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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 吟唱

家乡年味别样浓家乡年味别样浓
□ 高望飞

外婆剪窗花
□ 谢春芳

麻花飘香

多少年心心念念，总想回老家过个年。
小时候过年，走进腊月，一股浓烈的年味便
扑面而来。东山的晨曦刚洒进村庄，芦花大
公鸡就扑棱棱地飞到院墙上，对着天边的红
日引颈鸣啼，给静谧的乡村平添几分生气。
方圆几个村相隔不远，张村、万村、谢村、罗
家沟、团城，彼此相见大都熟悉。那通往苏
村小镇的沙石路上，买回年画和鞭炮的小后
生，提着猪羊肉和烧酒惬意回家的红脸汉
子，拎着新买的葱蒜、海带、粉皮、黑酱等年
货往家赶的女人……大家相互打听着年货的
价钱、集市上的行情，说笑声、打趣声，村头
落了村尾起，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临近晌午时分，日头渐渐升高，冬天的阳
光也显得温暖而祥和。放了寒假的学生，成
群结队地串着巷子追逐，追逐新春，追逐幸
福，追逐那令人憧憬的生活景致。忙活了
一年难得几日休闲的男人们，叼着旱烟袋围
坐在村街头，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各家收成，
时不时望望村口，期盼在外务工或念书的

孩子早早回来过年。顽皮的小伙伴们掰着手
指大声数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
六……盼不得一眨眼就到了大年三十。热闹
街头，不知是哪个孩子放了个“穿天猴”，

“啪”的一声在天空炸响，一股淡淡的火药味
迅速弥漫开来。

乡下人过年大都要蒸几笼年馍，说是馍，
其实就是用白玉茭面蒸的团则，只是形状和
颜色如白面馍馍相差无几。到了年根，把白
玉茭在滚水里一汆，然后稍作晾晒，碾出的
面又白又黏，再掺少量米面，蒸出的年馍好
吃又好看。

蒸馍所用的柴火多半是孩子们周末捡回
来的，有牛羊吃了叶子留下光秃秃的玉茭
杆，有早在秋后就从田野里打回来的玉茭茬
根，也有大人们从山上砍来的硬柴，这样的
柴火耐烧火又旺。大约20分钟，一锅热气腾
腾、香味扑鼻的年馍就蒸熟了。条件好点的
人家，还要蒸少量花馍。蒸花馍讲究技巧，
先将面团搓成馍状，然后用剪刀在背部剪开
花，头顶摁颗绿豆，嘴巴衔枚酸枣，一只绿眼
睛、红嘴巴的小刺猬即刻活灵活现、栩栩如

生。如果谁家年前嫁了闺女或侄女，还须再
蒸些羊狗形状的年馍。元宵节前，娘家亲戚
给婆家送一筐“羊狗”状的食物，预示着闺女
一家的小日子会在新的一年过得红红火火、
衣食无忧。

临近年根，无论走到谁家，都会有一股香
喷喷的味道钻进鼻孔、钻进肚里，馋得你心
里直痒痒。吃，并非简单的充饥，其背后蕴
藏的智慧，才是最真挚、最淳朴的情感寄
托。在这氤氲着浓浓年味的香气中，孩子们
翘首以盼的除夕终于来了，整个村子变成一
个通红的世界，屋檐下是红红的灯笼，窗户
上是红红的窗花，门楹两侧是红红的春联，
就连牛栏、鸡舍、猪圈、磨坊都也贴着红，凡
与生活相连的地方都贴满了红。口里吃着红
枣馍，手里用着红筷子，盘里放着红酸枣，肚
上穿着红兜兜，上了年岁的人不好意思把红
显露在外，就在裤带上、衣襟边隐隐挂点
红。这红的渲染，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
和向往。

吃过年夜饭，再无往日的困顿。大人们
点着红蜡烛围坐在通红的火炉旁守岁，不吉

利的话都甭提，净拣一些开心话调侃，时不
时有朗朗笑声传出窗外，划破沉寂的夜色。
小伙伴们不愿待在家里，提前穿起过年的新
外套，打着红红的灯笼，拎着红红的鞭炮，东
跑西窜，相互炫耀着各自的满足。

大年初一，最开心的事是给本家长辈们
拜年，每到一家，婶娘们都要给个压岁钱，分
发些核桃、柿饼、软枣之类的食物。孩子们
并不把钱看得过重，他们看重的是压岁钱里
的那份丝丝柔柔的亲情，是长辈们对小辈的
美好祝福和希望。

儿时过年就一个“闹”字，小孩荡秋千、
放风筝、砸铜钱；大人舞狮子、耍旱船、唱道
情……一个动作、一种姿势、一份情趣，都是
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对传统文化的演绎，都
是炽热情感的释放、内心世界的表达。

童年，总希望自己长大，而今长大了，年
老了，却又希望自己像个孩子。我暗暗思
忖，什么时候能顺着那弯弯的老路，回到那
红彤彤闹腾腾香喷喷的老家，有滋有味过个
年，再沿着陡峭的西坡小路回姥姥家走趟亲
戚，那该有多么的惬意。

□ 张燕峰

诗林 漫步

村里的老母亲
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秘密
守候在炊烟袅袅的小屋
等儿女归来，盼团圆

雪花飘落，覆盖着大地的寂寥
牛羊在圈里欢快地叫
老父亲，行走在田埂之间
辛勤耕耘，只为丰收的喜悦

红炉火苗跳跃
一家人围坐，笑声满堂
火锅翻滚着年味
酒香四溢，醉人心扉

老父亲话多，母亲笑盈盈
儿孙满堂，乐融融
年味，就在这欢声笑语中
温馨、纯朴，弥漫在心头

开往春天的列车

□ 解先铭

等待新春
（外二首）

□ 陈来峰

父亲的手指在红纸上游走
一笔一画间是浓厚的情意
墨香四溢，春联舞动
书写着新年的祝愿

村头那盏红灯笼高高挂
照亮了父亲脸上那灿烂的笑
笔尖跳跃，墨迹如歌
是父亲给我们的温暖

年味在空气中弥漫
春联如蝶翩翩起舞
父亲的笔下，是丰收的希望
是家家户户幸福的祈愿

红纸上的字迹如诗如画
是父亲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他挥毫泼墨，激情四溢
为我们描绘出新年的画卷

父亲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
照亮我们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春联飘扬，是他的祝福
是我们心中最美的风景

窗外，冬日的阳光透过古旧的木窗斑驳地洒在地
板上，屋内则充满了过年的喜悦和温暖。思绪飘回到
那个古老的小镇，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味浓郁的午
后，难以忘记和外婆一起剪窗花的时光。

外婆是那个小镇上有名的手艺人，她剪的窗花栩
栩如生，每一剪都透露着岁月的智慧和独具匠心。小
时候的我，总是好奇地围在她身边，眼巴巴看着她那双
布满皱纹的手，轻巧地在红纸上舞动。

“剪窗花可不简单，要有耐心，要有想象。”外婆常
这样对我说。在那个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剪窗花成
了我们沟通和共享快乐的桥梁。外婆首先会在厚厚的
红纸上轻轻勾勒出图案，那些图案有时是繁复的牡丹
和菊花，有时则是简约的梅花或竹叶。每一次，她都会
让我猜这次的图案代表什么，而我总是兴奋地围绕着
她，好奇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

外婆告诉我，窗花不仅仅是装饰，它承载着文化和
祝福。牡丹代表着富贵，竹子则象征着坚韧。在那个
寒冷的冬日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剪纸的技巧，更是一
种文化的传承。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尝试自己剪窗花。最开
始的时候，我的剪纸总是笨拙而生硬，但外婆从不嫌
弃，总是耐心地指导我。她会告诉我如何调整剪刀的
角度，如何用力平稳。在外婆的指导下，我渐渐能够剪
出形态各异的花鸟、鱼虫。每当我剪出一个满意的作
品，外婆总是笑得像个孩子。

外婆的窗花不仅美化了我们的家，更美化了整个
小镇。每到春节，小镇上的很多人家都会贴上外婆剪
的窗花。那些红红的图案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温
暖和喜庆。人们走在街上，都会驻足欣赏，外婆的窗花
成了小镇的一道独特风景。

外婆的窗花，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情感的寄
托。它让我懂得了传统的重要性，懂得了在快节奏的
生活中，我们仍需要那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每当我
看到那些窗花，我就会想起外婆那慈祥的笑容、想起那
个充满年味的古镇，以及那段美好的时光。

随感 点滴

年的脚步近了
回忆像雪花纷飞
糖果的甜
引出儿时的欢笑

母亲在灶台转
炊烟带着香气飘
幸福在锅中沸腾
那是家的味道

火锅翻滚，笑声中
父亲举杯祝愿新春
母亲为我夹菜
心头泛起温馨

此刻，眼眶有些湿
感动化作浪花
年味浓如酒，醉人心
家的温暖，永记心间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喝过香
甜软糯的腊八粥后，令人向往的新年深情款款、缓
步走来。大人们开始紧锣密鼓筹备过年：洒扫庭
除、贴窗花、压粉条、磨豆腐……每一项都很重要，
但儿时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炸麻花。

炸麻花可是个技术活。由于那时只有过年才
会做，大多数人并不擅长。因此每逢炸麻花时，村
庄里的面食能手就会忙碌起来，她被邻居们请去做
现场指导，那是属于她的高光时刻。

面粉头一天晚上就要准备好，太阳一露头就被
搬到火炕上，煦暖的太阳光照在面粉上，让它挣脱
寒冷的怀抱，即为醒面，下一步开始和面。其中大有
讲究，面粉、水、麻油、鸡蛋、小苏打，要按一定比例放
好。和面也是个力气活，因为家家户户都要和十多
斤面，揉面非得青壮年男子才能胜任。于是，面食
师傅和揉面高手走家串户，便成了乡村一景。

怎么搓麻花呢？先是揪成大小相同的面剂子，
然后在宽大的面板上两头往反方向搓，搓成又细又
长的螺旋状后对折，再两头反方向继续搓，当搓到
一定长度时，再三折一下，然后把一端塞进去，这样
一个麻花就搓成了。女人们边搓麻花边愉快地聊
天，笑语盈盈。每个人的脸上都红扑扑的，像绽开
了一朵朵艳艳的桃花。

麻花搓好后，就开始最后一道工序，放在滚烫
的热油中炸一两分钟，炸至发红，用大笊篱捞出来
放到盆中，放满一盆再放到干净的笸箩里。有时候
人们还要炸一些江米条和馓子，都是小孩子们喜欢
的美食。

炸麻花是乡村盛事。炸好之后就要与左邻右
舍分享，还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一些。麻花很好
吃，轻轻咬一口，油香酥脆，唇齿留香，回味不绝，丝
毫不逊色于城里的糕点。自此，麻花便成了孩子们
的零食，饿了时吃一个，不饿时贪嘴也要吃半根。
大人们也不责怪，每个人都欢天喜地的，整个村庄
都笼罩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中。

现在，人们都过上了好日子，当年炸麻花的人
都已老去，再无炸麻花的心境和力气，各色糕点便
取代了麻花。但是，我仍然怀念多年前炸麻花的情
景，那是浓浓的父爱母爱的味道，那是守望相助的
家乡味道，更是魂牵梦萦的乡愁味道。

当风起飞时
风已不再是风
列车犹如一只不知疲倦的兽
从远方到远方

每到一个站台
快马加鞭
恨不得在云层
开凿一条通向远方的隧道

每一个旅客都带着别离的眼神
偶尔，也会聊几句沿途的风景
只是，漫不经心

不知谁提及故乡的年
于是
洪水决堤
空气中涌动起掩饰不住的喜庆

思念与牵挂的碰撞
激荡起故乡的涟漪
世界在飘动
回首望去，看见了熟悉的炊烟

乡思 乡愁

归途·游子
□ 谢春芳

在异乡的游子
一进腊月,像蛰伏已久的生灵
心在冥冥中，蠢蠢欲动起来

这个时候，回归着
儿时稚嫩的动作

掰着手指，算着归期
定格的日子，一步一步挪近
人们在车站码头聚拢
然后像候鸟一样，纷纷散去

风被向往吹散，雪被亲情融化
归途再遥远，也阻挡不住匆忙的脚步

每个人，把对家乡的眷恋
展成翱翔的翅膀
把对亲人的思念，融入鼓鼓的行囊

在异乡栽培了一年的相思花

在除夕之夜，溢着芬芳
欢快地绽放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
组成蜘蛛网似的赛道
承载期盼的火车汽车
像一个个跨栏运动员
把大地的经纬线，一条一条甩向后方

远山呼唤，树木招手
田野畅怀，河流欢腾
热情的脸庞遍布归途
窗外呼啸的风，组成啦啦队
为游子的征程，呐喊助威

岁月 如歌

年画记忆
□ 董国宾

年画年画，，就像年的眼睛就像年的眼睛，，亮晶晶地映出亮晶晶地映出
了年味了年味。。尤其在祖祖辈辈世俗的传统里尤其在祖祖辈辈世俗的传统里，，
年画是中国人过大年的必需品年画是中国人过大年的必需品。。在我小在我小
时候的记忆里时候的记忆里，，买年画就是把热闹的年请买年画就是把热闹的年请
到家里来到家里来。。

八九岁时八九岁时，，我认识几个字后我认识几个字后，，买年画买年画
的任务就归我了的任务就归我了。。最初最初，，父亲置办年货父亲置办年货
时时，，顺便从集市上买来年画张贴家中顺便从集市上买来年画张贴家中。。在在
那个对中国年充满无限向往的小小年纪那个对中国年充满无限向往的小小年纪，，
刚上学的我理直气壮地将父亲买年画的刚上学的我理直气壮地将父亲买年画的
任务给抢了任务给抢了。。父亲的脸笑成了花父亲的脸笑成了花，，一番叮一番叮
嘱之后嘱之后，，我快活得像一匹小马驹我快活得像一匹小马驹，，转头融转头融
入赶年集的人流之中入赶年集的人流之中。。

在那个衣食和民风简单淳朴的年代在那个衣食和民风简单淳朴的年代，，
庄户人家的房屋多为土墙庄户人家的房屋多为土墙，，也不粉白也不粉白，，阴阴
暗而窄小暗而窄小。。在粗糙的土墙上开一个方形在粗糙的土墙上开一个方形
的洞的洞，，随意按上一个木格框随意按上一个木格框，，就成了窗就成了窗
户户。。冬天为了抵御风寒冬天为了抵御风寒，，将透风的窗户塞将透风的窗户塞
上一把稻草上一把稻草。。庄户人安静地过着这样简庄户人安静地过着这样简
朴的时光和生活朴的时光和生活，，可每到过大年可每到过大年，，家家户家家户
户欢腾起来户欢腾起来，，仿佛吉祥罩在了年的头上仿佛吉祥罩在了年的头上。。
赶年集是乡村丰饶的热闹年景赶年集是乡村丰饶的热闹年景，，是冬天的是冬天的
冰寒与心中暖流激烈的交融冰寒与心中暖流激烈的交融。。我穿一身我穿一身
破旧的棉袄棉裤破旧的棉袄棉裤，，脚蹬一双不跟脚的棉脚蹬一双不跟脚的棉
鞋鞋，，嘴里嘴里““噗噗噗噗””地呼着热气地呼着热气，，脑子里别无脑子里别无
他念他念，，只记得把红红的年画买回家只记得把红红的年画买回家，，给年给年
增添一份安详增添一份安详。。

年画摊前人头攒动年画摊前人头攒动，，各式各样的年画各式各样的年画
一摊一摊地摆在地上一摊一摊地摆在地上，，也有的挂在摊主竖也有的挂在摊主竖
起的布幔上起的布幔上。。我挤在人群里我挤在人群里，，年画种类多年画种类多
得晃眼得晃眼，，各式各样的多得数不过来各式各样的多得数不过来。。画面画面
中有寿桃花卉的中有寿桃花卉的，，有麒麟凤凰的有麒麟凤凰的，，有鲤鱼有鲤鱼
元宝的元宝的，，有山水鸟鱼有山水鸟鱼、、松竹梅兰图案的松竹梅兰图案的，，还还
有历史典故有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神话传说、、戏剧照片戏剧照片、、民俗生民俗生

活类活类。。其实这些我还不懂其实这些我还不懂，，小小年纪更说小小年纪更说
不出个究竟来不出个究竟来，，只觉得红红花花的年画只觉得红红花花的年画
里里，，藏着我的年藏着我的年。。我从衣兜里慢吞吞地掏我从衣兜里慢吞吞地掏
出父亲给我买年画的零钱出父亲给我买年画的零钱，，果断地买了一果断地买了一
幅一个大胖小子抱着一条大红鲤鱼的年幅一个大胖小子抱着一条大红鲤鱼的年
画画。。回到家里回到家里，，父亲开心地说父亲开心地说：：““这预示着这预示着
咱家的日子咱家的日子，，一年会比一年好喽一年会比一年好喽。。””

此后此后，，每年临近春节每年临近春节，，我都会和同伴我都会和同伴
一起逛年集一起逛年集、、买年画买年画。。从贴在土墙上的一从贴在土墙上的一
幅幅年画中幅幅年画中，，我闻到了浓郁的年味我闻到了浓郁的年味，，渐渐渐渐
觉得中国人的年觉得中国人的年，，是大海是大海，，是高山是高山，，是读不是读不
尽的一本巨著尽的一本巨著。。等我真切看到红红的中等我真切看到红红的中
国年国年，，是从古老历史文明中跳出来的时是从古老历史文明中跳出来的时
候候，，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隆重的中国年隆重的中国年，，又又““咚咚咚咚咚咚””地大步朝地大步朝
我们走来我们走来。。想起当年买年画想起当年买年画，，我又一次看我又一次看
到到，，中国人的每一个年俗中国人的每一个年俗，，都是一份穿越都是一份穿越
历史的厚重历史的厚重，，是一份金贵是一份金贵！！

散文 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