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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楹联文化
□瑜玫

文化瑰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传递着喜庆新春的希望
它不仅仅是文字的简单堆砌
而是文学的魅力在极致张扬
把春意和寄托定格在红纸上
做个有心人挥毫泼墨
让楹联千家万户纷呈万象
它浸润了诗词的千年烟火
浓缩了中国汉字的无穷力量
借古喻今潇洒豪放
唯美的一年愿景和企盼
鲜红的组合坚守吉祥荣光
辞旧迎新燃亮山山水水
华夏精粹必将在世界芬芳

记忆中的童年，春节是一
年里最盛大的期待，而写春联
则是这场盛大期待中最具仪
式感的前奏。那时，当冬日的
寒风开始凛冽，空气中便隐隐
弥漫着年的气息。我和哥哥
怀揣着父母给的些许零钱，像两只欢快的小
鹿，一路小跑来到村头的代销点。货架上摆
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但最吸引我们的，莫
过于红纸和包装精美的小白兔糖果。

我们小心翼翼地挑选出几张红纸，那鲜
艳的红色，仿佛是即将到来的新春热烈的召
唤。将剩下的 2 毛钱换成 4 块小白兔糖果，
迫不及待地剥去糖纸，把糖放入口中。刹那
间，那甜蜜的滋味在口腔中绽放开来，仿佛
整个世界都变得甜蜜而美好，每一个味蕾都
沉浸在这简单纯粹的快乐之中。

怀揣着红纸和满心的欢喜，我们蹦蹦
跳 跳 地 来 到 村 里 那 位 擅 长 书 法 的 老 师
家。老师家的小院此时热闹非凡，前来求
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大家自觉地按照先
来后到的顺序排着队，仿佛在进行一场庄
重的仪式。老师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日
里总是一副温和谦逊的模样，对于大家的
请求，来者不拒。

有的人家里宅院大，需要的春联多，从
大门、二门到厨房门、柴门，甚至牛圈门以及
厕所门，都要贴上寓意吉祥的春联，便要求
老师写七八副之多。老师总是微笑着点头，
或按照自己的思路临场挥毫，将对生活的美
好期许融入笔端，或翻开那本略显陈旧的

《对联大全》，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寻找最契
合的语句。

准备妥当后，老师把毛笔在墨盒里蘸
了又蘸，毛笔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只见他
凝神静气，运笔而下，毛笔在鲜红的纸上如
蛟 龙 出 海 ，灵 动 飘 逸 、力 透 纸 背 。 不 一 会
儿，一副对仗工整、字迹俊逸的春联便呈现
在眼前。那书写未干的春联，散发着一种
特殊的墨香。

求写春联的人实在太多，从腊月二十三
开始，一直到年三十上午。老师每天热心地
为村民们书写春联，常常连中午饭都顾不上
吃。大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人悄悄往

他口袋里塞一包烟，有人拿来刚
出锅还冒着热气的炸丸子，想要
表达感激之情，却都被老师一一
婉拒，总是轻描淡写地说：“过春
节 图 个 高 兴 ，帮 大 家 写 几 副 春
联，举手之劳。”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随着时代的飞速
发展，每 到 年 关 ，大 街 小 巷 摆 满 了 各 式 各
样 卖 春 联 的 摊 位 。 一 副 副 制 作 精 美 的 金
粉 春 联 ，在 微 风 中 轻 轻 飘 荡 ，它 们 色 彩 艳
丽、金光闪闪，乍一看夺人眼球，却少了那
份 手 写 春 联 的 温 度 与 情 感 。 越 来 越 多 有
着怀旧心理的人，开始怀念那些年在村子
里 请 老 师 书 写 春 联 的 情 景 。 那 不 仅 仅 是
几 副 春 联 ，更 是 一 段 温 暖 的 时 光 ，一 份 浓
浓的乡情，一种对传统春节文化的执着坚
守。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似乎走得太
快 ，忽 略 了 那 些 曾 经 最 质 朴 、最 纯 粹 的 美
好。或许，我们应该停下匆忙的脚步，重拾
手写春联的传统，让那饱含深情的笔墨，再
次在红纸上流淌出对新春的美好祈愿，让那
份失落已久的年味，重新在心底弥漫开来。
因为，那不仅仅是春联，更是我们对童年、对
故乡、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

过了眼前这座大山就是一马平川的中原地区了，一
眼望不到头的车流从涵洞排上了高架桥，强三秦心急如
焚，原计划上午 10 点赶回西城，所以一家三口驾车出发
时就没多带食品和水。早上 6 点下起了小雪，两省交界
的高速公路上车流如蜗牛爬行，两三个小时前进不了 5
公里。后天就是除夕，多少人想赶在除夕前回到家。

“还有退烧药没有？儿子体温又上来了。”妻子庞
娟说。

“不是告诉过你没有吗？问几遍了？”强三秦有些不
耐烦，“都怪你，我说咱们提前一天出发，你就是不听。
唉，大小事都是你拍板，你拍过的没一回顺的。”

“你能？我说带点方便面和水，你说老家孩子的奶
奶开有商店，用不着，连包饼干都没带。”庞娟说。

“那我不是带了两个空瓶子吗，否则你那两脬尿能
在车里解决？”强三秦不甘示弱。

“不想跟你吵了，天刚亮那会儿找前边的司机大哥
借的水，这次我往后边去，借点退烧药和水，掏钱买也
行。”庞娟下车向后边走去。

好话说了一箩筐，终于向一名医生借到了两粒退烧
药和一瓶水。任凭医生批评“出门前都不做准备”“带着
小孩儿心怎么这么大”，庞娟只能微笑着连称：“是，您批
评得对。”医生就是心细，小零食装了两大兜，一箱纯净
水就剩 3 瓶了。“都是借给像你这样的马大哈了。”看似埋
怨，但医生表情特自豪：“连续三年春节都是我值班，今
年同事们说啥也不让我值，硬是把我撵出了医院。还是
走得太急，否则我会再掂一箱水、一箱方便面。”

堵在高速路上，人们表现各不相同。有的男人下车
“方便”后抽根烟，有的女人下车后打开手机音乐跳起了
广场舞，有人兴奋地搞起了现场直播：“前方发生了剐
蹭、追尾。”“后方已经被附近的村民开始大量投喂……”

这消息令人振奋，人群翘首以盼，盼望着方便面、火
腿肠能从后方传递过来。

强三秦他们滞留的这个地方颇为尴尬，身后是涵
洞，脚下是高架桥，一侧是约 5 米宽的陡坡，刺槐密布，另
一侧是几十米深的峡谷，即使来了救援队，也不好靠近。

又过了 1 个小时，搞视频直播的也不耐烦了。不
论 是 前 方 还 是 后 方 ，救 援 物 资 一 直 无 法 传 递 到 这 处

“绝境”。
庞娟说：“沟底很远处那是疙瘩村。”
强三秦说：“你咋肯定？”
庞娟说：“手机上有地图，导航也有。”
实际上，从凌晨起，疙瘩村村民已经主动向高速上被

困者运送物资了。男女老少肩扛手提，送开水、面包、方
便面、火腿肠，直到搬空了村中的两个小卖部。

通过网上查找，庞娟终于查到疙瘩村一名村干部
的手机号，幸运的是居然拨通了。村干部这才知晓，
村子正南半山腰处还有大量被困者。“你抓紧统计大
家所需物资，然后把清单发到我微信上，我的微信号
就是这个手机号……”村干部一边组织人马一边紧急
联系物资。

经过 轮 番 搬 运 ，村 民 已 经 精 疲 力 尽 ，但 听 说 南 山
半腰有人受困，纷纷请战。村干部根据年龄等实际情
况 迅 速 成 立 一 支 救 援 突 击 队 。 第 一 波 ，3 个 5 人 小 组
从高、中、低三段紧急清雪除障，架梯拴绳。第二波，3
个 3 人 小 组 配 合 运 送 开 水 和 方 便 面 。 雪 厚 坡 陡 荆 棘
丛生，人们用长绳把暖水瓶和食物绑在身上，手脚并
用往上爬。

这样不行啊，虽然送了几趟物资，但是效率太差。
“长顺，叫几个年轻人，上到桥基护坡顶，刨两个小平台，
把锅和干柴弄上去，直接烧开水。俊峡，你组织一支妇
女送水队，供长顺他们烧开水。”关键时刻村干部作出紧
急调整。

人多力量大，加上小视频现场直播，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绝境”救援。连烧几锅开水后，有一对新婚夫妻送来
半扇羊排、十碗小酥肉。高架桥上有人大喊：“同志们，让
我们一起向这对新人致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

“早生贵子”……虽然大家喊得有点乱，但是响彻山谷。
伴随着“嗡嗡”声，两架悬挂着降压药和退烧药的无

人机向高架桥上飞去……
下午 3 点，强三秦和庞娟终于回到了西城老家。“妈，

我记得你原先给别人做过锦旗，那些材料还有没有？”庞
娟问。

“有、有！”母亲笑着说，“三秦电话里都给我说了，
这回多亏了疙瘩村的人。你把锦旗上的词儿想好了，
我这就去后院拿材料连夜给你做出一面感恩旗。”

“嘭——”乡 村 的 年 味 ，随 着
玉米花的清香弥漫开来。

在豫西乡村，无论小镇的街东
街西，还是乡村的村头巷道，乡亲
们过年都要爆上几袋子玉米花，除
了自己吃，还要招待客人。腊月
里，那个爆玉米花师傅脸被烟火熏
得黝黑黝黑，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
乎。风机“嗡嗡”，火苗升腾，炒锅
里滋滋响。时间一到，一声巨响，
白烟散去，香喷喷的玉米花喷进袋
子里，一些“调皮”地飞落在地上，
小朋友们欢快地抢拾着。

赶年集，成为乡村人腊月里常
挂在嘴边的话题。当冬日煦暖的
阳光，沐浴在高山小镇朱阳镇的大
街小巷，从锦屏路到银河路，从玉
泉路到弘农涧河南岸的崇阳路，车
水马龙，熙熙攘攘。昔日清静的小
镇，顿时沸腾起来。家乡小镇位于
陕豫两省卢（卢氏）灵（灵宝）洛（洛
南县）三县交界处，操着三地不同
口音的人们来置办年货。赶年集
时，有的家庭选派几个代表，有的
甚至全家出动。猪肉、粉条、花生、
瓜子、糖果、干果等年货琳琅满目；
春联、年画、窗花分外喜人。人们
从这个店铺进，从那个门店出。逛
累了，便三五成群坐在台阶上歇会
儿，饿了，喝一碗羊肉汤，或就着石
子馍吃一碗凉粉。夕阳西下，人们
大包小包，满载而归。赶年集，不
仅仅是置办年货，而是体验一年一
度的幸福和喜悦。

过 了 腊 八 ，孩 子 也 放 假 了 。
外出务工的“候鸟们”，也叽叽喳
喳地返村了。曾经宁静的村庄热
闹 起 来 ，家 家 户 户 也 开 始 忙 年
了。攒年柴、蒸年馍、杀年猪、搭
油锅、扫院子……每个环节都不
能少。院内院外，荡漾着笑声，飘
溢着香气。木架子上，铁丝上，晾
晒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被单。乡
村 的 年 味 伴 随 着 浓 郁 的 烟 火 气
息，越发浓郁。

蒸 年 馍 ，是 乡 村 过 年 一 个
重 要 的 环 节 。 和 面 、拌 馅 儿 、烧
火 …… 每个成员分工明确，还会
特意为小孩子蒸上几个“十二生
肖”等寓意浓厚的花馍，如“灵蛇
献瑞”“金虎闹春”“飞龙在天”等
花馍，备受小孩喜爱。那新出锅
的年馍，雾气飞腾，香气缭绕。

挂红灯笼，贴窗花，贴春联，
满眼的火红，是过年最动人、最喜
庆 的 颜 色 。 那 栩 栩 如 生 的 红 窗
花，精美的图案，宛如一幅幅美丽
乡村幸福的画卷；那高高挂起的
红灯笼，照耀着乡村的夜晚，如梦
如幻，如诗如画，同时也照亮在外
漂泊的人回家的路。

年味，是对幸福的虔诚叩拜，
是祈求天地，祈求丰年和安康，是
对美德的大力弘扬，也是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年味，是年俗，是人们对和谐
美满的渴望，也是对至善至美的
执着追求。

年味，是父母居住的那个家，
是缭绕我一生的挂念和幸福。

春节前夕，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将世界
卷入一片混沌与洁白之中。我向来钟情雪
花，喜欢它们在空中轻盈舞动的姿态，然而
比起雪花，我更倾心于雪中蜡梅绽放的那一
抹惊艳。怀着对这份美好的期待，我穿上棉
衣，迫不及待地奔赴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
开启这场雪中寻梅之旅。

一路上，雪花落在我的肩头、发梢，凉意
沁入心底。踏入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仿佛
踏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冰雪仙境。循着记忆，
我来到蜡梅园。眼前的景象宛如一幅绝美
的画卷。一株株蜡梅树错落分布，枝头的蜡
梅花在白雪映衬下愈发娇艳动人。它们有
的含苞待放，像羞涩的少女半掩娇容；有的
肆意盛开，金黄的花瓣层层舒展，毫无保留
地展示着自己的美丽。“梅须逊雪三分白，雪
却输梅一段香”，雪花洁白无瑕，蜡梅的香气
却为单调的冬日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韵味，那
清幽淡雅、沁人心脾的芬芳，在空气中悠悠
飘荡，让人心旷神怡。

我漫步在蜡梅园的小径上，脚下积雪发
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每一步都像是踏入一
个被雪与梅装点的纯净世界。我轻轻抚摸

蜡梅的枝干，感受它粗糙的纹理，那是岁月
留下的痕迹，也是生命坚韧的见证。

这时，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一位老者。他身
着黑色风衣，脖子上挂着一台略显陈旧的相
机，正专注地拍摄雪中蜡梅。他时而蹲下寻找
独特角度，时而侧身调整相机焦距，神情专注
而投入，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眼前的蜡梅。

我被老者的专注吸引，走到他身旁。他
察觉到我的存在，转过头微笑着点头示意。
看着他相机屏幕上的照片，每一张都将蜡梅
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纷飞雪花中，蜡梅
更显风姿绰约。我不禁赞叹：“您拍得真好，
这些照片就像把蜡梅的灵魂都捕捉下来了。”

老者笑了笑，眼中闪烁着光芒，说道：
“我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来拍蜡梅，它们在
雪中的姿态实在是太美了，每一年都有不同
的感觉。这雪与梅，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冬
日礼物，值得用镜头记录下来。”说着，他又
将目光投向蜡梅，继续拍摄。

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老者专注的身影，
心中感慨万千。在这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他独
自一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相机定格美好
的瞬间。这份对美的执着追求，这份在喧嚣世

界中寻得的宁静与坚守，让我深受触动。
雪 依 旧 在 下 ，大 片 雪 花 纷 纷 扬 扬 地 飘

落，落在蜡梅花上，与金黄的花瓣相互映衬，
形成绝美的画面。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
气，让清冷的空气与蜡梅的香气充满整个胸
腔，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在这蜡梅园里，时间仿佛静止。我与老
者一同沉醉在雪景梅香之中，忘记了外界的
纷扰。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回过神来，向老
者告别。他依然专注拍摄，似乎想要将这雪
中蜡梅的每一个瞬间都收入相机。我沿着
来时的路缓缓走出蜡梅园，回头望去，那片
被大雪覆盖的蜡梅林，在纷飞的雪花中显得
更加静谧而美好。

这场雪中寻梅之旅，让我领略到雪与梅
的绝美风光，更在与老者的相遇中，收获了
一份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带着这份美好
与感动，期待着新的一年，如同这傲雪绽放
的蜡梅一般，在生活的磨砺中，绽放出属于
自己的光彩。

岁末的风，如一支蘸了霜雪的笔，在天
地间勾勒出冬的轮廓。当新年的跫音在时
光的甬道中隐隐传来，我站在尘世的一隅，
悄然温上一壶老酒，以一种最熨帖的姿态，
迎接新年的莅临。

这壶老酒，是岁月沉淀的馈赠。它静卧在
时光的深处，周身沾染着往昔的烟火气息。古
朴的陶制酒壶，壶身泛着暗哑却温润的光泽，
似在诉说着那些被遗忘在角落的故事。轻轻
拔去木塞，刹那间，醇厚的酒香如一缕缕袅袅
的轻烟，悠悠地升腾、弥漫开来。那香气，浓郁
而不张扬，恰似冬日暖阳下的一抹温柔，带着
岁月的醇厚与绵柔，瞬间将人包裹。

在这酒香的氤氲中，我的思绪如脱缰之
马 ，穿 越 时 光 的 藩 篱 ，回 到 那 些 旧 年 的 时
光。儿时，新年总是在一片热切的期盼中姗

姗来迟。那时候，村庄被皑皑白雪覆盖，宛如
童话中的世界。大人们在忙碌地准备着年
货，孩子们则在雪地里嬉笑玩耍，清脆的笑声
在清冷的空气中回荡。夜幕降临，一家人围
坐在温暖的土炕上，一盏昏黄的油灯闪烁着
微弱的光。父亲从柜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那
瓶珍藏许久的老酒，轻轻斟上一杯。酒液在
灯光下泛着琥珀般的光泽，父亲浅酌一口，脸
上露出满足的神情。那酒香，便在这小小的
屋子里弥漫开来，与年夜饭的香气交织在一
起，成为记忆中新年最温暖的味道。

随着时光的流转，我已经从不谙世事的
懵懂少年成长为立足岗位的时代青年。如
今 ，高 科 技 的 发 展 ，年 的 模 样 也 在 悄 然 改
变。城市的霓虹取代了乡村的繁星，高楼大
厦代替了低矮的平房。每到春节期间，我温
一壶老酒的习惯却从未改变。在新旧交替
的时刻，我喜欢独自一人，坐在窗前，让月光
洒落在酒壶上。将酒缓缓倒入杯中，看着酒
花在杯中跳跃，仿佛看到了岁月的涟漪。举
杯轻抿，那辛辣中带着甘甜的滋味，顺着喉
咙缓缓流下，在心底燃起一团温暖的火焰。

这老酒，就像一位知心的老友，在新年
的夜里，与我倾心交谈。它让我忆起那些曾

经的欢笑与泪水，成功与失败。那些过往的
岁月，无论是平淡如水，还是波澜壮阔，都如
同这酒中的韵味，在岁月的发酵下，变得愈
发醇厚。在它的陪伴下，我不再惧怕新年带
来的未知与挑战，因为我知道，过去的经历
已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温一壶老酒，也是在温暖着新年的憧
憬。当酒香在空气中弥漫，我仿佛看到了新
年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那画卷里，有春
日的繁花似锦，有夏日的绿树成荫，有秋日
的金黄麦浪，有冬日的银装素裹。我看到自
己在这四季的更迭中，怀揣着梦想与希望，
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或许会有风雨，或许
会有坎坷，但有这老酒的陪伴，心中便有了
无尽的勇气。

新年，是时光的一次重启，是心灵的一
次洗礼。而这壶老酒，则是连接过去与未来
的桥梁。它让我在回首往昔时，能心怀感
恩；在展望未来时，能充满信心。在这喧嚣
的尘世中，温一壶老酒，迎新年，是对生活的
一种热爱，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

新年的钟声敲响，我将带着这壶老酒的
温暖与力量，踏上新的征程，让岁月的酒香，
在生命的长河中，永远弥漫。

回 家
□徐新格春

节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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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前夕，是父亲最开心的时
候，按照惯例，他会陆陆续续收到小辈们
送来的特殊“年礼”。多年来，这“年礼”让
父亲珍爱有加，开心不已。

乡下老家的小院很别致，在堂屋里
的 一 面 墙 上 张 贴 着 许 多 花 花 绿 绿 的 奖
状 和 荣 誉 证 书 。 这 便 是 父 亲 每 年 收 到
的特殊“年礼”了。

说起这面墙和那些奖状，我有着久远
的记忆。打小我就记得爷爷家的墙上贴
满了新旧的奖状，有爷爷的，有父亲的，有
叔叔的，还有姑姑的。奖状的内容各不相
同，什么“先进生产者”“五好社员”“劳动
标兵”等。爷爷每收到一张奖状，喜得合
不拢嘴，连声夸赞，认真张贴。父亲和叔
叔几个更是不敢懈怠，努力表现，年年拿
奖。

爷爷去世前，将满墙的奖状揭下交给
父亲，并嘱咐说，留着它，给孩子们讲讲怎
样生活。

果然，父亲经常拿出那些发黄的奖
状，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不仅如此，父
亲还用一面墙来张贴我们的奖状。那时，
上学拿奖状成了我们兄妹几个竞相比赛
的事，放寒假能交给父亲一张奖状，是我
们最荣光的，因此，我们的学习成绩也一
路攀升。

参加工作后，单位不兴发奖状了，只
发荣誉证书。父亲还是乐此不疲，将我们
的证书拿去张贴，说，贴上好，影响别人，
也激励自己。

再后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成家立
业，有了子女，我们的下一代也被老父亲
激励得憋着劲地竞争。我女儿就是这样，
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优秀，放了寒假，
第一件事就是把获得的奖状送到爷爷那
儿，看爷爷认真地贴到墙上，那种自豪感
就甭提了。后来女儿到湖南上大学，高校
也不兴发奖状了，可女儿喜欢写作，加入
了大学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第一年就带回

来一摞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书。她爷
爷一边往墙上张贴一边自豪地说：“孙女
送我的这份年礼最重了，我们老魏家要出
才女喽！”

这几年，农村的生活也富足了，老父
亲手里也有了不少的余钱。每年除夕夜，
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父亲总是
陶醉地看着墙上那些奖状和证书，讲评过
后，就高高兴兴地为每个奖状的主人发着
他制定的特别奖金，一大家欢声笑语，其
乐融融。

看父亲这样，我说：“您让小辈们这样
长进和出色，我们应该感谢您，给您发年
终奖金才是。”

父亲眯着眼认真地说：“给我多少钱
我也不稀罕，这些奖状和证书就是送给我
的最好年礼！”

我想，那一张张奖状并非一张薄薄的
纸，也并非只是父亲谓之的“年礼”，它其
实就是你追我赶的良好家风啊。

年味缭绕
□冯敏生

□魏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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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寻梅祈福新年

□王绵民

怀念童年 写 春 联
□九尾狐

温壶老酒迎新年
□梁敏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