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味，年味
记者 延媛 白雪 通讯员 张志林 王文斌 田伟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
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岁末年终，春节将至，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处处都洋溢着浓
浓的年味。

之于延安人而言，“年味”是什么？是乡愁，是回忆，更是团圆。是人头攒动的年货市场，是一个个火红的灯笼和一
幅幅秀美的窗花，是热闹的陕北大秧歌，也是热气腾腾的油糕和米酒，更是老妈妈在村口的翘首企盼……

近日，本报记者用笔头、镜头带您逛遍延安，与您一起去感受延安那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大年，去感受延安
那特有的年味。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每逢春节期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
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对联贴于门上，辞旧迎新，以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

2月1日下午，走进市民白女士的家，就看见客厅墙上还挂着去年写的福牌。
“三四年前，我们家过年贴的对联就已经交给小朋友负责了。她今天刚上完书法

课，就准备写今年的新对联了。”
走进卧室，有一方属于女儿张书语练字的小天地，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字都出自

张书语之手。白女士是一名小学老师，平时也比较喜欢书法。女儿张书语从小在身边
看着，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下，她小小年纪就拿起了毛笔。

“我从三年级开始比较正式地学写毛笔字，参加过学校和市里的不少比赛，都取得了名
次。去年，还在首届陕西省少年儿童书法大赛中拿了佳作奖。”小姑娘笑着对记者说。问及去
年写福牌的事情，小姑娘说自己在写之前打了不少草稿，而且相信自己今年一定会写得比去
年好。

说话间，小姑娘就用毛笔在红纸上写出一个个饱满、圆润的福字，以祈求新的一年幸福安
康。

在物质丰盈的现代社会，过年的氛围逐渐被淡化，但是文化却总能让人感受到不
一样的年味。“现在市面上卖的对联非常精致，但我觉得还是无法和传统手写的对联相
比较。”白女士说，最近有不少亲戚朋友来要孩子写的对联，虽然孩子书法稍显稚嫩，可
这是正宗的自家手写对联，贴在门上，既有墨香，更有年味。

一片火红中，活灵活现、饱含吉祥寓意的窗花，同样凸显着浓浓的年味。
走进安塞民间剪纸艺人韩树爱的家里，韩树爱正和她的女儿以及自己的亲家母坐在炕

头上，边唱陕北民歌边铰剪纸，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今年是龙年，我创作了一幅《九龙图》。你看，这九条龙形态各异，它们‘遨游’在

同一幅剪纸中，栩栩如生。”韩树爱说，龙生九子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故事，龙生有
九子，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所以这九条飞龙的造型、神态都不一样，而且她还使用
了桃子、葫芦、铜钱等不同的吉祥符号装饰龙身，使得民俗特色更加鲜明。

这幅剪纸长2.5米、宽1米。凝神细看，九条飞龙腾云驾雾，围着火焰、宝珠盘旋缠
绕，立体感十足。中间一条飞龙的龙头灵动威武，其余八条飞龙盘旋两侧，气势凛然，
风姿雄健。每一条飞龙身上的纹路不一，用莲花花瓣、锯齿纹、牡丹花瓣等装点而成，
精美而神秘。

韩树爱的亲家母李红丽也一心沉浸在剪纸世界中。只见她手握一把剪刀，将一张
纸先折叠，手指翻飞间，一番裁剪，说话的工夫，一条栩栩如生的龙便有模有样。

“我剪的这条龙叫‘福龙’。你看我用桃子、葫芦等元素装饰，桃子代表长寿，葫芦则
代表福禄双全，祝福大家龙年能福禄双全。”李红丽说。

韩树爱的女儿余恬在母亲的影响下爱上了剪纸。她说，龙是中国人最钟爱的生
肖，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瑞兽，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内涵丰富。她剪了一幅“腾龙”，希
望来年能够万事顺遂，像飞龙一样能够腾空起舞。

从转九曲、扭秧歌、逛庙会到标配的贴对联、贴窗花……这些说不完的年俗活动，承载着延
安人的年味，也蕴含着一代代延安人对春节文化的传承。

“一到过年，洛川家家户户都蒸这开心馍，吃了这开心
馍就有年味了……”1月 27日，在洛川县凤栖街道作善村，
村民孙金红一家人正围在案头，制作着洛川新年的传统面
点——开心馍。

每年一到腊月中下旬，孙金红和婆婆都要叫上周围的
姐妹一块儿做开心馍。大家在聊着一年的开心事儿的同
时，手下的活计是一点儿也不耽搁，一个个开心馍通过一双
双巧手脱颖而出，等待上锅蒸制。

“开心馍都是用发酵好的面，面要揉到，揉得像绸子一
样，摸起来是绵软的，蒸出来后就好吃，有嚼头、很劲道。”孙
金红已经总结出了蒸好开心馍的经验和技巧。

过年前夕，洛川每家每户都要蒸上几大锅馍，一方面，
寓意来年的日子会蒸蒸日上；另一方面，馒头在蒸的时候会
发起来，也象征会发财发家。大家会蒸出多种花样的馒头
和新年吉祥物等，而每一种馒头的造型所表达的寓意又都
各不相同。孙金红的婆婆张俊英就专门给孙子蒸了“兔子”
和“老虎”馍。

“让娃吃了就像老虎一样强壮，像兔子一样欢快活泼。”
张俊英的眼神中充满慈爱。

开心馍出锅后，心灵手巧的洛川人总会在馒头上点红，
寓意来年鸿运当头，一年喜庆。也会端东家、送李家，互相
赠送品尝，这种充满乡情的举动，滋养着一个个平淡淳朴的
乡村日子，延续着一缕缕割舍不断的人间烟火。

在子长市杨家园则镇丹头村，同样飘散着一股浓浓的
年味，悠悠的乡情。

一进腊月，丹头村村民杨红兵一家就开始忙着为过年
做起了准备。

腊月初七一大早，杨红兵家厨房里的大铁锅上便冒着
浓浓的热气，炊烟在乡村的上空飘荡。年关将近的乡村里，
亲朋好友们早早地来到杨红兵家，为杀年猪做着各项准备。

起锅烧水、放好刀具、摆好杀猪架……准备工作完成
后，众人齐心协力将年猪抬上了杀猪架，放猪血、烫猪毛、刮
猪毛，不一会儿，便将猪身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紧接着，大
伙儿开始切割猪肉。手起刀落，咚咚锵锵，不一会儿，两头
100多公斤重的年猪便被分割成了大肉块。

“这两头猪基本都是给朋友们准备的。土猪肉的味道
好，肉比较结实，马上也就过年了，每家分送一些，都让尝
尝。”杨红兵说。

屋外杀猪割肉忙，屋内准备家宴欢。在巧妇的手中，金
黄的酸菜、晒好的干豆角和新杀的年猪肉完美相逢，没多
久，一道猪肉烩菜就端上了餐桌。桌上摆放着热气腾腾的
饭菜，桌边围坐着亲朋邻里，谈笑间尽是旧时回忆或邻家趣
闻。杀年猪在此刻，是年味，更是乡情。

“我们农村过年杀猪时，人多热闹，饭也香，真是太高兴
了！每年就爱吃这顿杀猪饭，感觉特别温暖，特别红火。咱
们吃杀猪饭，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吃的就是乡里乡情。”杨红
兵高兴地说。

是啊，延安年味掺着乡情、绞合着时光混合成一种或滋
味或情怀的味道，从不会随时间日益消淡。相反，会在寒冷
的冬日里愈加浓重，在我们心底深深扎根。

“哪天能回家啊？”“今天能回来了么？”春节的
仪式感，从妈妈的电话由往日的家长里短、絮絮叨
叨变成每日一问何时回家开始。因为喜气洋洋的
亲情期盼，“回家过年”总是牵动着最温馨的情愫。

早早收拾好行李，待手里的工作一交差，小白
麻溜地踏上了回延安的路。

“一年没有回家，特别想念父母。”今年32岁的
小白原本一直在延安工作，去年由于工作调动，来
到了山西。尽管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但小白早
已按捺不住回家的激动，就想着早回来几天，帮着
长辈收拾家里，陪家人置办年货。

腊月二十二，一出火车站，小白便看到了等候
多时的父母。“人齐了，过年才算开始了。”看到孩
子回来，小白父母的脸上满是笑意。

回家路上，小白和父母去了趟菜市场。挤进
摩肩接踵的人群，他们同大家一道精心挑选着所
需的食材，莲藕、青菜、黄瓜、虾、鱼……不一会儿，
双手已经满满当当了。采购完毕，开着车往家里
赶。回到家，一家人聚在厨房里各显神通，叮叮当
当、欢声笑语，都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负责的菜
做得色香味俱全。烟火掩映厨房香，是人间烟火
气里的幸福。

吃完饭，天色也暗了下来。与家人聊起春节
计划时，小白坦言，她还打算去看望许久未曾见面
的亲戚、同学和朋友，让自己过得充实且快乐。“或
许这就是春节的意义，不在乎漫长的回家之路，不
在乎短暂的停留，不在乎返程上班的辛苦，只要亲
人、朋友们能团聚，哪怕只是一天半天，心中也倍
感温暖和幸福。”小白说。

回家过年，是每个人共同的期盼。人们跨越
山川，朝着家的方向奔赴，只为见到那些朝思暮想
的容颜，感受阔别已久的温存，为幸福写下最美的
注脚。

延安到榆林市绥德县中角镇，直线距离200多
公里，说近不近，说远不远。

早些年，只要有条件，50多岁的延先生都会赶
回老家过年。“通常是过年前几天回去，忙了就是
过年前一天回去。”延先生家中有兄弟三人，均在
延安落户生活。每年陪父母过年是他们兄弟几人
的习惯。

无论离除夕多么近，只要儿子们的身影出现
在村头，二老的眼睛里，就带着光。

延先生说，每次过年回到家，勤劳的父母早已
把每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将被褥铺得整整齐
齐，迎接他们归来。那几天是父母最快乐的日子，
他们拉着父母布满皱纹的手，有着说不完的话。
父母也仔细打量着他们，关切地问这问那。过年
在家，父母每天将饭桌摆得满满的，全家人围坐在
一起，边吃边谈，温馨快乐。每次他们要帮忙时，
父母总是以“你们不熟悉”为借口，独揽了家务。

随着前些年母亲的去世，过年由延先生回老
家，变成了父亲来延安。

“一方面，因为工作原因，有时候确实需要有
人坚守岗位；另一方面，老人为儿女忙碌了一辈子
了，也该享享福了。”延先生说。

这几年，延先生都会早一点把父亲接到延安，
陪陪孙子或重孙子。如果自己有空，也陪他出去
走走。在延先生看来，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幸福就在哪儿。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春节年年如期而至。所
谓年味，大概就是热热闹闹、团团圆圆、平平安
安。而如今，所有的年味都将化成与父母亲人相
聚的美好。

年味，在传承和坚守的年俗里 年味，在淳朴和温暖的乡情里 年味，在回家和团圆的期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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