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
节
，人
生
的
刻
度

□
刘
江
滨

◀分享 徐志坚摄

▼斗狮 张双来摄
▲秧歌闹新春 曹轩宇摄

一

春节，是情感
交融的大团圆。
有钱没钱，回家过

年。这个“家”即是一个人
出生养育的老家，根脉所系。

一 到 年 底 ， 归 心 似 箭 ， 携 妇
（夫） 将雏，背上行囊，踏上回
家的路。

春节，是传统民俗的大荟
萃。只有过年最中国，显露出我
们中国的底色。大红灯笼挂起
来，红红对联贴起来，火红绸子
舞起来。中国红，红遍中国。红
火，喜庆，热闹，透着对殷实日
子的殷切期盼。一年之中，我们

日常采用的都是阳历计时，
谁会记得阴历时间？而过

年让我们几乎全然忘
记了阳历是几月几

日，说的全是阴
历 的 初 几 初
几 。 哈 ， 多
么奇妙！多
么 有 趣 ！
在 城 市 工
作 生 活 的
男 男 女
女 ， 平 时
一 口 普 通
话 甚 至 是
外 语 ， 回

到老家分分
钟 变 回 地 道

的 乡 音 俚 语 。
过 年 的 程 序 、

传统的礼仪、乡
艺的表演，使我们

一下子到了民间的原生
深处。
春节，是辞旧迎新的加油

站。鲁迅先生在小说《祝福》中
开头即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
像年底。”的确如此。虽然我们
现代生活中一直将 1 月 1 日称作

“元旦”，但国人的内心深处依旧
把春节当成真正辞旧迎新的节
点，新年是从正月初一开始。守
岁、祈福、祝愿、蓄力，洗去风
尘、立马扬鞭、抖擞精神，新的
一年又出发了。

二

小时候最盼的是过年。
在北方农村，其实过年的前

奏从腊八就开始了。腊七腊八，冻
掉下巴，在最冷的时候喝上一

碗热乎乎的腊八粥，心里也
热乎起来。母亲还用醋泡

上蒜，准备过年时就
饺子吃，据说只有

腊 八 这 天 泡 的
蒜 才 能 绿 。

不知是否
这 样 ，

反

正到
时 候 瓶

子 里 的 蒜
瓣果然由洁白

变 得 绿 莹 莹 的 ，
像绿宝石一样。
有童谣云：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
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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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只
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
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
街走……

父亲在外面工作，家里过年
的事都是母亲操持忙碌。赶集采
买、洒扫庭除、缝制新衣、烹饪蒸
煮……母亲对过年的准备十足认
真，有条不紊，一丝不苟。那时虽
然家里穷，物质匮乏，缺这个少那
个，但母亲却一点都不肯含糊，丝
毫没有浮皮潦草的敷衍。穷，穷
过；富，富过，不管怎样都要把年
过得饱满瓷实，有滋有味。如同

《白毛女》中喜儿一样，有了二尺
红头绳，就能欢欢喜喜过个年。那
时，物质的匮乏似乎丝毫也没有
阻止精神的幸福，有了心劲，日子
才有奔头。因为母亲，在我眼里，
过年不仅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吃
上白面饺子，能穿上新衣裳，能放
鞭炮，还有那种仪式感、神圣感、
庄重感，让人觉得过年是一件不
得了的大事。

虽说大年初一才是过年的
“正日子”，可是我觉得就隆重程
度而言，大年三十胜过初一。此起
彼伏的鞭炮声彻底点燃了过年的
热情，让人莫名地生出一种兴奋
和渴望。正如王安石诗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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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傍晚，在门框两侧贴上
红对联，门楣上贴上横批，两扇大
门正中贴上门神。伴着噼噼啪啪
的爆竹声，过年的感觉油然而生，
不由得欢天喜地，走起路来都是
蹦跳雀跃。

母亲总是在饺子下锅的时候
让我放鞭炮，我不知缘由，但只要
听闻在灶前忙碌的母亲一声：“三
儿，点鞭！”我像战士听到军令，猴
儿一般蹿出去，把一挂鞭挂在枣
树枝上面，噼里啪啦放将起来，那
硝烟的味道好闻极了。

一家人团团坐在一起，尽管
只是简单的吃饺子就腊八蒜，没
有七大碗八大碟的炒菜，更没有
酒喝，但那种融洽和谐的气氛氤
氲其间，让人觉得格外美好。这时
候，没有纷争，没有拌嘴，没有抱
怨，没有呵斥，人人眼角眉梢都是
笑意盈盈，一任无边温暖的亲情
流淌。

除夕夜，要守岁，不能早早睡
觉，即使困了打着哈欠也要强睁
着眼。苏东坡有“儿童强不睡，相
守夜欢哗”的诗句，范成大也有

“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
岁”的描述。一般是度过新旧之交
的零时才能睡去，这才真正是辞
旧迎新。可是小孩子哪能熬过？母
亲却能。往往是一觉醒来，见她依
然在灯下忙碌，除夕夜是不让熄
灯的。她祈天敬神拜祖宗，保佑一
家老小一年平安健康事事遂心，
神情端肃，磕头如仪，嘴里念念有
词，我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只觉得
昏暗的灯光下弥散着一种庄重、
神圣的气氛，似乎冥冥中有神灵
在，心存敬畏，不敢亵渎。

初一凌晨，天还像锅底一般
黑，就陆续有鞭炮声响起将人

聒醒。吃过饺子，就要走街
串户拜年了。大家见面

第一句话除了“拜年
啦”就是“起得早

啊”。起五更睡
半 夜 往 往

是 勤 奋
的 证

明，大年初一是切不可睡懒觉的，
如果别人去你家拜年，你还未起，
会惹人奚落一年。新年第一天，博
个好兆头，故有诸般禁忌：不打喷
嚏，怕一年有病啊；不扫屋地，怕
扫去福气啊；不去挑水，怕一年受
累啊……

拜年，是初一最重要的礼仪，
拜祖宗，拜长辈，拜乡亲，在昏暗中
进行着古老的乡村礼仪。有时在街
上碰见一长辈，领头的大喊一声，
给某某爷拜年啦！大家纷纷抱拳作
揖，随即跪倒一片，蔚为壮观。也有
的见人多天黑，趁机偷懒，只跪一
条腿，或者在后边只嗷嗷喊叫，作
势假跪，屈屈膝拉倒，被人发现，立
遭笑骂，喧闹不止。

俗话说的“过了腊八就是年”
一点没错，虽说除夕、初一算是过
年的核心时段，但其前奏与后续
十分漫长，好比一锅文火慢炖的
老汤，时间越久滋味越浓。正月里
逢五逢十都是节，尤其是正月十
五元宵节，再掀高潮。如果说过年
主要是品尝美食和走亲访友，那
么元宵节则重在文化娱乐，当然，
还是有元宵要吃喽。唐代诗人卢
照邻这般描述元宵节的盛景：“锦
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
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
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
前。”（《十五夜观灯》）元宵节又称
为灯节，挂灯笼，猜灯谜，如花团
锦簇，迷人眼目。我老家流行端黏

（年）灯，即用黏面做成油灯状，添
上棉油或香油，用柴梗裹上棉花
做成灯芯，点着了，放到屋里各
处，尤其是水瓮里（莛盖浮之）、粮
囤里。我清楚记得每到正月十五
晚上，我要端着黏灯照照门后、厨
房、树下等暗处，再走出家门照出
一段路。母亲说，用黏灯四处照一
照，就没了黑暗，走的路就亮堂。

正月十五这一天，锣鼓一响，
村里男女老少闻声云集在一街道
宽敞处，打扇鼓、跑旱船、踩高跷
等节目要依次热闹上演了。虽然
这是冀南一带农村的保留节目，
年年如此，有时表演者好几年不
换，但每年都要围个里三层外三
层，大家照样乐此不疲、津津有
味，欢笑声此起彼伏，惊得树上的
麻雀扑棱棱飞上蓝天，叽叽喳喳
的声音好像也来凑趣似的。

三

自父母去世以后，我开始每
年留在城市的家里过年。在城市

过年感觉和乡村迥然不同，平

淡如同普通
的假期，乏善可
陈。加上生活水平
大大提高了，吃穿用度
根本不需要利用过年来
改善，也就没了小时候的那
种盼头和渴望。寡淡，这是在城
市过年的人们一个普遍的感受。

前年春节，儿子一家三口在
大年初三就去了青龙岳父家，剩
下我和妻子，正好我想写写沙丘
平台，于是我俩回了老家平乡。没
想到，这次回乡不仅度过了一个
充实丰盈的春节，无意中竟找到
了一种新鲜的过年方式。

初三上午我和妻子开车回到
平乡，吃过午饭后即驱车半小时
到了沙丘平台遗址。所谓的“沙丘
平台遗址”，只不过是一片微微隆
起的土地，最南端的高台只是两
米高、五六米宽的土丘而已。土丘
前竖着两块碑，一高一矮，标明这
就是大名鼎鼎的沙丘平台，而且
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然眼
前的沙丘平台只是一个荒丘土
台，但当时却是逶迤十几里的巍
峨宫殿群。商纣王在此建“沙丘苑
台”，演绎过“酒池肉林”的故事；
赵武灵王筑“沙丘宫”，终在此饿
毙；秦始皇病死于此，波谲云诡、
刀光剑影的历史就镌刻在这片荒
丘之上。

初四，我们去了河古庙镇的
东岳天齐庙和平乡镇的文庙。前
者是道，后者为儒。东岳天齐庙，
据说战国时期泰山一道人去华山
布道，路经此地，称是风水宝地，
遂建一道观，因跟泰山有关，故
名。李唐时代尊崇道教，据传高宗
一女儿曾在此出家，香火极一时
之盛。如今，东岳天齐庙有房 135
间，有神像115尊。黄巾军起义领
袖张角的像也供奉在此，张角是
太平道的创始人，平乡人。文庙始
建于宋代，至乾隆十七年已经过
七次重修改建，但保留了宋明的
建筑风格，如今仅存大成殿，为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尽管殿内空
空荡荡，我却似乎嗅到了一股古
代的书卷气。那些裸露着的四梁
八柱，明确告知古代建筑的结构
方式，同时也有四面八方的深厚
寓意。

初四下午，来到后马庄，这里
是梅花拳的发源地，有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邹氏墓群。这里和别处
的冷清不同，人来车往，有不少人
祭拜，香火缭绕，十分热闹。碑林
也吸引了不少人参观。雄伟的始
祖大殿兀立于原野之上，引人注
目，广场上彩旗招展，渲染着浓郁
的节日气氛。

曾经，我对老家平乡颇有些
不以为然，平原小县，毫不起眼，
既无名山大川，又无秀丽景致，就
像满天繁星中的一颗，淹没在浩
瀚的苍穹之中。平乡，名字也平常
无奇，一个县还带个“乡”字，不往
大里说却往小里说，十足的乡野
土气，你看人家沈从文老家叫“凤
凰”，莫言老家叫“高密”，郁郁乎
文哉！以前对平乡的历史文化略
知皮毛，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却原
来，这个平原小县端的不简单！文
化底蕴竟如此深厚！中国古代传
统文化的儒释道全有，而且并非
泛泛之有，进而除了这些“文”文
化，还有梅花拳“武”文化，堪称能
文能武、文武双全！我真心为家乡
骄傲！

爱祖国从爱家乡开始。莫要
眼馋国内的名山大川，或许你眼
皮子底下就有美妙的风景被疏忽
了。春节正值严寒的冬天，出行多
有不便，那么，不妨和家人一起做
一次“春节家乡游”，亲情游玩两
不误，且能加深对家乡的了
解和认知，岂不乐哉！我
大嫂七十多岁了，这次
跟着我们转了转，
高兴地说，我在
平乡生活了
一 辈 子 ，
还 不
知

道
咱 这
儿 有 这
么多有意思
的地方，咱平乡
也不赖呀。

其实，每一个地
方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
把眼光收回来细密梳理脚
下的土地，总会有意外的发现。
春节就是最好的时机。

四

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
指出，日常生活中，时间线性流
逝，而节日就像这条线上的刻度，
有了度量才有意义。仪式是让平
凡日子发光的魔法，正是因为有
了这些仪式，生活才显得庄重，才
更有纪念意义。

中国民俗学家邓汉秋说，年
俗承载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和精
华，这是人们从孩提知事开
始，就周而复始地不断
受到濡染熏陶，而且
是在欢欢喜喜、
高高兴兴中接
受 浸 润 ，在
弥 漫 于 全
社 会 的
过年氛
围 中 ，
在生活
气息浓
郁的群
体性活
动 中 ，
自 然 而
然 地 受
到陶冶。它
未必强烈震
撼，却深深嵌
入 生 活 ，浸 入
情感，沁入心田，
历久不磨。春节过年是
中国几千年的习俗和传统，
已 深 入 到 国 人 的 血 脉 和 骨 髓
里了。

时间之河浩浩汤汤不舍昼夜
东流而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春节是一年的线条上最重要的刻
度，过年即是对这一刻度举行的
庆典。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每个
人心里头都会揣着一个梦想。一
般来讲，看重过年、心中有仪式感
的人，对平常的日子也不会马虎
含糊，过好了年，也就过好了日
子。反之亦然，把每一天都过得认
真、过得精细的人，就一定会过一
个好年，富足、丰裕。唐朝诗人张
说在《钦州守岁》中写道：

故岁今宵尽，
新年明旦来。
悉心随斗柄，
东北望春回。
春节，是天寒地冻之时、年

头岁尾之际，中国人策划演绎
的一出饱含智慧的人间盛
典，尽情欢度吧，眼瞅
着明媚的春天就要
来了。

春节，老百姓更喜欢叫过年，由古及今，绵绵不绝，是

中华大地一年之中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其他节日都是

单项的，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过的是“日”，而春

节是综合的，过的是“年”，且犹嫌不够，叫“过大年”！

当天空挂上雾霾的纱幔

你是否怀疑过太阳蒙上灰尘从此黯淡无光

当大地发出颤抖的轰鸣

你是否臆想过宇宙也会哮喘苍穹一片洪荒

当高山喷出熔岩的火焰

你是否忧虑小鸟失去家园鲜花不再芬芳

神经如此脆弱，胸膛如此苍凉

然而，相信中国！请相信中国

新型冠状病毒侵扰除夕的餐桌

有人为之迷茫、为之忧患

然而，相信中国！请相信中国

一声召唤，无数医务工作者抛开骨肉亲人赶赴抗疫前线

不用动员，企业家、明星、普通市民一起捧出炽热衷肠

一夜之间，掘进机手臂从平地上托起了治疗的新希望

是美丽自信的中国

将大写的人字嵌进民族筋骨历史的胸膛

哦，面对世界，我为何常常泪眼滂沱

哦，面向未来，我为何常常凝神守望

相信中国就是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

相信中国就是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中国的中字，蕴含的是中和的意思

大美世界和美与共来自诸子百家源远流长

中国的国字，原是一个或多或少的或字

加上一个口字意味着寸土不让

中国的人字，讲的是天地人和

看起来简单却承载相互支撑的力量

中国的心字，就是盛开的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留下满腹清气光耀八方

中国的华字，像一棵参天大树

种下的是生命的幼苗留下的是世界的荫凉

中国的象形文字，每个汉字都包含一个传奇故事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

中国人延续的温良恭俭让汇成中国血脉雄浑流淌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

中国人传承的仁义礼智信塑造中国精神千古流芳

什么叫气度，什么叫信仰

中华五千年历史拓展铺就万里长城的书卷画廊

什么叫胸怀，什么叫梦想

中华五千年文化汇聚而成万马奔腾的黄河长江

此刻，在我的桌前摆着一个地球仪

它像人类的头颅时刻在倾听在思辨

我的左手轻轻摸了摸南极洲孩子般可爱的企鹅

谁想它的头顶酷似炼钢的炉子喷发出光焰万丈

我的右手慢慢伸向北冰洋徜徉玩耍的熊宝宝

谁料它就像鲨鱼的牙齿咬住我涓涓滴血的心脏

我胆怯地碰了碰那片生长着黄金原油的肥沃土地

它宛如赤裸的乞丐要扒光我最后遮羞的衣裳

这不是我想要的世界！

摸一摸那里的石头吧，体温有些偏高

抚一抚这里的树木吧，心律有点失衡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像命运交响曲引来五湖四海大合唱

你相信中国吗

你可知道中国人的苦难历史与世界的文明史一样漫长

你可明白中国人生来就那么淳朴那么善良

即使自己饥寒交迫也要对左邻右舍慷慨解囊

你相信中国吗

你是否了解中国人为什么生来就爱做梦

梦见高山就是愚公

梦见大海就是精卫

梦见嫦娥就飞向月宫

梦见凤凰就长出翅膀

跋涉过艰难曲折的中国人不怕荆棘坎坷

跨越过万水千山的中国人不怕暗礁险浪

他们穷过富过累过苦过一切都从容笃定

他们跌过摔过疼过忍过一切都风轻云淡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

相信中国就是相信红色玫瑰终究会为爱情开放

相信中国就是相信世界舞台人人都能粉墨登场

世界上只有同一轮太阳同一束月光

整个地球就是大自然留给人类共享的村庄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

相信这个多元的世界总有一天不再有贫瘠与荒凉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

相信这个五彩的世界总有一天洒满和平的阳光

此时此刻，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此情此景，无论坦途还是逆境，无论年迈还是少壮

在这博大世界里也许还有绝望的眼神

相信吧！站在一起，绝望就会诞生希望

相信中国！相信中囯

我们一同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舰甲板上

相信中国！相信中囯

我们携手并肩阔步走在和平共兴的阳光大道上

在这家国同源的世界，我们播种梦想，我们就是梦想

在这大道归心的世界，我们收获希望，我们就是希望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
——献给援鄂抗疫的白衣天使和献给援鄂抗疫的白衣天使和

共同战共同战““疫疫””的中国人的中国人
□□郝立轩郝立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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