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盛典，中华民族的文化盛典是一年一
度的春节。这个在世界上传承历史最
悠久、过节时间最长、活动内容最丰
富、参与人数最多的民族盛典，既是中
华民族追忆历史、弘扬民族精神、接受
传统文化和道德理念熏陶普及的大课
堂，也是传承中华文明和民族品性的
大舞台。跨入21世纪，在中国由富起
来迈向强起来，阔步走向世界舞台中
央的时候，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
国春节又被赋予新的使命，成为世界
各国人民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
精神与风情的“活化石”。因此，研究
中国春节、参与中国春
节，在当今世界就成

了一种显学和文化热潮。
研究国际文化发展变化的规律，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节日，能否成
为世界性的节日要具备五个条件：一
是节日文化内涵是否具有人类共同追
求的价值观和普世性；二是有没有庞
大人群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展节日；
三是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实力能否创造
对世界具有非凡影响的吸引力；四是
在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多元化的形势
下，节日文化是否具有开放的胸怀；五
是是否拥有叫响节日品牌的标志性文
化符号和形象大使。审视中国春节，
几乎完全符合国际性节日的条件。

首先，中国春节所蕴含的“尊祖感
恩”“天人合一”“合和为贵”“以人为

本”“团圆和谐”“追求美好”“亲情友
情”“合作共赢”等文化内涵和价值观，
已被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朋友所接
受。其次，据《环球时报》统计，如今，
全球华人华裔加上各国友人，每年大
约有20亿人在欢度和参与春节，这个
数字已占全球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
且数量每年都在递增。再者，中国的
经济稳居世界第二，文化实力不断增
强，当今世界追求中国经验、学习中国
智慧、借鉴中国道路、研究中国文化已
蔚然成风。另外，沐浴着改革开放雨
露的强大中国，当今正在敞开更加开
放的胸怀，将自己的命运和世界的命
运绑在一起。更令人惊喜的是，中国
春节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贴春联、

放鞭炮、挂灯笼、吃饺子等习俗，不仅
被世界效仿和接受，这些节日符号还
成了世界各地人民共同追求的吉祥物
吉祥事。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文化走向
世界的同时，中国春节已经行进在成
为“世界节日”的路上。从各国媒体
近年报道看，春节期间在巴西，不少
当地人已学着中国人的样子挂中华
结、买“福”字张贴，以求新的一年
有好运。纽约在禁放鞭炮多年之后，
为了照顾华裔过年的习惯，破例“改
禁为限”，大年初一在林则徐广场燃
放50万发爆竹。俄罗斯在春
节的时候为给中国朋友放
鞭炮，每年都大量进口

中国生产的烟花爆竹。比利时的超市
出现春节专门为中国人开辟的年货柜
台。在马来西亚街头，春节期间到处
都能听到“恭喜发财”“吉祥幸福”
等祝福声和春节歌曲的旋律。至于与
中国相邻的日本、韩国、越南、老
挝、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
国，由于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春节意
识与氛围则更浓更强。

正是在上述大势中，中国人也越
来越认识到中国春节文化的普世价
值、国际价值和经济价值，不断把保护
和弘扬民族文化盛典春节的积极主动

性推向新的阶段，并创造出许多
与时俱进，令海内外惊艳叫好

的春节新元素、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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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星朗腊灯红

□何

申

改革狮吼震天地；
开放龙吟腾海云。

党布惠风春焕彩；
国施仁政梦生香。

一夜东风吹柳绿；
满城翰墨舞诗红。

国强基似燕山固；
民富路如渤海宽。

副副红联歌盛世；
声声礼炮贺繁荣。

山清水秀城乡美；
家富国强岁月甜。

春歌燕赵虎添翼；
福颂中华龙点睛。

万里同圆中国梦；
千家喜度小康春。

歌响四旬春激荡；
鹏飞万里梦扶摇。

村村迈进小康路；
户户迎来大有年。

春风染绿新时代；
福字贴红大未来。

九万里江山焕彩；
七十年岁月飞歌。

春雨一帘滋沃野；
改革四秩享福年。

雨唤风催春梦醒；
民安政惠党恩深。

燕赵迎春春带雨；
城乡逐梦梦飞花。

春风吹绿千山柳；
细雨浇红万径花。

国开盛世人同乐；
春上枝头花竞芳。

瑞气祥云萦渤海；
春风雅韵醉燕山。

文明燕赵三春暖；
民主城乡百业新。

四旬开放春光驻；
七秩耕耘福气长。

喜傍京津春走秀；
雄承燕赵业传奇。

慷慨情怀春更盛；
祥和岁月福尤浓。

千家共唱迎春曲；
万户同吟致富诗。

福满滹沱春溅玉；
梦圆燕赵锦添花。

门贴福字融春雪；
院挂红灯照小康。

剪雪成诗吟鼎盛；
图强致富乐安康。

四秩春雷书故事；
七旬梦笔绘新天。

紫气盈门增福寿；
和风满院纳吉祥。

点翠描红织丽景；
张灯结彩庆小康。

万卷诗联迎旭日；
一帘画墨庆丰年。

傲雪红梅生韵味；
经春绿柳舞诗风。

城乡喜奏迎春曲；
燕赵高歌致富诗。

（由省楹联协会提供）

新春联

塞上，玉塞、塞垣，古
来皆为承德热河城别称。

承德由于位居塞北，
地处草原与平原的中间
地带，山风季水，民情有
异，便形成诸多独具特色
的文化习俗，平时或不
显，逢了年节就显现出
来。比如这里的礼数多，
腊月人们见面问候中就
常带出拜早年的话语，让
你听了心里温暖。

戊 戌 岁 尾 ，己 亥 将
至，千里塞北，月弯星朗，
腊灯艳红。

腊 月 拈 香 ，心 神 不
慌，这是承德人腊月里讲
究之一。热河老城曾称
庙城，虽不比“南朝四百
八十寺”，然城里城外原
有庙观百余座，遗存尚
在，习俗不减，何况今逢
盛 世 ，“ 年 关 ”已 非“ 关
卡”，只有富足与欢乐，到
庙里焚香三炷，祝国泰民
安亲人康健。

北国风光好，腊月人
倍忙。先说去大佛寺喝
腊八粥。“腊八”古称“腊
日”。热河乃清朝夏都，
冬季本该歇息，据说也有
圣旨要求，每逢腊日，承
德大佛寺必须施粥，给众
生以温暖。早年尚且济
民，今朝更有爱心，于是
恢复传统，又有创新。大
佛寺腊八粥为粥中极品，
制作讲究，要采购多种
米，按比例搭配，还要放
入雪莲等珍品，置于大雄
宝殿内由众喇嘛诵经，灌
入灵气，再悉心熬制。待
腊日上午阳光普照，于山
门外分发。来者众多，排
起长队，不急不躁，心地
平和。

相逢何必曾相识，有
缘相聚一家亲。喝着热
腾腾的腊八粥，相互说笑
着，感觉这是充盈着福气
的粥，预示着国家更强盛
人民更幸福！

我现居承德市高新
区，大小超市近在身边，
然滦河旁空地上有一乡
村大集，农历逢五逢十，
生意红火，就与超市试比
高。比的结果，还真不输
超市。可见现代时尚与乡
土本色并非不能相容。比
翼齐飞，多元共存，携手
同赢，造福百姓，才是盛
世之道。

腊月红日东升，赶集
者如潮水般涌来，尽入年
集中。

晨曦时分，周边数十
里卖家大车小车推车滚
滚而来，众多人马，不必
指挥，无人争抢，场地无
形心有形，肉鱼禽蛋食果
花、衣帽鞋袜与零杂，按
行论类，各就其位，支篷
搭板，就地铺开。转眼间，
大集成也！这里就是一片
热火朝天的交易情景，这
边吆喝“南来的北往的，
这土豆出自围场的”；那
边叫喊“东走的西行的，
这莜面产自丰宁的”⋯⋯
这就是年味——无理由
的兴奋与期待，无来由的
慌乱与忙碌。难道不是
吗？

转过这摊儿问那摊
儿，掏大票，找零钱，扫微
信，点密码，头冒汗，脸发
光⋯⋯莫道春节年年过，
年货多如山，就心稳神安
似神仙。不就是要兴奋、
要忙碌吗？要的就是这个
气氛、这个过年的热闹劲
儿！

年 节 将 至 ，带 着 礼
品，访亲问友是最平常的
事。承德平泉地处冀、辽、
内蒙古交界处，鸡鸣三
省，燕赵门楣。老伴当年
插队于此，曾多受乡亲照
顾。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腊月我夫妇二人驱车前
往看望故人，大道高速
路，小道村村通，过去一
天难抵达，如今只需一个
时辰。望着熟悉的山山水
水，老伴却有些认不得昔
日村庄。松涛如海，新房
连片，少年相见不相识，
笑问您要找何人？老友相
见，热泪盈眶。旧友说孙
子城里生城里长，一口天
津话，将来这院子、房子
可咋办？我劝说道：或许
有一天，会有新政策，鼓
励城里人到乡下买房子
呢⋯⋯

腊月里，友人相聚，必
吃改刀肉，喝羊汤，畅饮

“皇家窖藏”，觥筹交错，感
怀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举
杯庆贺改革开放四十载、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

俗话讲：好饭不怕晚，美味须
慢尝。若像喝啤酒大口大口地往
下灌，其过程就显得有些匆忙简
单。面对年夜饭，当如面对一壶
陈酿老酒，慢慢酌、细细品，尽情
享受，如此才好将那一桌饭的时
光抻长，并由此怀着美好的感觉，
走进除夕夜。

我年轻的时候，年夜饭先是
聚到父母家去吃。那时准备一桌
年夜饭可谓不易，做父母的为这
一顿饭劳心费神，提前做各种准
备，从顶寒风去采买，到精心储
存，临近春节时收拾，再到最后煎
炒烹炸，整个过程如同一个工程，
每个细节都浸润着父母的心血。
那些年夜饭的滋味，现在想起来，
每一桌都充满着父母对子女沉甸
甸的关爱之情。只可惜那时我等
太年轻，牙好胃好，只顾大快朵
颐，内中分寸，觉悟得迟了些。

后来父母年老，年夜饭轮到我
辈当值，就渐渐有所感悟了。小马
拉车心气高，兄弟姐妹为做这顿
饭，个个争先、唯恐落后。做将起
来，尽管手艺有限、质量不高，但那
一顿顿年夜饭，却别有了一番滋
味，给我们提供了孝敬老人的机
会。尤其是在下一代面前，这种表
现更有意义，于是，孝道使家庭温
暖，使欢乐和睦常在，家风也由此
传承。如今，岁月匆匆，小树长成，
已是我们的儿女操办年夜饭了，并
有再下一代在看在学。

年夜饭，注定是中国人心中
一年到头最重要的一顿饭。倘若
人在他乡，一旦归来，千里万里，
风雪兼程，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
和家人共吃年夜饭。到了那时
刻，心想事成，梦想成真，一年、几
年的思念得以面对，春风秋月的
乡愁得以宽慰。故园恋、亲人情、
家乡语、合家欢，就汇成那顿年夜
饭最美妙的滋味——幸福。那幸
福的滋味啊，伸手可摸，低头可
闻，抬眼可望，世上恐怕再也没有
比这更珍贵的滋味了。

滋味悠长的年夜饭，如今是
大小饭店春节期间最红火闪亮的
招牌饭菜。古往今来，以平民人
家过年而论，当下的年夜饭，其讲
究的食材和精心的烹饪，是以往
任何时候都不曾有的。中国人民
走在全面奔小康的路上，生活水
准的提高，在年夜饭上显现得颇
为充分。东南西北，口味万千。
年夜之饭，无不盛宴。不要说在
饭店，就是最普通的农家饭桌上，
也都是七碟八碗，丰盈如山。若
问今朝年夜饭的滋味悠长，长在
哪里？从人们在饭桌上的谈笑声
中，就可以感受到，那就是国家强
盛、人民富足，一年更比一年强。

腊月里，在繁华的集市上，已
住进县城高楼的孩子们，常常开
着小车回乡来采购，大爷抱着年
货往车里塞，孩子说：超市里的东
西有的是。大妈说：你不懂，年夜
饭，用咱老家这地儿产的东西做，
滋味才香⋯⋯

农历节气就是不得了，到
了节令，大地就要强烈表现出
节令的特点。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电视、没有春晚，年三十
儿晚上就靠串门聊天熬夜，但
也有那时的快乐。正月里头
一天，穿上新衣去拜年，小伙
子大姑娘为了精神帅气，就脱
下笨重的棉装，浑身上下透出
春天的气息。

那时拜年是个累活，亲戚
多长辈多，跑了这家跑那家，
再回家时腿都酸了。等到家
里有了电话，就方便了，初一
一早儿，拜年的电话一个接一
个，放下再打就占线。后来我
就提前打电话拜年，错开高
峰。现在是短信、微信拜年，
还是群发。再过些年，说不定
又有什么新手法，是啥说不
准，但肯定会有新式拜年方
法。

歌手阿宝唱“人在外头心
在家，心里头放不下我的老爸
老妈”⋯⋯这是幸福的，因为
家中有老爸老妈。而到了我
和老伴这个年龄，老爸老妈已
存在我们的记忆里，更多的

“思家”之情，或许就是因为思
念一碗嘎巴菜，久久难以释怀
的心境。这种“游子”心境，只
有像我们这年纪的人感触最
深，而人在年节，感触就愈重。

过年的饭菜很丰盛，丰盛
得让人看了就要饱，没有多少
食欲。倒是和亲朋喝酒说起
往事，言语中的享受要比美食
强许多。酒桌上说这说那，然
而说得最让人高兴、让人兴
奋、让人感慨、让人流泪的内
容，终归还是：童年与故里！

人在年节里真好，可一个
人静思，也可一桌人畅怀。酒
酣处，唱几句家乡小调，吼几
声京评梆，多少往事，如大江
滚滚而来；多少愁绪，如樯橹
灰飞烟灭；多少向往，尽在渴
望中。

这就是人间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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