为傲
的是，坚持文化自
信，红红火火的中
国年走向了世界！

年味延年，
传承发展。龙
年大吉，天耀中华！

□刘善冬

盐城的年很有韵味。
盐城的年，有大海的味道，更为

广阔些；有盐粒的味道，更有口感
些；有水乡的味道，更为悠然些；有
炊烟的味道，更有乡愁些……这些
味道夹杂在一起，就是烟火的味
道。是的，盐城的年最有烟火味，深
入骨子里，意蕴悠长，回味无穷，它
沉淀在父母亲悄悄老去的身影里，
闪亮在孩子渐渐长大的笑声里，既
隐约在过去，也绽放在未来。

古人云：年，谷熟也。字面意思
很简单，五谷丰登，一个收成的轮回
和萌发，是辞旧迎新的时刻，最体现
东方传统文化。

盐城的好多寺庙都有在腊八节
发放腊八粥的传统，家家户户也煮
腊八粥。喝过腊八粥后，年就渐渐
近了，各家各户就开始置办年货，大
糕、果子、奶糖、枣子、鞭炮等购买回
来，买好漂亮的新衣，要蒸糕涨饼。
熟人相遇时打招呼，就不问候“你吃
了吗”，而是“忙年了呀”。一个“忙”
字，说明老百姓对过年的重视，像对
待春耕秋收一样重要，这流淌着的
忙，忙得热火，又忙得喜悦，很有仪
式感，那些种庄稼的大汉，砌墙刷漆
的工匠，贩卖粮油的商贩，都会变得
有礼有节起来，脸上都洋溢着笑意，
口中皆是吉祥之语，村庄、巷道，充
满文化气息，家家户户也都是书香
门第儒雅世家了。

最早表现年的烟火味应当是春
联，买春联，写春联，贴春联。赶集，
也是盐城的传统，春联红红红火火
铺满一大块地方，人头攒动，吆喝声
不断，热闹又喜庆。也有老先生写
春联，免费的，不收钱，各家自带红
纸就行。周边乡邻聚集在一起，看
老先生泼墨挥毫，那种意气风发的
神情，至今让人羡慕。能够写春联
的，可不是一般人，乃是有名望的乡
绅，或是老私塾先生，他们知书达

理，懂得人情世故，也练过
毛笔字，经过岁月磨

练，笔力雄厚，苍
劲有力，书写春联
时是掌声连连，有
些客气的乡邻，递

上一支烟，打
个火，老先生
吸了几口，撸

撸袖子，蘸蘸墨，
“唰唰”几下，龙
飞凤舞，大功告

成。然后，乡邻们细心地把春联平
铺在茶几上、地面上、筐匾上，大家
都在赞誉声中陶陶然，等墨汁晾干，
轻轻卷起来，孔夫子般作揖告辞。

贴春联是很有仪式感的，大年
三十中午，要祭祖。我老家在盐城
西北的皮岔河边上，那里的说法是

“祭先”。在祭祖之前，就要贴好春
联，一般都由男人来做。贴春联，要
讲究，早上打好面糊，太阳升起了，
先贴正门，分清上下联，横批几乎
都是“开门大吉”，门楣上要贴“喜”
字，是红色的剪纸，“福禄寿喜财”
五个字，依次贴之。正门贴好后，
可以贴厨房、窗户、猪圈等地方。
春联全部贴好后，家里就显得红红
火火的。

比春联更有烟火气息的是放爆
竹，盐城的说法是“放炮仗”。现在
大多称作鞭炮，有大小之分。爆竹
放得最为灿烂的，应在除夕夜。大
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守
岁，吃着团圆饭，喝着压岁酒，老人
孩子都有压岁钱，丰衣足食，其乐融
融。在关门闭户之前，放爆竹自然
是不可少的，烟花四射，闪亮夜空，
爆竹之光，映着孩子童稚天真的笑
脸，也映着大人们乐呵呵的神情。
年夜饭后，有“爬门板”之说，小孩子
爬门板，来年一定长得高。睡觉前，
在枕头边，用红纸包上大糕果子等，
早上醒来，开口前先吃糕，意味着张
口吉利，开口甜，生活步步高，一切
美好吉祥。

大年初一，开门先放爆竹，誉为
开门鞭。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家
家户户希望有个好运气，好开端。
全家人起床后，开始放爆竹、贡早
茶、敬菩萨，家里灯火通明，点烛进
香，大爆竹和小鞭炮都要燃放，红色
纸片撒遍整个院落，称作满堂红，十
分喜庆。早餐称作吃元宝，吃的是
糯米粉搓的实心圆子，起初因为食
品匮乏，用小碟子放点白糖蘸着吃，
不久就有了芝麻酥，到现在的各式
各样汤圆，什么馅儿的都有，清爽香
甜，美味可口。吃过圆子后，小朋友
就拎着口袋出去拜年了，有些年幼
的，防止说错话，就让他们说一句

“发财长精神”，准会收获满满。拜
年因人而异，对小孩子说“学习进
步”，对生意人家就说“生意兴隆”，
对长辈老者一般说“过百岁”。话说
我们村庄上有一位高寿老奶奶，年
过九十九了，听到祝福她过百岁，很

不开心，因为她距百岁仅有一年
了。对青年男女来说，都是希望找
到好的人生伴侣，就有人开玩笑说

“娶个好媳妇”“嫁个好婆家”。
大年初二，小孩子颇为喜欢。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儿回娘家，
女婿拜见岳父母，孩子向外公外婆
拜年，压岁钱多多，拿得手软。到丈
人家拜年的礼物很早就准备好了，
必须是双数，取自好事成双之意。
多年前有六样礼，后来增加到八样
礼，大多是果子、大糕、鱼、肉等，现
在生活条件好了，烟酒、营养品、水
果等齐上场了。也有一些“准女婿”
拜年，很有意思，因为周边邻居没看
见过“新姑爷”，就会来评头论足，故
意逗逗小伙子，问些刁钻古怪问题，
常常是哄堂大笑，有时候把新姑爷
弄得面红耳赤，这个时候就有亲戚
打圆场，不停地散烟分糖，也有“厚
脸皮”的新女婿，一点儿也不胆怯，
很快就和大家谈笑风生了。

盐城民间的财神日，是大年初
五。家家户户都希望财神来到自己
家里，祈祷能够招财进宝，日子越过
越好。也有些舞龙队粉墨登场，锣
鼓震天，彩球引路，龙头高昂，左右
逢源，尾巴摇甩，好不热闹。

正月里吃“春叙酒”，就是亲朋
好友团聚吃饭的意思。舅舅家，姑
父家，姨娘家，吃个遍、跑个遍，是拜
年的延伸，也有些人家把定亲结婚
安排在正月初，谓之“吃喜酒”，吃过
东家吃西家，几天一晃就来到正月
十五，闹元宵了。一个“闹”字，表明
这个节日更属于青年人，赏花灯，猜
灯谜，古时深居闺阁的千金小姐也
会出来游玩，寻觅意中人。月上柳
梢头，人约黄昏后。好一个两情依
依，恩爱绵绵的画面，因此，元宵节
也是一个情人节。而辛弃疾的词：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道出大年中的
这个元宵节，绚烂多彩，吉祥欢乐，
却也隐藏着哲理，人生呀，一直在寻
觅，美好往往不期而至。

盐城的年，是最有烟火味道的
年，可写的，可说的，可喜的，真的
不计其数。苏东坡曾曰：且趁闲身
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柳永也
云：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
夜。是的，年是欢乐的，向来都是如
此。而我们也都希望，烟火人间，和
和美美，健康年年，岁岁平安。甚
好，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