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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盛世喜迎春
□ 姜宝凤

古诗里的春节

从古到今，春节都是一个非常隆重的
节日。尤其古人赋诗以歌咏，常常用诗歌来
表达自己欢度春节的心情。

耳熟能详的首推北宋王安石的《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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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苏”是
用祛疫驱邪的屠苏草浸泡的酒，“桃符”是
书写神荼、郁垒两位民间神的桃木板。燃爆
竹、喝屠苏酒、换桃符，这些都是古人过春
节的习俗。此诗寥寥几笔，春的气息便扑面
而来，迎风送暖，生动地展现了一幅民间风
俗画卷。这首诗作于王安石推行新政期间，
新年新气象，自然别有一番天地可为。

“爆竹”“屠苏”“桃符”，这些春节的“符
号”在古人的诗句里出现得很多。如宋代陆
游《除夜雪》云：“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
草写桃符。”半杯屠苏酒还没开始举杯喝
呢，便着急地用草书字体赶写新桃符了。清
代孔尚任《甲午元旦》云：“听烧爆竹童心
在，看换桃符老兴偏。”诗人写此诗时，已六
十六岁，依然童心不改，喜欢听爆竹声凑热

闹，足见当时的喜悦之情。至于清代叶颙
《已酉新正》云：“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
窝。”喝酒更是喝出了兴致，欢笑声都直达
云霄，心情更见一斑。

春节饮酒，当然不只有“屠苏酒”。唐
代孟浩然《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云：“旧
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听着《梅花》旧曲，
畅饮新蒸的柏酒，在推杯换盏之间喜迎春
节。唐代杜甫《杜位宅守岁》云：“守岁阿戎
家，椒盘已颂花。”柏酒即柏叶酒，再加一些
花椒即成椒柏酒，可以祛病驱邪。

春节，对所有人来说，更多的是团聚团

圆。一家人聚在一起守岁，吃年夜饭，开怀
畅饮。宋代戴复古《除夜》云：“万物迎春送
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生盆火烈轰鸣竹，
守岁筳开听颂椒。”一年就要结束，年夜饭
开席了，一个个都开始用椒柏酒向长辈敬酒
了，好不热闹！清代叶燮《迎春》云：“律转
鸿钧佳气同，肩摩毂击乐融融。不须迎向东
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一年新旧交替之
时，车马行人摩肩接踵却其乐融融。春在哪
里呢？就在千家万户，在所有人的家里。不
着团圆一字，却尽显团圆之意。

除了团圆这个主题，古人也借春节这
个特殊的日子抒怀，或抒发思乡之情。如唐
代高适《除夜作》云：“故乡今夜思千里，霜
鬓明朝又一年。”除夕之夜，诗人孤身一人，
这“千里”“又一年”，岂不更增添思乡之情，
感叹时光流逝之快呢？或表达美好的期望，
如唐代卢照邻《元日述怀》云：“愿得长如
此，年年物候新。”预祝岁岁风物日日添新，
所有人都能过上美好祥和的生活。

□ 周丹

年味记忆

年，是春节的别称，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年
祭祀演变而来，它穿越了千年时光，融入华夏
血脉，成为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温
情律动，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

年，是中国人归家的讯号。“有钱没钱，回
家过年。”过年，家是所有人的方向，这呼唤镌
刻在民族基因里，沉淀于游子乡愁中。“家”，
不仅是地理的，更是精神的。不仅是故土芬芳
与父母恩重、耳畔乡音和舌尖味道，更是历史
与文化、血脉和根基。正因如此，过年的最大
主题就是团圆，团圆象征着美满，团圆象征着
天伦之乐与人生最大的幸福，团圆诠释了人世
间的要义。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它也维系
着中国这个大家庭的强大凝聚力。

年，是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
结晶。而年文化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

大成者，正如冯骥才先生说的：“春节是中华民
族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和审美的传承载
体，是中华文化形象最迷人的体现。”中国年里
团圆祥和、事亲尽孝、慎终追远、除旧布新、祈
福纳祥等文化习俗，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
生活根脉，代表着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始终不渝
的价值追求和生活理想。

年，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中国人过年最
讲究仪式感，而这种仪式感和附于其上的精神
价值，常常就承载于临近年根儿的每一天年俗
活动中。一进入腊月年味扑面而来，腊八节一
碗香气四溢的腊八粥，熬的是岁月的温暖，品
尝的是新年的第一抹甜。到了腊月二十三，这
一天俗称“小年”，又叫“祭灶节”，中国有“民
以食为天”之说，而“食”从灶来，所以掌管灶
的神仙便是“一家之主”，也就是灶王爷，因而
是不可怠慢的，要供奉糖瓜，好让灶王爷“上天

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之后便是“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

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每天一个讲究，家家户户
开始打扫收拾屋子，拆洗被褥和床单，清洗窗
帘，擦拭窗户玻璃，准备干干净净过年。随后
是蒸馍、炸丸子、炸油果子，还有杀猪宰鸡、酱
肉卤菜，蒸、炸、煮、炖成了主旋律，人们忙得
不亦乐乎。

各种各样的年俗，慢慢就把年的气氛推向
高潮。三十这一天，要做的事更多，挂灯笼、贴
春联、糊窗花等。伴随着欢笑声，那一桌热气
腾腾的年夜饭是所有人的向往与依恋，举杯畅
饮，普天同庆，团圆欢快的气氛盈满了每个人
的脸庞。身在这温馨幸福的一刻，感觉一整年
的劳碌辛苦都值得。

年就像一面镜子，在数千年的流转间，映
照出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样貌和情感寄
托，凝聚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人文历史和丰厚的
文化内涵。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着时
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年也在不断地演变，已成
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架起中华文
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沟通对话的桥梁。

春节，是阖家团圆、幸福吉祥的节日。
它从古老的时光里走来，满载着新春的希
望，把温暖和快乐沉淀在我们灵魂深处。小
时候，美食、春联、新衣、旺火、鞭炮，这些都
让我对春节充满无限期待。

在我的童年时代，一进入腊月，奶奶就
忙碌起来，切肉、捏丸子、起油锅、炸丸子、

做烧肉、蒸花馍。小院的灶膛里，燃起金黄
的火焰，院子上空飘起袅袅炊烟，一派繁忙
的景象。

我最喜欢奶奶做的红枣馍馍。蒸锅里
升起白色的水雾，一丝一缕都裹藏着我们
对新春的盼望。蒸好后吃一口，热热的，甜
甜的，浓郁的枣香绽放在舌尖，心里也尽是
甜蜜。

爸爸每年都会亲手写春联，他从集市买
来一卷红纸，裁剪、提笔、蘸墨、落字，空气
中流淌着清新的墨香。我帮着一起裁纸，于
是我手上也沾满了红，像涂了一层胭脂。写
好后的春联，墨迹未干，白日里闪着亮亮的
光，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喜庆。

妈妈也为我准备好新衣服。她提前为
我织好毛衣毛裤，然后整齐地放进柜子里。
那时，我经常会把新衣服拿出来，看了一遍
又一遍，心里欢喜，就想着赶紧过年吧，过
年就可以穿上新衣服了。

盼呀盼，终于到了除夕夜。奶奶为家人
们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有圆圆的丸子，香
糯的烧肉，金黄的炸带鱼，各色鲜嫩的清炒
时蔬，飘香的炖鸡腿……摆了满满一桌，令
人眼花缭乱。小孩杯里倒满甜饮料，大人杯
中斟满白酒，大家举杯畅饮，边聊边吃，满
屋子都是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又温馨。

当新春的钟声敲响，我们偷偷地许愿：
愿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事事如意！

诗林 漫步

岁月吹奏的短笛
温暖了村庄春节的色彩斑斓
春节是一串跳动的音符
漾起圈圈幸福的涟漪
回荡在每一张笑容可掬的脸庞

时间翻阅的台历
搁浅了村庄春节的经典诗篇
春节是一首团聚的歌谣
漾起春意盎然的希望
定格在每一串余音袅袅的琴弦

爆竹燃起的吉祥
摇曳着村庄春节的心驰神往
春节是一段交响的旋律
洋溢在心中的中国红
无声地融入祖国的蒸蒸日上

站在新春的起点
感慨繁花似锦安居乐业的生活
春节是一面鲜艳的旗帜
飘扬在每个人的心中
是一种既定目标
也是一种奋斗梦想

佳节 趣谈

苍茫大地冰雪封，奇有俏枝来报春。
张开小萼偷眼看，山川河谷都安静。
轻声唤醒众姐妹，瞬间万紫又千红。
骚人提笔写花色，叹惋不见她踪影。
借问仙君哪里去？洒下芳香不回身！
喜见世间真高洁，无涂无染无贪心！

寒梅报春
□ 董志智

龙字 成语

《金龙腾飞》（篆刻） 边遥 作

《龙开春幕》（剪纸） 武英 作

《鲤跃龙门》（剪纸） 武英 作

鱼跃龙门
比喻举业成功或者

地位高升。

龙马精神
比喻人奋发向上的

精神和样子。

藏龙卧虎
指隐藏着未被发现

的人才或深藏不露的人。

矫若游龙
常用于形容书法笔

势刚健，或舞姿婀娜。

文炳雕龙
指文章写得很出色，

极富文采。

神龙见首
指诗文跌宕多姿。

蛟龙得水
比喻有才能的人获

得施展的机会。

龙飞凤舞
神龙腾飞，凤凰起

舞。形容山势绵延起伏，
或书法笔势遒劲飘逸。

画龙点睛
写文章或讲话时，在

关键处用几句话点明实
质，使内容生动有力。

活龙活现
形容神情逼真，使人

感到好像亲眼看到一般。

龙吟虎啸
像龙在鸣，虎在啸。

比喻相关的事物互相感
应，也形容人发迹。

龙争虎斗
指双方势力难分高

下，争斗非常激烈。

飞龙乘云
指龙乘云而上天，比

喻英雄豪杰乘时而得势。

凤骨龙姿
指超凡的体格仪态。

龙眉凤目
形容贵人相貌不同

寻常。

神龙马壮
比喻身体健壮、气宇

轩昂。

龙骧虎步
像龙马昂首、老虎迈

步。形容气概威武雄壮。

乘龙快婿
用作称赞别人称意

的女婿。

笔走龙蛇
形容书法生动而有

气势。

骥子龙文
原为优秀子弟的代

称，后多比喻英才。

篆书

郭万贵郭忠东李建红 作

“龙”书法

隶书

□ 张师伟

行书

——摘自央视新闻《夜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