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未央
元宵节没过就不算过完年。在我们这

里，正月十九最热闹。到了十九那天，河
上街耍狮舞龙、演故事的一出场，漯河的
年才算正式过完。

回顾就要过去的这个春节，还真有些
话想要说。

虽无爆竹辞旧
更有新意迎春

腊八祭灶，春节来到，姑娘要花，小
子要炮。

往年的腊八过后，大街小巷里就总传
出零零星星的鞭炮声，到了除夕和初一的
交接时间，声震寰宇的爆竹简直狂热到了
顶峰。

禁燃烟花爆竹，让我们当下的春节显
得有些冷清，不过，为了环保，这个观念
已逐渐深入人心了。这不，远在农村的弟
弟发微信告诉我，今年的乡下，放鞭炮的
也少了许多。

没有了震耳欲聋、浓烟刺鼻的爆竹相
伴，这个春节依然年味十足。这不，腊八
粥一喝，年的味道就来了。先是各种协
会、同学会，或是返乡的亲朋好友聚餐。

今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和式太极
拳协会的团拜会，组织者别出心裁，精心
布置了一场集拳术、才艺展示和座谈联欢
为一体的大型聚会，拳友们身着传统的练
功服，在设计精美的大舞台上，伴随着悠
扬的音乐切磋交流，以文载道、以武会
友、以酒助兴，很是快活。

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商铺里、地摊
上卖春联、挂历、年画一下子多了起来。

二十八贴花花。没到二十八，书法家
们和书法爱好者都会应邀到美术馆、社区
甚至偏僻的乡村，义务为老百姓写对联，
为困难群众献爱心。练了两年书法的我，
今年也幸运地和老师们一道挥毫泼墨，为
小区居民写了一天对联。

一天下来，身体很累，但书写了浓浓
的春意、书写了真挚的祝福，锻炼了自
己，也快乐了自己！

回老家过年
近乡情不怯

上高三的儿子提出他不想回老家过
年，到时候给爷爷奶奶电话里拜年，我们
理解他，他刚放假几天，平时苦读备战高
考也特别累，所以就同意了。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三口人在漯
河看春晚守岁。

大年初一一大早，我们夫妻就驱车回
了舞阳老家。

回家，回家，我们要回家拜年。
每逢春节，多少游子不惧千山万水，

不怕人挤车堵，千里迢迢、万里云飞，也
要回到父母身边过年。我离家这么近，除
夕晚上却没有陪在年迈父母身边，不过，
想到一年到头能够多次和父母在一起，隔
三岔五就给父母电话问候，弟弟一家又和
父母在一块，我心里就稍安了些。

妻子把车开得又快又稳，窗外是一望
无际的田野，水沟里还残存着厚厚的积
雪，望着熟悉的故乡土地，想着快要见到
父母乡亲了，我的心里非常高兴。

翻开手机，顾不上回复微信好友的新
年祝福，我随手抓拍了几张窗外的照片，
和手机上存的几张图片一起，发到了朋友
圈：一张是中国结映衬着的倒“福”，一
张是精致竹筐装着大红的“春”字，一张
是我写的篆书“金狗旺财”，还有一张跃
在桃花枝头的雀，并即兴写下了“喜鹊蹬
枝春意闹，回家多陪爹妈聊聊。给他们做
做饭、刷刷碗，和乡亲们拜拜年，这就是
新年”几句话，一时刷爆了朋友圈，朋友
纷纷点赞。

都说近乡情怯，可我哪里有什么
怯？有的只是兴奋和高兴。

到了家门口，我拎着给父母的礼品，
快步跨进院门。

父母见到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边给我
们盛饭边说：“今天暖和，一大早，就有
拜年的，刚走了一拨。”我赶忙扒了几口
饭，妻子把准备好的一千元红包塞给妈
妈，妈妈又推三阻四地塞给妻子说：“是

给大孙子的压岁钱。”正在推让，几个叔
侄走进来，大家围着父亲备好的酒菜团团
而坐，我给几个能喝酒的叔侄还斟了几
杯。其他人喝着茶水、吃着糖果、嗑着瓜
子聊家常，不大一会，几个婶子、嫂子也
走了进来，屋子坐不下了，叔侄们纷纷告
辞。我和婶子、嫂子们打了招呼，随着其
中一个叔叔，去串门拜年。

我家是个大家族，堂兄弟家就有几十
口人，不出五服的至亲同门也上百余口
了，到 10 点半我才拜年结束。回到家，
赶忙到厨房做饭。老家有大年初一男人做
饭的风俗，以前父亲是家里的大厨，过年
饭做得特别好，这几年，70 多岁的他开
始给我打下手了。今年父亲又显得老了一
些，想到父母一天一天地衰老，我的心里
莫名地疼痛了一下。

大年初二，我们又驱车到临颍，陪妻
子回娘家。

妻子的父母已经去世，我们今年到她
二哥家做客。

二哥和他在珠海上班的儿子早早在家
门口接住了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大家都是笑容满面的，嫂子怕我们冻着，
又在当院生起了火让我们烤。

妻家家族兴旺、人口众多，出了门的
姑姑、侄女也都回娘家了，大人孩子热热
闹闹、红红火火地围坐在一起，幸福极
了！

二哥是村里有名的厨师，品尝着他做
的美味饭菜，和侄子、侄女婿们碰杯小
饮，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直到夜幕降临，我们才婉拒了妻家哥
侄再三挽留，依依不舍离开临颍回漯河。

回家过年，过的是那浓得化不开的亲
情啊！

这个春节

■张秀红
那年，那年啊……

“二十三祭灶年来到，小闺女儿要花
小孩儿家要炮，老婆婆要衣裳老头子打饥
荒。”记忆中，小时候的年，是盼望着盼
望着终于来到腊月二十三才开始的吧。

腊月二十三清晨，梳洗完毕，妈妈总
要在我的头顶精心地插上一朵火艳火艳的
红花儿，使我在整个春节都骄傲得像个美
丽无比的公主；爸爸则会给我们买上大大
一包长长的、扁扁的、黄褐色的，身上滚
满了晶莹的、玉珠珠一样的白芝麻粒儿的
芝麻糖，入口即酥，绝不粘牙，香酥、香
甜的气息弥漫在周身的每一个毛孔、每一
个细胞，也弥漫在浪漫无羁的童年……

腊月二十三最期待的是晚饭。妈妈总
是早早地下好了饺子，先盛出满满一大
碗，整整齐齐地放上一双筷子，恭恭敬敬
地供在锅台上。锅台顶着的墙上，灶王爷
爷灶王奶奶一如既往慈眉善目地望着我们
微笑，妈妈则双手合十，双目微闭，颔眉
低首，念念有词：“灶王爷爷灶王奶奶，
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平安，保佑我们一家
老小能吃得饱能穿得好，身体健健康康，
天天快快乐乐，上学的学习好，干活的收
入好……”祷告完毕，就听见鞭炮声在院
中噼里啪啦地响起，仿佛一个个快乐的小
精灵在自由地舞蹈自由地歌唱……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
十六割块肉，二十七宰肥鸡，二十八把面
发，二十九打好酒，三十儿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我们小孩子才不管大
人们是在扫房子还是在洗衣，是在磨豆腐
还是在宰鸡，是在蒸馒头还是在煮肉，我
们只管疯跑疯玩，期待着岁月带给我们又

一个惊喜——除夕。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除夕的下午，爸爸会早早地将准备
好的春联贴上。门框贴的是“天增岁月人
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门楣上贴的是

“万象更新”；有的门框上贴的是“大地春
回风光好，神州日暖喜事多”，门楣上贴
的是“吉祥如意”；还有的门框上贴的是

“好时代好风光好人好事，新社会新风尚
新歌新曲”，门楣上贴的是“欢天喜
地”……树上贴的是“树木兴旺”，墙上
贴的是“春光明媚”，井台上贴的是“川
流不息”，架子车上贴的是“出入平安”，
门口贴的是“出门见喜”，回到屋里，床
头贴的是“身体健康”，粮食屯上贴的是

“五谷丰登”……目之所及，到处是喜盈
盈的红，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焰，又像霍霍
跳动的火苗，驱散了冬日的森森寒意，给
人以春天的融融暖意……

除夕的晚饭跟二十三一样要吃饺子，
要放鞭炮，要祭灶神，不同的是：二十三
是送，除夕是迎；二十三的灶王爷爷灶王
奶奶是一袭旧袍，除夕的换了新衣；二十
三的饺子里没有硬币，除夕的饺子里藏着
一枚硬币。妈妈说谁吃到那枚硬币就代表
谁来年有好运气，巧的是那枚硬币不是被
弟弟吃到就是被我吃到，牙齿碰到那枚硬
币的幸福感、骄傲感总仿佛刘禹锡笔下的
晴空一鹤，在晴空丽日，直冲云霄去了！

吃完除夕的饺子，妈妈会让我们兄妹
几个去背椿树——院子的东南角有一棵粗
壮的椿树，我们兄妹依次背靠在树干上，
反剪着双手，边背、边磕、边说：“椿树
王，椿树王，你长高，我长长，你长高了
做大梁，我长高了穿衣裳。”妈妈总是让

我们得说三遍才算完事。
背完椿树，两个哥哥瞬间就跑得无影

无 踪 了 ， 爸 爸 就 领 着 我 和 弟 弟 “ 坐
福”——爸爸妈妈说谁能坐到天明不睡谁
就有福。我和弟弟总是坐不住，不是想找
两个哥哥去玩就是打瞌睡。爸爸总是事先
用锯末在火盆里煨好了火，用精心挑选好
的玉米粒给我们爆玉米花——扔进火盆里
几颗玉米粒，用薄薄的灰覆住，只一会儿
的功夫，便听见砰砰的爆裂声，玉米粒就
变成了白白胖胖、脆脆香香的玉米花，有
的慵懒地卧在火盆里，有的顽皮地跳到火
盆沿上，有的淘气地跑到火盆外边去
了……我和弟弟总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
沉沉睡去的，只知道在初一清晨此起彼伏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醒来，床头总有一身
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新衣的口袋里，总
躺着两张崭新的毛毛钱……

春节是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元宵节是
那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吃过渴盼已久的糯糯软软、香香甜甜
的汤圆，我和弟弟便迫不及待地提着或绘
着红花绿叶的牡丹，或绘着疏影横斜的梅
花，或绘着憨态可掬的小猪，或绘着机灵
俏皮的小狗的灯笼，一溜烟儿跑到街上去
了。街上有好多个用青翠的柏枝捧着的灯
盏，它们有的搭成简约的三角形，有的搭
成百变的四边形，有的搭成灵动的五角
星；灯火闪烁，如同星斗飘忽，又如同珍
珠流动，忽如梦境，恍若仙境；灯山下，
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袨服华妆着处
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
也在游人笑语中”，老老少少，男男女
女，赶趟儿似的；你呼我应，我走你动，
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我们小孩子才不

管什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不
管什么“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不
管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时此刻，我们最
最期待的是——

听，咚咚咚，呛呛呛，咚呛咚呛咚咚
呛……他们来了，他们来了！走在最前头
的是狮子，哇，两头，一头雪白，一头火
红。它们前头是个一身皂衣的大头回回，
他手中拿着一个紫色的绣球，在这头狮子
脸前晃晃，在那头狮子脸前晃晃，两头狮
子一会儿你凌空而起一会儿我飞跃而下，
跳闪扑剪，腾身百变，却总啄不到那个绣
球，卧在地上打两个滚儿，安安静静地趴
到一边去了。接着过来的是长龙，花格格
的龙头赳赳昂起，黄灿灿的身子蜿蜒摆
动，一会儿高高在空中飞舞，一会儿低低
紧贴地面游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
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喷的是火一会儿喷
的是水，自由自在轻捷矫健，俯瞰群雄傲
视苍生。忽然间，飘过来一艘大红大绿的
旱船，那划着桨的和坐着船的都双手合十
向着高高昂起的龙头拜了三拜，那条长龙
就倏忽不见了；倏忽之间，又凭空来了好
多高高在上，却又如履平地踩着高跷的队
伍：耍着金箍棒的孙悟空、腆着大肚皮的
猪八戒、背插长剑的吕洞宾、手擎莲花的
何仙子、玉树临风的公子、美如天仙的小
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那年带给我的美好、神秘、惊喜、渴
盼、憧憬与向往，如歌，总在远方缥缈迤
逦而来；如花，总在心海灿烂辉煌绽放；
如酒，愈经岁月的陈酿愈加醇香隽永……

那年啊，那年……

那年……■■红尘百味红尘百味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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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初行

凯旋里舍沐晨光，
伴侣相牵整旅装。
九日车行八千里，
三国跋涉览沧桑。

登凯旋门

（一）
初上凯旋门，粗读拿破仑。
驰骋飞骏马，海岛传奇人。
呕心拓疆土，沙场立战神。
雄鸡王天下，雄才定乾坤。
折戟滑铁卢，豪杰泪沾巾。
古往寻常见，来去都浮沉。

（二）
寒日拾阶凯旋门，
浅山环绕看巴黎。
沧桑楼宇林林立，
米扇巷街远远伸。
一塔两门三对望，
八方万客九抛银。
雄鸡浪漫鸣天下，
今古花都醉梦人。

塞纳河

赛纳河清静静流，
微波漾起渡行舟。
茂林盖岸红黄绿，
鸭羽频翔作伴游。
闹市踏沙留倩影，
桥横跨浪越春秋。
湍流四季归西海，
泽被生灵永不休。

乘舟塞纳河

花都中流舟行多，
黑白黄棕人如梭。
横跨微波凌古桥，
岸伫金顶立巍峨。
西堤圣殿咏浪漫，
隔望牢狱传悲歌。
卢浮宝藏堪盖世，
铁塔初立意不和。
奥塞精品皆惊艳，
水岸交融恋过客。
街行巷行一步景，
慨叹风光何其多！

观《圣母之光》灯光宴

西堤圣岛亮夜光，
异彩飞流挂殿堂。
孤诣记怀一战事，
祈福世界永安康。

流云

多年不睹流云，今却常见巴黎。
举头天际飘动，抬眼日光缤纷。

小雪日

小雪时节看叶黄，
斜阳老树落金光。
鸥鸭相伴划秋水，
只待鹅毛盖夜霜。

夜雪

(一)
万籁寂静夜半，小楼鼾声微寒。
开户地面洒白，推窗长空飘蓝。

（二）
寝时闪烁星辰，梦里落雪洒银。
晨起晴日万里，暖阳枝头鸣禽。

巴黎雨咏

晴天有雨，雨天是晴。
忽而有雨，雨过是晴。
日常有雨，夜常是晴。
夜常有雨，日常是晴。
子时有雨，丑时是晴。
午时有雨，未时是晴。
春夏晴雨，秋冬雨晴。
睛晴雨雨，雨雨晴晴。
如是晴雨，如是雨晴。
如是天气，如是多情。
天人合一，水润生灵。
敬畏天地，上帝垂青。

雹下

近晚雹子忽下，顿落冰链啪啦。
地面水晶还亮，空中星辰已挂。

异客小咏

佳节聚会老山东，
坐满一群白头翁。
掠过霜天为异客，
甜酸尽在不言中。

无题

圣诞节来度圣诞，
浪漫之都有浪漫。
圣母院里拜圣母，
平安夜晚话平安。

岸行

人行车行舟行，路明楼明桥明。
星影月影枝影，波光寒岸孤翁。

迷路自嘲

小镇清晨独行，转悠街巷风景。
谁知一时晕头，险为去群孤鸿。

无题

祥云朵朵挂晴空，
翼展频频现苍穹。
银线条条描彩画，
凯旋门上有机鸣。

巴黎地铁

铁甲隆隆洞里行，
人头攒动色不同。
东西宾客一厢坐，
南北黑白两道中。

桶问

户户数个绿灰桶，
残滓去往各自清。
日日倾倒有列表。
不知故乡何时能？

（巴黎垃圾分类绝清，每
日倒何类分得一清二楚……）

三国行

（南法、西班牙、葡萄牙）

九日穿行大小河，
清流叶茂羽翔多。
当年故土曾经是，
浪里鸭鹅戏碧波。
拜物追金割命脉，
青山绿水惨被剥。
而今力整山川秀，
自信原乡比欧罗。

旅法诗钞
■谢安顺

■张建伟
这些年由于工作忙、孩子小的缘

故，父亲也从洛阳老家来到城里随我
们一起生活，并逐步由陌生到熟悉，
再到习惯。所以，我们回老家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更是好多年没有回老家
过年了。

今年春节天气不是太冷，孩子也
大了，加之对故乡的思念和对亲戚朋
友的惦念，我们全家一致决定：回老
家过年。

大年三十，将年货、水果、礼品
和对故土的情谊装满后备厢和后排一
半的座位，老婆孩子蜷挤在后排，我
们踏上了回家过年的道路。

离家越近，我越是忐忑和恐慌，
不知见面喊什么说什么，不知道那些
老街坊身体是否还好，是否有好多人
都不认识我了，是不是要一遍遍介绍
我是谁，老家的宅子还能不能住
了……

这是近乡情怯吧？当真正回到
家，邻居们热情的迎接顿时让我觉得
之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大家帮忙
贴对联、接水管、扯电线，家还是原
来的家，人还是原来的人。

按照老家习俗，年三十是要给故
去亲人上坟的。我领着妻儿来到早逝
母亲的坟前，上供烧纸，磕头祭拜，
弥漫着火药味的田野上，一跪一呼吸
间，我瞬间感动了。这是家风的传
承，这是对下一代最好的孝道教育，
让他们永远不能忘掉血脉相连的地
方。

大年初一，家里四代同堂，老弟
兄们聚叙亲情，相互宽慰；小弟兄们
谈天论地，互道工作；侄子们也是讲
着生意，说着考研；小朋友们放炮抢
糖，乱成一团，女儿拉着我不解地
问：“爸爸，那个哥哥说我是他姑
姑。”……然后组团挨门逐户地拜
年，嘘寒问暖，在大街上每每听村里
人羡慕地说：“还是人家这一家子，
老坟冒青烟，人多，都在外面干
事。”我都能从父辈人眼里看到骄傲
和自豪。

在家过年的一周，没有开一次
火，亲戚朋友吃完这家吃那家，不一
定每顿饭都可口好吃，可每顿饭都看
得出极其用心，饭桌上永远招呼你，
怕你吃得不够好，每顿饭都得把你喝
得“五迷三道”。初一中午，老婆偷

偷给我说，大娘可能把饭烧糊了，悄
悄倒了两次。为了做一桌像样的饭
菜，他们也是尽求完美。

大年初一晚上，一家三口从十字
街逛到西大街又到丽景门，女儿吃遍
了炒凉粉、烤面筋、涮牛肚、牡丹饼
等各种家乡小吃。爱人兴奋地跟我
说：“这比扬州的东关街、北京的南
锣鼓巷还要好。”看着她们拿着手机
不停地到处拍照，我说：“回家是最
好的旅行。”

初五中午在小姨家吃完最后一餐
饭，我们就准备回漯河了。亲戚邻居
们又用咸芥丝、花生米、辣椒酱、手
工馒头、自制皮冻、萝卜白菜等装满
了后备厢。我们载着满满的故乡气息
踏上了归途，走到村头，我跟女儿
说：“张大嘴巴深呼吸。”我想把这混
合着鞭炮味、猪肉味、过油味、酒精
味、猪圈味、鸡窝味的家乡味道灌满
她的身体和灵魂，让她记住：根在故
土，不忘初心。

根在故土 不忘初心

■鲁锁印
小学五年级的女孩
喃喃地说着心里的明星
孵蛋的爱迪生和
被苹果砸出智慧的牛顿
然后痴痴地望着天上的红月亮
也许还想到了祖冲之、张衡
已经很深很凉的夜里
蹒跚走来一对老夫妻
对月亮的事情怀着浓厚的兴趣
非要看天狗吃月的剧情
她听奶奶讲过牛郎织女的故事
感叹天上也有悲欢离合

愿红月亮会护佑所有
天上人间都美满如意

欢乐天使

雪花驱散了雾霾
也驱散了不快
女儿拉着父亲衣角咯咯笑
恋人们挽着胳膊哼起了歌
老伴儿手握着老伴儿的手
小心翼翼地迈步向前走
欢乐的天使从天而降
为人间的幸福拉开了帷幕

红月亮（外一首）

■陈猛猛
小村的年后，安静又冷清
一切又都恢复了旧日模样
回来的又都踏上了离去的征程
老人和孩子成为村子的守候
一切悄无声息，失去声响
能出去的都已远行

只剩下耐人的回味
那充满喜气的过年光景
小村一年的兴奋就这几天
现在，村庄好像折腾累了
它一动不动地躺着休息、蛰伏
要用上一整年的时间
等待下一个热闹的轮回

年后

书法 潘清江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