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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联
冰雪中国年

百节年为首。在中国人的生活及精神世界里，春节最被重视。
春耕秋收，人们把诸多希望寄托在春天。春节寓意着团圆、幸福和平安，说到底是对家的尊重，家的背后，是孝、

仁、礼、信、福、安、康、宁……是延绵久远的中华文化。
2022年的春节格外特别。一场举世瞩目的冰雪盛会与新春佳节不期而遇，为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认识了解中华

文化敞开了大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热情相拥，也让我们对文化共融、文明共享和命运共同充满了无限期许……

□黄军峰 金牛辞岁程程美；
玉虎接春日日兴。

好藉虎威开玉局；
欣添牛劲拓新程。

虎印梅花春织锦；
燕歌海浪福张帆。

春光鹤舞腾龙虎；
瑞气莺歌引凤凰。

春山春水荡春意；
虎将虎年扬虎威。

虎步龙骧迎盛世；
莺歌燕舞庆新年。

鸡唱一声迎晓日；
虎添两翼驭春风。

春风扫码千山绿；
福字贴门万户红。

雄策倾心谋大计；
安居竭力建新区。

好借春风开虎步；
复兴伟业壮鸿猷。

傲世英风收眼底；
激情神韵驻心头。

眼前靓现怡人画；
心中深怀爱党情。

雄起燕京承伟略；
安兴津冀起宏图。

牛耕沃野拓祥瑞；
虎跃太行捍富饶。

雄起已成新格局；
安生更做大文章。

雄韬伟略千秋计；
安意开颜百业歌。

蓝绿织成生态画；
高强谱写复兴诗。

伟业恢宏鹏展翼；
大潮壮阔梦飞翔。

新城崛起雄安美；
古冀腾飞国梦圆。

华北明珠辉日月；
城中广厦壮山河。

寒岁未收牛气概；
暖春渐涨虎精神。

一派生机传喜讯；
千般秀色闹新春。

夜雨润花春作画；
和风梳柳喜题诗。

金牛赐福春来早；
玉虎鸣山梅绽香。

京张圆梦雄风展；
冰雪生辉圣火燃。

复兴路上拼牛劲；
发展潮中使虎威。

举国迎春春永驻；
全民逐梦梦常圆。

守正创新驰虎步；
举旗定向做牛人。
（由河北省楹联协

会提供）

一

新春近在眼前，冬奥会开幕的日
子屈指可数，一场瑞雪应景而来。雪花
漫舞，思绪也随着雪花飘到一个我曾
数次踏访的地方。

崇礼，地处燕赵西北，西望大同，东
近承德，南瞭平原，北牵内蒙古。这里，
曾为少数民族游牧区，也是兵家必争之
地和边关要塞。自然，这里还是燕赵大
地上为数不多的“冰雪”之地，崇礼人一
年的生活中，半数时间与雪为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润一
方人。丰厚的历史文化和特殊的自然环
境，孕育了崇礼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置年货、蒸年糕、贴对联、拜大年；
打柳子、二人台、打树花、扭秧歌……
在崇礼，我们既能看到春节传统习俗
的延续，也能感受到地域文化的和谐
互通与独特创造。除周边春节习俗在
崇礼扎根繁衍外，不得不提到独属崇
礼的民俗艺术——“打柳子”。

这个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民间习
俗，起源于当地的陶赖庙村，最初因依
靠拍打柳棍为表演伴奏得名。表演过
程中，男演员身披羊皮袄，头顶蜻蜓
灯，身背腰鼓，随着节奏，敲打着腰鼓
起舞；女演员身着红绣服，手持白菜
灯，边跳边唱，高声朗念打油诗。鲜艳
的服饰，明快的曲调，高亢的唱腔，诙
谐的手法，通俗的唱词……崇礼人把
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和向往融入艺术，
用通俗的艺术表现丰富多彩的日常生
活。热烈、豪放、真挚、欢畅，严寒与热
情的交错，冰与火的碰撞，正是崇礼人
豪迈、勇敢、朴实、善良、勤劳和智慧的
真实写照。

传统习俗赓续的同时，近几年，
“冰雪”已然走进崇礼人的生活，成为
他们庆祝节日的“主角”。

天空的湛蓝和冰雪的洁白是崇礼
的本色，严寒中的激情和冰雪里的喜
悦是崇礼的底色。借着冬奥会的“春
风”，崇礼人把“冰雪春节”办得热热闹
闹、红红火火。

记得两年前，崇礼的朋友邀我去
他们那里看一看热闹的“冰雪春节”，
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深深记
得当时他向我描述的盛况：来吧来
吧，几乎每个滑雪场都有活动，非遗
文化展、民俗美食节、猜灯谜、龙狮
舞、灯光秀……无缘终究是无缘了，单
就听听朋友侃侃而谈的介绍，就足以
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了。

庆幸的是，我在冬奥会进入倒计
时的这个冬天，再次来到崇礼，在一处
滑雪场，我感受到了人们对于冰雪的
热情。雪道从山顶铺下来，像一块块洁
白的毛毯。雪道上，滑雪爱好者身着装
备，屈膝，弯腰，煞有介事。山脚下，孩
子们打雪仗、堆雪人、滚雪球，乐此不
疲；年轻的情侣携手踏雪，甜甜蜜蜜；
三三两两的白发老者，或驻足观赏，或
拍照留念，幸福而温馨……

想来，曾几何时，崇礼人大概从来
没有想过，习以为常的冰雪居然能够
带给他们新的生活。让冰雪造福一方
百姓，让冰雪成为他们摆脱贫困、走向
富裕的资本，这是大自然的恩赐，是冬
奥会带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更是党
和国家给予他们最温暖的“关怀”。

二

冰与雪，是北方春节最忠实的“伴
侣”。冰雪世界，从来不缺少冷与寒，但
在冰与雪的节日里，人们也从来不缺
少热度和激情。

走出崇礼，我愿意把目光投
向更宽广的天地，去寻觅更多

冰雪世界里火热的中国年。
幅员辽阔的张家口

历来为汉族与少数民
族杂居地，草原文

化、农耕文化、长
城文化、商旅

文化、红色
文 化 等

在这

片广阔的土地
上交相辉映，丰富
的地域文化也让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淬炼出
丰富的民俗艺术。

蔚县，古称蔚州，为“燕云十六
州”之一。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蔚
县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遗迹，打树花、拜
灯山等民间节日习俗更是别具特色。拥
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打树花，用熔化的铁
水泼洒到古城墙上，迸溅形成万朵火花，
因犹如枝繁叶茂的树冠而得名。

据传，历史上的蔚县暖泉镇，铁匠
作坊颇多。每逢年节，富人们燃放烟花
庆祝，铁匠们买不起烟花，他们从打铁
时四溅的火花中得到灵感，把熔化的
铁水泼洒到古堡城门上方的砖墙上，
好似朵朵烟花盛开。后来，这种特别的

“烟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
姓，其热闹喜庆的氛围不输于拥有烟
花的富人们，因此便有了每逢过年“富
人放烟花，穷人打树花”的民俗。

如今，打树花早已摆脱了穷人的
专属。这种艺术已然从一种习俗演变
为一种地域文化，一种劳动人民歌赞
美好生活的载体，一个鲜亮的地标。

唐代诗人李白有过这样的描述：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
夜，歌曲动寒川。”我曾有幸目睹过打
树花的火热情景：夜幕降临，繁星满
天。表演者身穿羊皮袄、头戴斗笠，用
特制的勺子将高温熔化后的铁水用力
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1000多摄氏度
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
璨的火花。这一波火花尚未消散，另一
波紧跟而来，连续不断的火花犹如金
色的花雨。瞬时，你已然分不清冲进目
光里的，是火花还是繁星……据当地
人介绍，春节期间，蔚县曾出现过“十
万人次赏树花”的盛况。

火花飞溅不觉寒，冰雪为伴的节日
里，打树花是人们最纯朴的庆祝方式，
也是他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源源不断
的激情和活力。当然，在蔚县的年节里，
拜灯山的热闹场景丝毫不亚于打树花。

正月十二，人们便开始着手准备，
正月十四，街口竖起灯杆，堡内堡外挂
起排灯和五颜六色的过街纸，上面写
尽吉言祥语。排灯为十路，取意十全十
美；过街纸平年挂十二路，闰年挂十三
路，寓意月月平安，风调雨顺。

正月十五晚，拜灯山正式开始。
首先是点灯山，点灯人由三至五

名村民组成，在灯山楼内的层层木架
上由上向下将数百个灯盏摆出花边儿
和文字图案，把浸过麻油的灯捻儿插
入灯盏，缓缓注满油。夜幕降临后，用
蜡烛将摆成图案的灯盏一一点燃，呈
现出灯火字画。

接着是拜灯山。“灯官”坐在由四
名青壮年抬着的独杆轿上，村里戏班
的演员粉墨浓妆伴其左右，人头涌动
的社火队伍，从堡门外进堡，一路敲锣
打鼓，直至灯山楼。

最热闹的当属拜灯山之后，返回
途中，祭拜队伍伴随着锣鼓点蹦蹦跳
跳，载歌载舞。唱大戏是拜灯山的压轴

节目，戏楼前张灯结彩，鞭炮鸣，鼓乐
起，大戏开，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被当
地百姓演绎得活灵活现……

蔚县也好，崇礼也罢，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独特的地域环境使得张家
口形成了多样的春节文化。比如康保
县、尚义县的干嗑和二人台，比如怀来
的九曲黄河灯等，人们在春节里寄予
了无限期许和希望，在丰富多彩的民
俗文化中，延续着一个地方最珍贵、最
丰富的文明血脉。

三

新春迎冬奥，按照中国民间传统
习俗，正月里逢喜事，这叫喜上加喜，
这叫双喜临门。

“冬奥会时间”，世界宾朋齐聚中
华，礼仪之邦，自然更懂待客之道，热
情好客自不多言，捧出的“奇珍异宝”
更是风华绝代、各具风姿。

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灯火通明”。
以“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宫灯为灵感
而来的冬奥会火种灯，不仅展现着古
人的智慧和审美，更是借“长信”之意，
表达着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与向
往。翻阅历史资料发现，长信宫灯距今
已有两千多年，为西汉皇室所用，其通
体鎏金，整灯由头、身、臂、座、盘、罩六
部分分铸而成，巧妙地将神态优雅的
宫女的袖管与身体连接形成烟道，整
体造型舒展自如、轻巧华丽。一盏灯敲
开了中华文明悠远深厚的历史大门，
定能令四海宾朋惊叹不已。

其次，当属“万事如意”。中国传统
吉祥之物“如意”入题的“雪如意”，寓
意吉祥如意和心想事成，寄托着对冬
奥会健儿们最真挚的祝福。其实，如意
远在东汉即已有之，清朝时更是为宫
廷珍宝之一，其外形酷似灵芝，由玉或
黄金制成，象征着顺心如意。据介绍，

“雪如意”顶部由两根巨大支柱支撑，
为“柄首”；顺势而下的S形赛道为“柄
身”，高低落差达 130 多米。这是中国
文化与现代竞技的完美邂逅，更是喜
迎八方客的“中国表达”。

最后，“智慧拼盘”必不可少。
以书法和剪纸艺术入题的“冬

梦”，融中华文化与国际风格为一体，
尽显新时代中国的新形象、新梦想，传
递出新时代中国为推动世界冰雪运动
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和美好追求；以
篆刻艺术入题的“小红人”，是千年文
化与世界赛事的完美结合，也是历史
和未来的相牵相融；以国宝大熊猫形
象入题的“冰墩墩”，既表达着可爱与
友好，更展现着现代与时尚；以丝绸之
路历史入题的“冰丝带”，展现出冬奥
体育文化与“谁持彩练当空舞”的中华
之美；以清代长卷《冰嬉图》入题的冬

奥村中心花园，
将滑雪、滑冰、冰

球、冬季两项等竞技
项目，穿越时空，变身为

“木马”“抢等”“冰上蹴鞠”
和“转龙射球”；以长城脚下太子

城遗址为中心的赛区，既是奥运村国
际活动的广场，更连接了过去、现在和
未来。

还有，以五弦玉璧入题的“同心”，
寓意着“天地合·人心同”的中华文化
内涵，象征全世界人民在奥林匹克精
神的感召下团结一心……

茶已煮，酒已烫，盛宴已备，翘首
只待宾朋来。无疑，这是一场属于世界
冬奥健儿们的盛宴，这更是一场中华
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融相通的盛宴。

围炉而坐，促膝畅谈，谈一谈“纯洁
的冰雪，激情的约会”，谈一谈奥林匹克
精神。谈笑风生间，让我们共同度过一
个充满历史浓香和现代风味的中国年！

冰雪里的中国年，中国年里的冬奥
会。想来，奥运会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
奥林匹克精神的传递外，不正是因为其
继承和发扬了更多的人类文明吗？

四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不出正
月都是年。

如此算来，人们庆祝春节的时间，
在所有节日中最为持久。之所以如此，
更多体现的，还是人们对于年的重视。

其实，走出塞外山城，走出冬奥会
的赛场，你会发现，燕赵大地上的各个
地域，都有着属于自己特色的年节习
俗。这些与深厚丰腴的燕赵历史紧密
相连，这些与生活在不同地域里的人
们的生活习惯紧密相连。年的内容和
层次，也因了这些多样的年俗文化，而
变得更加厚实和丰富。

与河北北部的年俗文化相比，南
部的年俗文化又是另一番景象。

在古城邯郸，人们有除夕扔愁帽
的习俗。扔愁帽要在除夕夜深人静之
时进行。各家各户的大人、孩子，临睡
前，把戴过的旧帽子或旧头巾，悄悄扔
到大街上。第二天，打扫街道时，再把
它们清扫到墙旮旯里，到正月十五夜
晚烤“柏灵火”时烧掉。据说，这样做可
以扔掉一年的旧愁，迎来一年的新喜。
邯郸西部一带，人们则以荡秋千的方
式欢庆佳节，元宵佳节前后，家家户户
搭起秋千架，男女老少在喜闻乐见的
形式中增添了节日乐趣。

在邢台，人们把正月初五称为“破
五”，也叫“恨穷日”。这天，人们大放鞭
炮而不串门，防止给别人家带去穷气。
有的地方，这一天要做些轻微的劳动，
希望通过象征性的劳动为家庭带来富
裕。如今，穷日子的时代早已过去，但
习俗依旧被延续着。这不是忆苦思甜，
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不能忘
却的乡愁。

从腊月开始的年，承德地区表现
得最为明显。年何以从腊月开始？古时
候的“年”，并非在腊月二十九或者三
十，而是在“腊日”，也就是“腊八”。南

北朝以后才把腊祭移至岁末。改用阳
历后，因春节多在“立春”之后，故把年
称之为春节。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煮煮肉，二十七
杀年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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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在承德广泛流传的谚语，将
年根儿底下人们的生活演绎得忙碌而
有序。

在衡水北部的深州、武强、安平等
地，元宵节则有“放灯”的习俗。人们习
惯把正月十五称作“小年”，这一天，各
家各户张灯结彩，人们互相宴饮，夜不
为禁。到了晚上，人们用黄米面做成灯
盏，用麦莛作灯捻儿，蘸食用油点着，
散放在屋内，或者把灯在自己或亲属
的头顶、四肢放一放，祈福消灾康健。

在石家庄无极，人们用剪纸、贴窗
花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感
受。在古城正定，每逢年节、庙会，人们
习惯以铿锵有力的常山战鼓表演予以
庆祝。在井陉，人们则以舞姿优美、古
朴典雅的拉花表达对节日的祝福。在
藁城，人们以制作、悬挂宫灯的方式，
表达情感，赞美生活……

习俗文化是一辈辈劳动人民对生
活的提炼，反映着一个地域人们对自
然的认知，对生命的敬畏，凝聚着华夏
儿女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人文情怀
和民族情结，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
基础。

古老的燕赵文化，朴实豪放的民
风，一句“慷慨悲歌”难道尽。尤其那些
散落存留于人民生活中的年节文化，
不正是我们认识家乡、怀念家乡、回归
家乡的路标吗？

时宪书、门神、对联、爆竹、扫舍、年
昼、馒头、水饺、辞岁、贺年，清代李光
庭在《乡言解颐》“新年十事”中，为我
们记录下了关于新春的诸多习俗。常
言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或许，
我们无缘目睹太多地方年节里的风
情，但不难发现，各个地方的春节习俗
在同与不同、相似而又迥异之间指向
同一个方向——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和
祝福，对更加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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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诗人王安石用深情
的笔触表达了对新春的希望以及和家
人团聚的喜悦。时光更迭，千百年来，
新春里饱含着的美好期许，被一代代
人们延续、继承和发扬着，春节的内
涵，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丰厚和沉实。

作家李舫曾经说过，春节是地球
上的一个奇迹，十几亿人在这个节日
里，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共
同激活华夏子孙的历史传统、唤起中
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冬奥会的圣火即将在新春里点
燃，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全世界的目光
聚焦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春节也必将
给予全世界全新的认知和感受。

其实，中国春节的习俗早已在千
百年前走出了国门。唐代，我国的夏历
和传统节日习俗流传到朝鲜半岛、日
本、越南等东亚地区，并为之采用，直
到今天，这些国家仍有保留和延续。现
在想来，春节里举办冬奥会，对于中华
儿女来说，甚至对于五湖四海而来的
朋友们来说，都将是一次值得纪念的
美好记忆。

冬奥会，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
一个文化碰撞融合、文明交流互鉴的
舞台。

春节，是存留在中华民族记忆里的
一颗璀璨之星，她蕴藏着一个民族的集
体意识，描绘着中华文化的鲜亮底色。
在人类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进程
中，文化的共融、共享、共通无疑是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一次良机。

时间没有国界，春天没有国界，文
化同样也应该没有国界。在又一个新
春到来之际，让我们共同在一场冰雪
运动的盛宴中，去感受丰富多彩的中
国年，让我们在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
节日里，携起手来，一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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