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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门 迎 春开 门 迎 春

时光不停地飞逝，年一轮又一轮的来

去循环。刚入腊月不久，就有买卖年货的

了。超市里、集市上越来越热闹。年味美

美地歇息了一年，梳洗打扮妥当，袅袅婷

婷、婀娜依依地飘向人们的生活。

一年又一年的反复品尝年味，像陈酒，

像腌肉，越回味越咀嚼越有味。我有时思

考，年味到底是什么味？

年味是港湾味家园味。身处异国，遇

到灾难，迫切地渴望回归祖国。航船发生

故障，迫切地盼望到达港湾。为生活打拼

的人们，远离家乡，一到年关，就想念家人，

盼望团圆。正是年味，将远方的亲人，一个

个吸回家乡、牵回家门、拉回家园。

年味是团聚味、团圆味。最有象征意

义的是小年晚上，全家人围一个桌子坐一

个圆圈，一起吃团圆饭。团圆饭当然是精

心准备的，有象征团圆意义的，首选饺子或

汤圆。全家人一齐动手，把饺子、汤圆包圆

满了，然后下锅。“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打一千，骂一万，三十晚上吃顿饭。”任天

南海北，千山万水，千里万里，人们想尽一

切办法，回家团圆。为了团圆，春运期间，

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人头攒动、人流不

息，公路上车水马龙、车轮滚滚，只有一个

目标——回家，一个念头——团圆。父母

盼儿女，儿女想父母，丈夫盼妻子，妻子想

丈夫。中国人在年关，将爱心表现地感天

动地，将亲情体现地淋漓尽致。

年是欢乐味开心味。“姑娘要花，小子

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太太要件新

棉袄。”穿新衣，买年货，贴春联，贴年画，挂

灯笼，作美食，赶庙会，走亲戚，大人孩子全

参加，快乐充满内心，内心绽放笑声。晚辈

来拜年，老人拿出年前精心准备好的崭新

崭新的压岁钱，皱纹乐开了花，胡子也止不

住抖动着幸福。孩子穿了新衣，吃了美食，

得了压岁钱，高兴得一蹦一跳。

文人雅士眼里的年味，别具一格。他

（她）们踏雪赏梅，绘画书文，写诗填词，别

有其乐，留下了无数的璀璨名篇。北宋王

安石的“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把辞旧迎新的新气象，写得脍炙人

口。清代孔尚任的“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

桃符老兴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

拜新年”，有声有色有画面，堪称佳作。

年是祝贺味祝福味。祝贺祝贺，祝与

贺不同，贺是庆祝去年不错。祝是祝福新

年更好，祝愿新的一年和和美美、阖家幸

福、吉祥安康。正如宋代赵长卿写的那样：

“愿新春已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祝

贺方式是拜年。古代晚辈给长磕头拜年，

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新社会送来了新

内容，新时代带来了新形式。下级给上级

拜年，上级给下级拜年。同学们，战友们，

同事们，朋友们，生意客户，街坊邻居，都互

相拜年。电报拜年、电话拜年、短信拜年、

微信拜年、邮件拜年、网络拜年，各尽所能，

多种多样。心愿只有一个，今年更比去年

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光景越来越好！

年的港湾家园味、团聚团圆味、欢乐开

心味和祝贺祝福味，重叠又渗透，交融至融

和。回家就是为了团圆，团圆本身就是快

乐，团圆了当然就快乐；团圆了快乐了，就

要通过祝贺分享，通过庆祝宣泄。

年味有五谷的淡香，有水果的酸甜，美

酒的醇香，是香中带甜、甜中带香，甜中带

酸，酸中带甜，渗着微辣，醇厚，浓郁，绵长，

淡雅，各种味道，妙手天成地调融到一起，

令人流连陶醉，回味不已。

少年人的年味，主要是开心和成长；青

年人的年味，主要是奋斗和进取；老年人的

年味，更多的是豁达和收获。年味最重要

的，还是奋斗味进取味。去年奋斗和进取，

赢得了今年的欢乐。明年的欢乐，需要今

年的奋斗。过年期间人们的平安祥和，也

正是很多人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换来的。

天上不会掉馅饼，空谈误国，实干兴家。高

高兴兴过了年，甩开膀子踏实干，拜年词所

祝愿的一年更比一年好，才能心想实现。

烟 火 气 中 寻 年 味
□封文保

信手拈来信手拈来

从我的工作室望出去，就会看见极远

极远的地方有一座蓝汪汪的大山，那山当

地人叫它龙山，说是因形得名。天天都能

不经意地看上它几眼，却怎么也看不出来

像条龙。有一天，我闲着没事干，站在窗

口认认真真地反复端详，奇怪，哪里像条

龙？

中国人爱龙，常把什么河，什么路，什

么山叫做长龙。也爱把自己称为一条龙。

我的目光慢慢地从远处拉回来，忽然

发现，从窗口望出去的那条路，曲曲弯弯的

倒是很像一条龙。而那山，正是龙头。或

说我的房子是龙头，山是摆开的龙尾。我

被那天的发现惊出了一身汗，也惊出了一

声喜，很想把这个事情告诉来我工作室做

客的朋友们。想想，还是算了。怕他们说

我是自不量力。我好像也掉进了有关龙的

传说。

窗外，路上总有那么一些形形色色的

男人女人，他们走过来，走过去的，无非就

是逛逛商店，买点水果，蔬菜什么的，路的

两旁都是一些临街的小商品房。

八十年代，还没有改革开放，路的两旁

只是一些临街的房子。为了出行方便，门

几乎都朝街打开了。市场一开放，有些人

家修建了临街的房子，成了大大小小的门

市房，开着各种各样的店铺。一时间，全民

开始经商。

起初，来我家喝茶的

朋友，天天看着别人经

商，一点一点动了心事，

最终他们也掉头做起了

买卖。喝茶喝酒的朋友

少了，做小买卖的人多

了。

最先走出去的是二楞子，别看他个头

不高，鬼点子却很多，难怪人家说他都是浓

缩的都是精华。

二楞子的老婆人长得五大三粗，大骨

架，大身板，一嗓门，能把人吓个半死。

骑自行车，跑个个八小时，大约快到蓝

山那里，对，就是龙山，有个屠宰场，二楞子

每天天不亮，也就是早上三点钟准时出发，

跑到那里取人家杀牛处理的头蹄下水，也

有叫“灯笼挂”的。

到家后，二楞媳妇也起床了，灶房里早

就点燃了火，一大铁锅的水也烧开了，就等

二楞子拿货回来了。

夫妻俩，一通忙忙叨叨，再看那些盆里

面分得清清楚楚，有牛蹄筋，牛肝牛心牛

肚，牛脸牛舌头，洗得干干净净，煮得烂烂

呼呼，喷香喷香的，看了流口水。

下午四点，准时端出去。不用吆喝，虽

然不是抢购也卖了一空。每天一数下来，

净赚六十块钱，保底。剩下的，不用说，两

口子推杯换盏，那日子，真叫有滋有味的。

冬天，不好解决的事情，也让二楞子这

小子给解决了。他在家灌几壶热水瓶，时

不时就打一壶热水瓶，呼呼冒热气，买的人

还以为刚出锅的热乎乎的呢。

这就是从我工作室里出去的，当然也

有不是从我工作室出去的。

铁蛋两口子就不是从我工作室里出去

的，他们两口子卖干豆腐。

卖干豆腐去豆食品厂取，虽然不用起

来的那么早，却也要早上五六点去取。

卖干豆腐最难解决的是夏季，天热，好

坏。铁蛋把卖剩的送冷库存放，也解决了

问题。他们两口子一点一点地干大了，后

来成立了豆食品厂，一个当厂长，一个当财

务部主任，老婆管钱，那日子也是火的不得

了了。

街上也是越来越红火，各种商品应有

尽有，不知道，这条龙有没有人看出来，却

有人说，你才是龙，我笑着摆了摆手，哪里

哪里，言重了。不过，我的心里倒是很接受

的。

龙
□王光久

春天是和新年一同而来的。还记

得，去年，过完年也就立春了。而今年的

立春来得有点急切，未等过年它就悄悄

地和人们相遇了。新春遇上新年，是一

种崭新的气象，龙腾祥瑞，春满人间。

立春，是春天来临的信号。就像我

们儿时过完寒假就会迎来开学，我们的

心头带着诸多期待。谁不爱明媚舒缓

的春天呢？尤其是在漫漫冬天的禁锢

之下，人们不仅要裹着厚厚的羽绒服，

还要忍受着寒风的肆意侵袭。等来立

春，心里是欣喜的，因为春天已在不远

处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是二十四

节气的第一个节气，也是一年的开端。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这是因为在传统

的人文思想上，开场与压轴都很隆重。

有个词叫“龙头凤尾”，意为良好开端和

完满收场，有始有终，一气呵成。民谚

有“宁做龙头，不做凤尾”之说，这是因

为“龙头”象征着能力突出、名列前茅，

而“凤尾”则稍逊于“龙头”，位置靠后。

而立春，在一年中的分量也是举足轻重

的。

立春，是春天的序言。就像是新年到来时，我们要立一个 flag，

然后通过一整年的努力与付出，到年底时才能带着满满的自信和归

属回家团聚。“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陟负冰。”从立春三候中，我

们能明显看到大自然的变化过程，春天就是从冰冻中一点点化开

的。

立春的到来，并不代表气温已经回暖。此时，冬天的苦寒尚未完

全消退，不少地方还会经历乍暖乍寒的“倒春寒”。我老家在农村，住

山上，每年立春前后，甚至还会迎来一场雪。看到雪花降下，仿佛瞬

间回到了冬三月。不过，能明显感觉到的就是风的力度，没有了冬日

里狂风呼啸和挣脱不了的酷寒，而是带着轻微的冷意。看到柳枝抽

芽，隐约中还能望见一层浅浅的新绿，对春天的期待也就愈发明亮起

来。

今年立春，我所在的山东也迎来了一场雪花。瑞雪兆丰年，新春

新气象。雪花给大地以清寒，然而过年的日子却一天天临近，而且就

在立春节气的日子里，心里更多了一种对家与团圆的期盼。是呀，家

人相伴，烟火可亲，团团圆圆，才是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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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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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鸡毛掸子拂走的

不只是蛛网、尘垢

还有琐念杂绪

趁此大好春光

都掏出洗洗晾晒

心底

像被单一样洁净

（组诗）
□江琳

写“福”
一点浓墨，一横一撇

笔端蘸满喜庆，纸上溢出福气

一示一口田，流传古到今

寄意很简单：丰衣还足食

大大红红的福，在笔下生花

源远流长的福，从手中耕耘

贴春联
揭下去岁一去不复返的斑驳

贴上来年可期可许的祁愿

左题五谷丰登

右书平安喜乐

中留宽宽的门槛

迎接春天进门

包汤圆
细细揉、搓、捏、匀

慢慢把心事揉平

把梦想搓圆

把祝福捏紧

放进几撮甜蜜

合上一口团圆

好日子越匀越顺坦

扫阳尘

在冬日的寒风中，梅花朵朵开放，

不畏严寒，傲骨铮铮，香气袭人，沁入心肠。

它们在雪的映衬下，更显高洁，

像是冬天里的使者，传递着坚韧和希望。

每一朵梅花，都是自由的诗，

在枝头轻轻摇曳，歌唱着岁月的静好与刚强。

它们不需要太多的言语，

只用那淡雅的香气，讲述着生命的故事。

走近它们，可以听到冬日的声音，

是那么清脆，那么坚定，

在最寒冷的时候，梅花仍旧绽放，

就像人生中的每一个坚持，都值得尊敬和歌颂。

梅花朵朵香，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

更是心灵的慰藉，生命的启迪。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让我们一同寻找那份坚强和美丽，

在梅花的香气中，找到前行的力量。

过年，还乡（外一首）

□谢春芳

归心似箭，穿透岁月的年轮，

千里路，一朝回首，尽是故乡土。

思念故乡，在心中慢慢复苏，

每一步脚印，都沉淀着深情与温度。

灯火阑珊处，是老家的门楼，

炊烟起处，传来母亲的呼唤声，

那声音，温暖而熟悉，穿越了时间的河流，

让人泪湿眼眸，是归家的路标，也是心灵的归宿。

城市的喧嚣，随风而逝，

回到这片土地，心无旁骛。

坐在老屋的炕头，听风吹过屋檐，

家的模样，岁月未曾改变，依然温柔。

过年，还乡，不仅是身体的归宿，

更是心灵的归处，岁月的温婉执着。

告诉我，无论世界如何变换，

这里，永远是我的根，我的魂。

梅花朵朵香

春节临近，我深陷于那浓浓的年味中，

而其中最让我心醉的，是那抹无法忘怀的中

国红。

一踏入腊月，年味便扑面而来。街头巷

尾，红灯笼、红对联、红窗花，一片喜气洋

洋。最引人注目的是家家户户门上那红彤

彤的对联，笔力雄健，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

的美好祈愿。

我细细欣赏那对联，仿佛被带入了那浓

浓的年味中。每一个字、每一笔，都承载着

千年的文化传承，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

热切向往。那红纸黑字，就像一位智者，默

默诉说着古往今来的变迁。

春节时，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总会在我

心中泛起无尽思绪。它宛如一首古老的诗

篇，流淌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血脉中。那

红，是经过岁月沉淀的颜色，是承载着无尽

情感的色彩。

除夕之夜，家里的年夜饭桌上，那一盘

盘饺子，仿佛是小小的灯笼，照亮了整个冬

季。它们不仅仅是食物，更是家的象征，是

团圆和希望的寄托。那饺子皮，包裹着家人

的思念与祝福，仿佛在告诉我们：无论身在

何方，家的方向永远不变。

春节的夜晚，天空中绽放的烟花，如同

盛开的花朵，绽放出最绚烂的红色。它们在

黑暗中闪耀，似乎在为新的一年祈福。孩子

们兴奋地抬头仰望，眼中满是憧憬与希望。

那一刹那，时间仿佛凝固，只有那抹红，成为

了夜空中最亮的星。

元宵节时，灯笼高高挂起。那红红的灯

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宛如历史的使者，唤

醒了人们对过去的回忆。每一个灯笼都承

载着一个故事、一个传说，它们照亮了夜晚，

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而在这喜庆的场景中，那一抹中国红

更是显得格外醒目。它不仅仅是一种颜

色，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它代表了华夏

儿女的骄傲与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象征。那红，是历经风雨的坚韧，是永不磨

灭的希望。

春节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而那中

国红更是贯穿了整个春节的灵魂。无论时

代如何变迁，那一抹红始终如一。它告诉我

们：家是最长情的告白，团圆是最温暖的守

候。

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渐渐亮起的一盏

盏红灯笼，心中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年的味

道、家的味道、中国红的味道。它让我感到

温暖、安心。也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无论

生活如何变迁，那份对家的眷恋、对年的期

盼永远不会改变。

年味中的中国红，不仅仅是颜色，更是

文化、情感、记忆。它代表着我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对和谐社会的期盼。让我们在这

浓浓的年味中，共同感受那一抹独特的中国

红，共同迎接新的一年！

年味里的中国红
□梅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