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仪眼中的陕北

走过青春

● 敲锣打鼓吹唢呐

● 延川县永坪镇

● 赶集归来，路边歇脚

春节蒸花馍
郝承芳

陕北延安地区的农民喜欢蒸花馍，走亲戚、
过事情都会蒸花馍。即使比较贫困的地方麦子
少，但一年里最少也要蒸两次花馍，一次是春
节，一次是清明节。春节蒸花馍是喜庆，清明蒸
花馍是为了祭奠祖先。

我插队的延安下坪公社，是比较贫困的地
方，一个挣十工分的整劳力，年底结算一个工也
就三分钱。一年下来每人能分三百多斤毛粮，
大部分是玉米、谷子和各种杂粮，麦子少得可
怜，人均也就几十斤。那时候我们调侃说，累死
累活干一天，不够北京买根小豆冰棍钱。

因为麦子分得少，也就显得更加珍贵。临
近春节的时候，婆姨女子们喜欢几人凑一块，大
家一起蒸花馍。记得1969年2月，临近春节了，
听说团支部书记李桂兰和几个婆姨要蒸花馍，
我们兴冲冲赶去看热闹。

兰姐家住的窑洞在村子的中间，离我们住的
窑洞要下一个坡再上一个坡。到了她家坡底下，
同学雅玲高声喊着：“兰姐，把你家狗的眼睛捂住，
我们来串门啦！”兰姐家的狗是一只黑色的花狗，
不怎么叫但是会偷着咬人。我们都吃过亏，因此
后来格外小心。

进到兰姐家窑里，炕上、地下、灶台前都有不少
人，炕上坐着的是几个后生还有娃娃，拉着话。兰姐
和高崇生家婆姨还有几个女子在灶台前忙着做花
馍，兰姐一边手脚不停地忙着一边告诉我们：“蒸花
馍的时候发好的白面里要揉进去很多干面粉，面
硬一些蒸好的花馍才不会变形。”高崇生家婆姨手
里拿着一块面团揉捏着，又拿起一把剪刀咔咔剪
了两下，一只兔子造型的花馍就初具雏形。接着
她整理了一下兔子的长耳朵，又捏出了兔子的小
尾巴和腿。用刀子划出兔子的三瓣嘴，用两颗红

芸豆给兔子安上眼睛。一只活泼可爱的小兔子就
做好了。在几个婆姨女子们的忙碌下，不一会儿，
兰姐家的盖帘上就摆好了各式各样的花馍，兔子、
刺猬、金鱼和寿桃。

最繁琐的是一个龙形的大花馍，那条盘着的
龙，身上片片龙鳞清楚可见，高昂着的头、威武的犄
角、长长的龙须、舞动着龙爪仿佛就要一飞冲天，活
灵活现栩栩如生。做这个花馍不光用到刀子，还有
剪子和梳子，婆姨们用调好的红、绿颜色给花馍涂上
了色彩。我们不禁惊叹好漂亮的大花馍啊！

年的味道从蒸花馍那刻开始，一点点地晕染
开来，做稠酒、磨豆腐、炸油馍。乡亲们的脸上洋
溢着开心的笑容，一年一度的春节就要到了。

每当回想起当年在陕北过年的场景，那温馨
如春天般的“延安情结”“插队情结”便油然而生！
让我铭记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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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东峰

心中的陕北
张德春

安塞剪纸
鲁米嘉

过了腊月就是年，四季轮回启新元。京城
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大红灯笼高高挂，
彩灯闪烁，映照出人们脸上的喜悦笑容。商场
里熙熙攘攘，孩子们欢声笑语，家家户户更是忙
得不亦乐乎，挑选春联、福字，备置年夜饭的食
材，一派热闹非凡的节日景象。然而，我的思绪
总会飘向远方，飞回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第二
故乡——延安安塞，那里有我人生中第一个意
义非凡的春节。

那独特的陕北高原风光，那浓郁的年味，尤
其是那安塞剪纸所构成的中国红，如同一幅幅
绚丽的画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1969年1月13日，我们风尘仆仆地抵达了
王窑公社的道地湾大队，正赶上大西北寒冷的
冬季，也是陕北农民农闲的季节。岁月交替，我
们恰好赶上了过春节。陕北黄土地的父老乡亲
们，无论收成如何，都非常重视这个与天地融
合、举国同庆的喜庆团圆的中国年。

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大队的书记和
队长为了让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知青过好第一
个春节，特意安排了吃派饭。我们服从安排，借
此机会学习做饭、担水、烧柴火等农家活，同时
也体验了滚碾子、推磨、磨豆腐、蒸馒头、漏粉
条，杀鸡宰羊等过年习俗。

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我们跟村民们一起体
验了陕西过年习俗。我们学会了顺口溜：“小孩
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我们知道了

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和讲究。

在当时的特贫县、队里，村民们尽管家境贫
寒，但在欢欢喜喜过大年的传统节日里，仍然竭尽
全力按照当地年味美食年饭习俗准备。粗粮细
做，如用白玉米和少量的白面粉蒸出两面馍，点上
红点图个年气；擀五种豆子食材磨出的粉，擀出薄
薄的杂面；实在买不起肉的，就把自家做的豆腐油
炸一下当点缀。每到一户老乡家，他们都像自家
亲人一样淳朴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些北京娃。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家家户户的土窑洞新糊
的窗子窗户纸上都焕然一新了，各种创意的剪纸
作品点缀其间，形态各异、乡土气息浓厚。这些红
色剪纸给土窑洞增添了不少年味，也让我们这些
插队知青大开眼界。

吉大姐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户热心人家的女主
人。她豪爽地告诉我们，这些剪纸都是她自己剪
的，红纸是买的，根据窗子的大小和自己的需求选
择大小……她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剪的和我们眼
前从未见过的绚丽多彩的窑洞剪纸。

在吃派饭时，我们夸赞这些剪纸真精美，好奇
地追问吉大姐剪纸的来历。吉大姐说，村里大一
点的闺女（女孩子）和婆姨（老婆统称）都会剪剪
纸、绣枕花、绣鞋垫。当地男人娶媳妇时，这手艺
是衡量巧媳妇的一个条件。

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和村里的知青们一起品
尝了老乡们辛苦一年才能享受的年夜饭，享用美

味大餐的同时，还心情愉悦地欣赏了陕北土窑里
剪纸文化的艺术魅力。这是我们在大城市过年过
节永远体验不到的窑洞剪纸文化。

回到我们自己住的窑洞，我和女知青们仍沉
迷在这小山沟中的窑洞里看到的精彩各异、具有
民俗风味的剪纸。我们心生佩服，联想到这些祖
辈长年累月生活在陕北的窑洞里，土生土长、世代
辛勤耕耘的黄土高原的男女老少，尤其是窑洞里
老中青妇女（闺女、婆姨、老奶奶们），年复一年地
经历着不变的大西北刚劲的西北风，守着自己这
片家乡的故土，喝着延河水，唱着祖辈自编的民
歌，自强不息、不畏艰险和困难、翻山越岭的奋斗
脚步。

他们吃着艰苦奋斗劳动自产的粮食小米、黄
米和高粱，在艰苦岁月的陶治下，仍坚守着中国五
千年生生不息传统文化的沉淀。这也是一种代代
传承的延安文化传承精神。

五十六年了！匆匆岁月，没想到在陕西插队
时度过的第一个春节，不仅品尝了特色年味美食，
还第一次目睹了故乡土窑洞里的剪纸文化。这也
是我插队岁月中永远铭记的安塞剪纸，也是我感
受民族文化传承的第一印象。

如今，安塞剪纸这道鲜红的中国红，随着中国
春节申遗成功，已经走向世界舞台，让世界领略到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安塞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也让我更加怀念那片曾经挥洒
青春汗水的黄土地。

初抵陕北。恰逢大雪纷飞，我伫立于广袤
无垠的原野上，目睹西边交口河方向驶来的汽
车，嗡嗡作响，穿越银装素裹的远方原野。那无
垠的视野，直至天边，让人的心胸豁然开朗。

十几年来，我喝着陕北的水，守望在这片沟
壑纵横、山梁起伏的土地。尽管那时的陕北还
在贫穷中，但黄土高原的壮丽景色却令人心醉
神迷。

傍晚时分，天色尚未完全暗淡，我漫步在新
绿的麦田之中，地面升起一层薄雾，远处的村落
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升起，夹杂着烧柴草的独
特气息，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

富县周边，林场密布，过往车辆需经过检查
站，有人值守，严防偷伐树木的行为。不论是北

道德还是柳稍弯，林区的农户都在院外整齐地码
放着木柴，那是他们生活的依靠，与我们不同，他
们从不为做饭的柴火发愁。

林区之美，不仅在于那些高大的树木，更在于
那一片片一房多高的沙棘林。沙棘树上长满了尖
刺，成了野猪、狍子、野鸡等野生动物的避难所。
那时的人们，尚未意识到沙棘的珍贵。

步入深秋，山林间落叶铺满了地面，走在上面
发出清脆的声响，回荡在寂静的林间。密林深处，
人迹罕至，只有狍子嗷嗷嗷的叫声和野猪拱出的
大坑，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生机与野趣。密林成
为了野生动物的天堂，它们在这里自己栖息，不受
人类干扰。

富县，这个地域广阔的地方，蕴藏着丰富的自

然资源。每到寒冬腊月，县里的物资局都会大量
收购野生动物，农户们捕捉野生动物的方式多为
套子。他们在低矮的小路上布下陷阱，期待着清
晨的收获。

夏日里，山上的山丹丹花娇艳欲滴，让人不忍
采摘。在雨后的林子里，总能捡到不少木耳。熟
透的杏子落满一地，林区的孩子们会用架子车拉
回一袋袋的杏子，砸了杏核换点钱。小狍子在林
间嬉戏，大狍子则躲避人类的侵扰。

秋天，金黄的谷穗让人心生欢喜。春天，满山
的山花让大塬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四季更迭，大塬
的美景如诗如画，留在了我心中。

回首往昔，留在我心中的不仅有那段岁月的
艰辛与苦涩，更有那四季变换中不尽的大塬之美。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春节的脚步
越来越近了。

我与妻子沉浸于筹备佳节的喜悦
中，频繁穿梭于市场，满载而归，手提蔬
果、坚果与甜蜜的牛轧糖，归途中，小李花
店的热闹景象吸引我们的目光，店内顾客
络绎不绝，每人离开时都怀抱着一盆精心
包裹的年宵花，预示着新春的临近。

离家还有一段路程，我们决定小憩
片刻，将沉甸甸的年货暂置花店外的台
阶上。从店内走出的青年男子口中得
知，新到的蝴蝶兰以其绚烂之姿成为了
众人瞩目的焦点。恰如我们夫妇前几日
在电视中所见，蝴蝶兰年宵花走俏市场，
那满棚盛开的景象让我们心生向往，一
致决定为家中添上一抹春色。

步入花店，眼前果然是一片蝴蝶兰
的海洋，色彩斑斓，争奇斗艳。相较于其
他同样绽放的灿烂的花卉，蝴蝶兰以其
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更多目光。

花店内，蝴蝶兰红如烈焰，黄似流金，
粉若朝霞，白比冬雪，美不胜收。尤其是

那盆长达一米的花梗上，繁花似锦，标价
888元的龙兰，更是成为了全场焦点。

我们精心挑选了一盆九枝花梗、形态
优雅的蝴蝶兰，毫不犹豫地付款，收获了
服务生的赞誉与福字、春联赠礼。回到家
中，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刚刚安置于阳台
茶桌上的蝴蝶兰上，使其更加光彩夺目。
花朵宛如翩翩起舞的蝴蝶，灵动而迷人，
为家中平添了几分春意与生机。

蝴蝶兰，虽属兰科，却以其热闹喜庆
的气质脱颖而出，成为富贵吉祥的象
征。我细细观赏，记录下这份美好，将照
片分享至朋友圈，收获了满满的点赞与
赞美。

近年来，春节的消费习惯悄然变化，
从网购年货到蝴蝶兰的热销，背后不变
的是人们对红火热闹、祥和幸福的追
求。蝴蝶兰，寓意“幸福向你飞来”，不仅
因其形似蝴蝶的美丽，更因它承载了人
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这美丽的蝴蝶
兰，正悄然装点着一个又一个家庭，传递
着幸福与希望。

哦，又近年了？
在不经意间，那浓郁的神仙也挡不住

的年味儿，悄然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弥漫开
来，它顺着塬畔、川道、梁峁、沟岔，无处不
在，不可阻挡。

中国人习惯将欢度春节称为过年。这
个历史悠久的节日，已经陪伴中国人度过
了几千个农历新年。而今，当新年的门槛
再次临近，联合国传来了喜讯：我国内涵深
厚、内容丰富的传统节日——春节，终于在
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接纳。2024
年12月4日晚，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
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荣耀。

春节，这个寄托着中国人伦情感、家国
情怀的节日，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
与人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它不仅是家庭
和睦、社会和谐的象征，也是经济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如今，随着春节文化在海外传
播范围的扩大，它已成为世界普遍接受、认

同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号。
陕北黄土高原，这片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与中原农耕文明交融的过渡地带，孕育了春
节的众多非遗文化元素。黄帝文化、黄河文
化、黄土文化、红色文化为春节非遗元素的诞
生、繁衍、传播、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
壤和独特的展示载体。在这里，浓浓的年味
儿散布在每一个角落、每一寸黄土地上。

腊八过后，春节的气息便愈发浓烈。工
人们已忙碌地装饰着街道和建筑物，大灯笼、
中国结和彩带挂满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年
货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熙熙攘攘地采买着各
式年货。书法家们走上街头，为市民义写春
联，传递着温暖与祝福。乡村里，人们宰杀肥
猪，准备年茶饭，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喜庆的气
氛。

除夕之夜，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外
的偏僻山村，璀璨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给这
个特别的夜晚增添了无尽的欢乐。正月初
一，人们穿着新衣，提着礼物走亲访友，彼此
间诉说着知心话。而初三或初四，一阵阵锣

鼓唢呐声便响彻云霄，各种传统民俗文化表
演纷纷上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与听
觉的盛宴。

正月十五元宵节，则是陕北过大年的高
潮。这一天，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早早
地来到秧歌汇演的集中区域，等待着表演的
开始。警察恪尽职守地维护着现场秩序，救
护车、消防车严阵以待，确保活动的安全进
行。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
快，春节的气氛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年味
儿似乎没有儿时那么浓厚了，人们普遍感觉
到年味变得淡了一些。但即便如此，那份对
家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对传统文化的坚
守，仍然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
中。

年味儿，聚了又散了，散了又聚。它永
远挥散不去，永远存留在温暖厚重踏实的黄
土地上，永远渗透流淌在每个炎黄子孙的血
液里。这份独特的魅力，将伴随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与世长存。

兰花俏 迎春到
王福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