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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盎然 胡茂芹 摄

古诗词中年味浓
汪翔

又一个新的黎明到来了。我像往年一
样，早早地伫立在自家的庭院里，等待时光
的暖流从黑暗中嘟噜一下钻出来，流泻到
我家的门槛上，然后再融融地倾泻到我的
身上。

明媚绚丽的阳光，如同一位情窦初开
的少女，痴坐在我家门前的一座小丘上，等
待着轻扬的雪花或者啁啾的鸟鸣，等待着
春天闲适地背着手，打着口哨，从我的身边
大摇大摆地走过。大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变
得暖和了，湿漉漉的水汽也开始从冻结的
泥土里缓缓地升腾起来，仿佛袅袅不绝的
炊烟，顺着少女纤细的手指悄悄地爬过来。

这时，我总是想起飘散已久的秋天，想
起那些依然在土地上布置风景的人们——

他们被自己的呼声推远，又同时被自己的
呼声美丽。而我，却只能把握今天，只能从
晨曦中伸出手去，然后体味明媚绚丽的阳
光，是怎样把漫长的岁月绽成一株嫩绿的
幼禾。

岁月恬静安然。岁月承接并延续了一
段跌宕起伏的故事，而缥缈的元旦就是这
故事的分界。有了这分界，我们便在年前
感到岁月在一天天地缩短，直至被挥霍殆
尽；过了此界，好像忽然又有了大把的日
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
了。

其实我一直无所作为。因为就年龄而
言，我时下虽不是处在临风落泪、面月伤怀
的敏感时期，但我还是比较清醒地认为，过

去的四十余年，我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骄
傲或令人断肠的往事，因此每年的年终，也
就无须把自己简单的履历都悉心地加以整
理、归类、总结。相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要能够及时把握前进的方向，调适每一阶
段的生活方式与心情，使新的每一天都过
得有意义乃至心灵充实。

追寻生命的内涵，大多数人是以自己
的行动和体验来诠释这一难题的终极意
义。应该说，这一切沧桑都归于始，都隐藏
了各自不言即喻的深浅印痕。这印痕就是
岁月用它那只无声却残酷的软蹄，践踏着
人们所创造的事物及人本身，使我们不能
一劳永逸地常住在明媚的阳光下，使每个
人与生俱来就要隐匿无可奈何的悲观天

性，我总觉得自己似乎也在为着某些虚名
或薄利惶惶地度日，就如同一个盲目的炒
股者，抛进了几千个日日夜夜，急急地想赚
回来些什么。

带着这种功利的目的，岁月自然是很
难用时光来计算的。因为时光不仅仅停留
在钟楼上、日历上，也不单单行走在窗前的
阳光里、绿荫下，它需要我们向前跨上一
步，用心血用热汗去孜孜以求，去千呼万
唤，然后再透彻地领悟：生命最大的价值，
就在于一天天地翻过去……

翻过去的不再是薄薄的白纸，也不再
是高高的门槛，而是千辛万苦，是惊涛骇
浪，是悬崖峭壁，是我们虽蹒跚却坚实的
脚印！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
新岁月，春满旧山河。”

春节作为农历新年，是中华民族古老
而隆重的传统节日。在我国民间，传统意
义上的春节贯穿了腊月初八腊八节到正
月十五元宵节一个多月的时间，尤其以大
年三十除夕团圆、正月初一出行拜年最为
重要。每到这个时刻，神州处处张灯结
彩，舞龙耍狮，家家户户贴春联祭祖先辞
旧迎新，充满了吉祥喜庆的色彩。古人过
年，从一些古诗词中可以探寻到丰富多彩
的民俗生活、辞旧迎新的喜庆画面，以及
迎春接福、人寿年丰的美好祈盼。古诗词
中闻年味，别有一番意境。

腊月的最后一天为除夕，又称除
夜。除夜常有“五更分二年”之说。即在
这一夜里，人们不仅要辞去旧岁，还要迎
接新年。在中国古代，人们把农历新年
称为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象
形字，象征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即
一日的开始。人们“元”“旦”两字结合起
来，就引申为新年开始的第一天。

历代古人的守岁诗都有描绘人们彻
夜不眠、辞旧迎新的过年景象。南北朝徐
君倩《共内人夜坐守岁》一诗中，刻画了一
家人围炉守岁迎接新年的温馨场景：“欢
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
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
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杜甫的祖父杜审
言《守岁侍宴应制》道：“季冬除夜接新年，
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
廷灯烛上熏天。”描写了皇宫守岁的盛

况。南宋范成大《卖痴呆词》：“除夕更阑
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小儿呼叫走
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除夕夜家人团团
静坐，祈求神灵除灾降福，坐得久了，竟显
出痴呆相来，只有顽皮的孩子们不肯安
分，大街小巷地奔跑呼叫。

每逢佳节倍思亲，除夕使团圆的家
庭充满了热闹欢乐的氛围。对于不能
团聚的家庭来说，则充满难耐的相思。
高适因漂泊在外，除夕不能与亲友团
聚，忍不住发出“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
明朝又一年”的感叹。于是，就有熬年
之说。唐代来鹄《除夜》：“事关休戚已
成空，万里相思一夜中。愁到晓鸡声绝
后，又将憔悴见春风。”除夕，对于一个
被贬谪在外的孤独身影竟是那么沉重，
一夜相思，一年恩怨，在心中汹涌澎湃。

除夕一过是大年初一。新年里，人
们最期盼的事就是平平安安，和谐顺
利，因此也讲究在新年期间驱除邪魔。
燃放爆竹的习俗源于唐初，本是驱除瘟
疫的仪式，到宋代愈加盛行，演变成一
种节日喜庆形式。岁末年初，家家爆
竹，户户焰火。王安石《元日》：“爆竹声
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
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城镇乡村燃
放爆竹、饮屠苏酒、更换桃符，节庆气氛
跃然纸上。诗中提及桃符，是春联的前
身。古人认为桃木有驱邪的功效，便在
桃木板上画门神或写上门神的名字挂
在大门上，后来演变成现在的春联。

“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

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
声连百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范成
大的《爆竹行》既描述了除夕夜燃放爆
竹的过程，也描绘出人们迎新春时的喧
闹景象和内心祈祷。

新年里，人们相互拜年，互祝平安，
且有写春联、贴福字、挂年画等年俗。
唐代包佶《元旦观百僚朝会》道：“万国
贺唐尧，清晨会百僚。花冠萧相府，绣
服霍嫖姚。寿色凝丹槛，欢声彻九霄。”
描写了文武百官元旦朝会的景象，也反
映了当时的盛唐气象。宋代时已用名
片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
纸袋，上写“接福”，即承放飞贴之用。
到了明、清，“飞帖拜年”非常流行。文
征明《拜年》：“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
来满敝庐。”可见古人不见面就可以达
到相互拜年的目的，这为拜年简化了程
序，与现在短信拜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元节即元宵节，热闹非凡，大街小
巷张灯结彩，火树银花。辛弃疾《清玉案·
元夕》写的是当时的元宵节景象：“东风夜
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
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
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笼，彩楼，鱼龙舞，
宝马香车，笑语盈盈，真可谓盛况空前。

古诗中的年味，经过了几千年的沉
淀与发酵，是那样绚丽多彩。这浓浓的
年味和着文化气息，流露出人们对美好
未来的期盼和向往。

阳光流泻在新年的门槛
钱续坤

YangJiaLing 邮箱：yjlwyfk@126.com

红色，如火焰，代表着吉
祥、喜庆、美好、和谐，让人心
动，让人向往。如果要用一种
色彩去界定春节的话，那就非
红色莫属。春联是红的，灯笼
是红的，福字是红的，节庆饰
品是红的，大年三十晚上一串
串惊天动地的鞭炮是红的，新
衣服大多是红的，压岁钱的封
包自然就更红了……满眼飘
逸的中国红，闪烁着耀眼的光
彩，映红了千家万户的喜悦。

一年四季，中国传统节日
很多，但不论什么节日都比不
上春节的红火。春节传承几
千年，很多古老的习俗跟随着
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沉淀至
今，留下了红色的烙印。这种
红是中国独有的，溯源于华夏
民族对太阳的虔诚膜拜，是中
国人的吉祥文化图腾。太阳
象征永恒、光明、生机、繁盛、
热烈和希望，红色也代表着一
种蓬勃向上的力量，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给人们带来
精神上的愉悦。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除旧岁，迎新
春，贴上红彤彤的春联是过年
最具有标志性的民俗文化之
一。

春联最早叫桃符。据《宋
史·蜀世家》记载，我国最早一
副春联是蜀主孟昶所撰的“新
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明
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后，下令
除夕这天家家户户都必须张
贴春联，“公卿士庶家，门上需
加春联一副”。此后，春联开
始流行开来。大年夜，在自家

门上贴上一副对联，不论是磨墨书写的还是印
制体的，字字都彰显吉利，似灿烂的春花在绽
放，把年味推向了高潮。

福，是一个美好的字。端端正正、浓笔重
墨写在大红纸上，闪烁着光彩，飘溢着芬芳。

每到新年，春联上的福字，大门上的福字，
礼品盒上的福字，灯笼上的福字总是映入眼
帘。特别是有些人还故意将福字倒着贴，取“福
到了”的谐音，以表达心中的美好期许。福字在
古书里有多种解释，《韩非子·解老》中说：“全寿
富贵之谓福。”《说文解字》云：“福，备也。备者，
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还有《尚书》
中把寿、富、康宁、贵与享受天伦作为福的特
征。由此可见，新春贴“福”字，是人们对幸福的
一种向往和追求。鲁迅在《祝福》里写道：“这
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
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里面说的“福神”是指
赐予人幸福的神灵。不过，幸福不会从天而
降，只能靠我们的双手去创造。

红灯起，年味浓。过大年，孩子们打着小
灯笼，家家户户厅堂屋舍大红灯笼高高挂，串
串红艳在朔风里飘荡，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新年
气象。

灯笼又称灯彩，起源于西汉时期。它综合
了绘画艺术、剪纸艺术，以及竹编、铁箍、纸扎
与刺缝等工艺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元素和
符号。在古代制作的灯笼中，以宫灯和纱灯最
为著名。在民间，灯笼象征着家庭圆满、添丁
发财，是过年时必不可少的装饰品。“盏盏灿
烂，撑起一片祥和，握着历史的渊源，围圆地面
的银河。”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不同地区不同民
族庆祝春节花会的盛大场面。儿时，父亲每年
春节都要做两个大灯笼挂在大门屋檐下，以期
盼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吉祥如意。寒夜里，
点亮灯笼，薄薄的红纸透放灿烂的光亮，将节
日的夜晚装点得红红火火。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午夜时
分，是放鞭炮的时刻。中国自古便有“开门炮”
的说法。即在除夕夜点燃爆竹，以噼里啪啦的
爆竹声除旧迎新。元代诗人赵孟頫在《岁月》
中写出了家家爆竹、户户焰火的景象：“柳絮飞
残铺地白，桃花落地落阶红。纷纷灿烂如星
陨，霍霍喧逐似火攻。”

记得小时候，我就盼着过年。除了可以吃
好的、穿新衣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
放鞭炮。放鞭炮时，拿出一串一串挂在自家大
门口点燃，让红红的鞭炮在空中炸开，响个不
停。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每条街巷每个村落
响起来，一朵朵璀璨的礼花喷发出红艳艳的光
彩照亮夜幕，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馨香，整
个大地便成了欢乐、沸腾的海洋。鞭炮燃放后
纸花满地，灿若云锦，形成了满堂火红，喜气洋
洋。近年来，为保护环境，城市里已经不提倡放
鞭炮了。有的地方尝试推广电子鞭炮，在延续
春节放鞭炮习俗的同时兼顾低碳环保，也为红
火的春节增添了一抹清新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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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大舞台，飘扬的雪花翩翩起舞，
舞姿轻盈美妙。盛开的红梅暗香浮动，美
丽的笑容一片火热。这些春天的使者，总
是借新年的一缕春风，把春的消息传递。

春风从新年来，头戴新帽子，身穿新
衣裳，脚着新鞋子，从头到脚一身新，带来
全新的气息、全新的面貌、全新的希望。

每一个新年都是从春天开始，每一
个春天都是由春风唤醒，春风从新年第
一天就开始吹。吹来新年温暖潮润的
气息，吹走整个冬天的寒气，任小鸟驮
着满天明媚的春光快乐歌唱。新年一
个个灿烂的日子，也就是从这一刻起，
开始盛开，开始飘香。

春风从新年来，左手一盏红灯笼，照
亮我们新年的梦想；右手一盏红灯笼，点

燃我们新年的期望。一副大红的春联，
红红火火贴在胸膛上，上联送祝福，风调
雨顺；下联送吉祥，国泰民安。还有春满
人间的横批，落在其亮晶晶的脑门上。

每一个新年都是紧握旧岁的接力
棒，继续奔跑；每一个新年都是披着旧
月的荣光，续写辉煌；每一个新年都是
崛起的机会，把往日的失意踩在脚下，
重整河山。春风从新年第一天就开始
吹，作为春天的使者，它要为每一个踏
上新征途的人们，带去美好的祝愿。

迎着广阔的天空，放飞迎春的礼
花。春风从新年来，我们喜悦的心情五
彩缤纷，过去所有的烦恼事、忧伤事、琐
碎事，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春风吹
过，冬天的乌云散了，露出春阳那一盏

温暖明亮的灯。
站在东方之巅，敲响奋进的鼓点。

春风从新年来，冰河消融，大船小舟扬
帆起航；大地苏醒，花草树木呼啦啦拥
抱春天。春风吹过，东方神州翩翩起
舞。有巨龙腾飞有雄狮咆哮，有出征的
铿锵誓言有爱情的缠绵情歌，有欢歌有
笑语，处处欢天喜地，生机无限。

是谁唤醒一片沉睡的田野，等待雪亮
的犁铧，抒写春耕的诗行。春风从新年来，
春雨落下，千万粒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
是谁吹开冬天的乌云，露出蓝天的笑脸，等
待梦想的翅膀飞翔。春风从新年来，阳光
洒下，千万朵希望的花儿笑容绽放。

春风从新年来，我们的故事，从此
春潮涌动。

朋友在微信上发了这样一段文字：“年味
越发淡了，你不用猜也是这样的，小的时候，腊
月十七估计都考完试了，兜里揣着三五块零花
钱买的‘啄木鸟’鞭炮，房前屋后跑，故意把点
着的炮仗扔到窨井盖里，听着闷声的炸响，内
心无比高兴……”我数了数，足有400字。

毫无疑问，对于国人而言，春节是一年之
中最重要的节日。通常离过年还有十来天的
时候，“过年”二字已被人反复提及，甚至连每
一日的日程都被固定了下来：“二十三，糖瓜
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到
除夕夜，这种氛围达到极致。

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关于过年，南北各
地皆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由于悬殊的文
化差异，有时一个名字相同的特定日子时间
却并不相同。以小年为例，北方的小年多为
腊月二十三，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则约定俗成
地将腊月二十四称之为小年。小年是大年的
前奏。之前，到了小年这一日，家家户户都要
进行扫尘或祭灶。如今或许是因为信科学的
多了，或许是因为平时房间清扫得勤，或许是
因为生活条件改善了，小年的习俗也不似从
前那么有“仪式感”了。其余的年俗也是一
般。以至于很多人纷纷发出“年俗没了，年味
淡了”的感慨。

其实，年俗何曾真正消失，年味又何曾真
正淡过？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呈现罢了。

年俗是一个地方、一种文化的印记，从某
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变化。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过年的习俗当然也不会一成不
变——旧俗的式微通常都伴随着新俗的流
行。或许也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做到老少皆
宜，让年和年的味道走入更多人心里。换言
之，当你发现大家过年的方式与过去有所不
同时，不必讶异，不必恐慌，更不必难受，因为
一切的改变自有其道理。

要知道，过去有些过年的习俗虽然好看，
也热闹，但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却未必是“良
俗”，比如燃放烟花爆竹就是如此。它虽能带
来视觉上的美感，增加节日的喜庆，却会对环
境造成污染，影响当代人及后代人。如果说
以前不清楚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率性而为，
那么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个中利害，当然
要趋利避害，不能再贪图一时狂欢，而置将来
于不顾。更何况，烟花爆竹的禁燃虽然冲淡
了些许的节日气氛，却也并非不可替代。到
网上搜索一段烟花燃放的视频，看看画面，听
听声音，忆一忆往昔，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年俗的变化也与新事物的产生和流行有
关，比如互联网。互联网在改变人们日常生
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过年的方式。枚举两
例：早些年因为物资匮乏，市场也不多，大家
都会利用过年放假的时间去采办年货。现如
今，有了众多的网络购物平台，我们足不出
户，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货到上门。又譬
如，以前每到过年时节，长辈发红包，通常都
是将钱塞进红色的纸包里，交到晚辈手中，如
今只需要手机在手，哪怕见不到面，也能将红
包和心意送抵对方手中……所以说，年俗的
内容没变，变的只是形式。

有道是，形式走不走样不要紧，关键要走
心。春节真正的意义在于对家庭亲情的珍惜
维护和对将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年俗不过是
表达这一主题的形式。这就好像过年回家的
车票再难买，依然难以阻挡国人举家团圆的
期盼一样。斯心若在，过年的意义就在，至于
团聚的形式是儿女奔走千里赶回老家，还是
父母逆流而上到城里与子女团圆，又或是一
家人相携外出旅游，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反之，若是没有这份心思，纵然把旧有的年俗
原样复制一遍，人们多半也感受不到年的氛
围和味道。

一言以蔽之，团圆是最浓的年味。相较
于从前，现如今，过年的形式已然有了许多不
同，但从新老年俗的交替变化中，我们依然可
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消逝与坚守。事实上，年
俗在改变的同时，也在回归。借助非遗传承
等时下热点，许多消失的习俗、技艺再度进入
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得以重拾往昔热闹的过
年气氛。而这，恰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包容
性。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进步。

春风从新年来
张承新

年俗流变折射时代变迁
潘玉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