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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上窗花过大年
王同举

“小剪刀，手中拿，我学奶奶剪窗花；剪梅花，
剪雪花，剪对喜鹊叫喳喳……”几张大红纸，一把
小剪刀，一双巧手，剪出鱼儿水里游，剪出鸟儿飞
上天，剪出梅花红艳艳，剪出了喜庆，剪出了祥
和，剪出了乡村红红火火的年。

贴窗花的习俗由来已久，据说与一则上古传
说有关。

相传，尧在位时，有怪兽肆虐，为害人间，百
姓不堪其扰。这时，天降神鸟，它奋力驱走怪兽，
人间得以有短暂的安宁。只是，神鸟每年才降临
人间几次，百姓依然时常被怪兽侵扰。无奈之
下，人们仿照神鸟的模样，雕刻成木鸟，放置在窗
台上，怪兽见了木鸟，吓得逃窜而去，此后再也不
敢祸害百姓了。后来，人们用纸鸟替换木鸟，把
它贴在窗子上，逐渐演化成一种年节民俗“贴窗
花”，并且样式越来越精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举凡花鸟虫鱼，包罗万象。

小时候，乡下大都是土坯房，房屋构造简单，
清一色的木梁高檐青瓦，四面有窗，窗子不大，木
格结构的那种，没有安装纱窗，更别说玻璃
了。冬天，北风紧，把窗格吹得呜呜作
响，着实扰人。乡下人就在窗格上糊
上厚厚的牛皮纸，或者套上编织袋，或
者蒙上塑料布，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物尽其用的乡村生存哲学，在小小的
窗格上得以充分体现。

年节将近，这些奇奇怪怪的窗子一下子
变了模样，都贴上了漂亮的窗花，整洁而又美
观。乡下人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变成了一
幅幅生动有趣的窗花。

在儿时的记忆里，母亲不仅针线活做得好，
还是村子里剪窗花的好手，惹得一众小媳妇大姑
娘总往我家跑，纷纷上门讨教剪窗花的技巧。

对于一些简单的窗花样式，母亲能直接在纸
上剪出来。剪刀轻巧地从纸上划过，“嚓嚓”几
下，再撑开，一幅幅漂亮的窗花就成型了。“红梅
报春”“花开富贵”……一朵朵美丽的花儿在母亲
手中绽放，惟妙惟肖，惹人喜爱。

版式复杂一点的窗花，如“喜鹊登枝”“女娲
补天”“鱼跃龙门”等，需要打样，就是事先把版式
图样蒙在红纸上，细心地描下版式轮廓，待版式
图案描好后，才动手剪。母亲喜欢坐在墙根边
上，就着冬日暖阳剪窗花，神情极为专注。起样，
去白，镂空，每一道工序，母亲都精益求精，毫不
懈怠。母亲用一双灵巧的手，把对生活的爱凝结
在一幅幅漂亮的窗花中。

我经常依偎在母亲身边，静静地看着她剪窗
花。在母亲手中，小小的剪刀像一条活泼可爱的
小鱼儿，在纸上欢快地游走，时而稍作停歇，时而
轻巧地掠过。“咔嚓”声中，片片纸屑如雪花纷扬，
歇栖在母亲脚边。阳光洒落，时光仿佛停滞在纸
上，静谧而美好。

我曾试过自己动手剪窗花，总剪得不好。母
亲告诉我，剪窗花，关键要手到心到，剪随心走，
不可过于急躁，一剪落错，整张纸就废了，要循着
事先描好的版式线条下剪，不能随意越线、窜线，
凡事依规矩来，就能把事情做好。母亲总能从毫
不起眼的日常琐碎中，教会我一些人生道理，这
些看似粗糙的生活哲学，成为我日后不可多得的
人生财富。

除夕前，父亲把旧窗纸揭下，抹净窗格，再糊
上一层厚实的白板纸，把窗花贴上去。火红火红
的窗花贴上了，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落在那里，
整个屋子都亮堂了，年味浓了，清苦的日子燃起
了火红的希望。

窗花，是开在窗格上的花，开在乡村人心上
的花，是乡村年节里最美的花。各种版式的窗
花承载了乡村人最朴实的生活愿望，给新年增添
了无限的喜庆和欢乐。

流淌在时光中的年味
麦秀芳

于悄然无声的奔波中，年，已经踏着时间的节
奏姗姗而来了。大街小巷里，炸煎堆处氤氤氲氲
的油香味，炸“蛋散”处酥酥脆脆的蛋香味，“融”芝
麻糖处甜甜淳淳的麻油味把年味酿得浓酽极了。

人间至味是清欢，最美不过烟火气。记忆中
家乡双合镇泗合村的年味，就藏在浓浓的烟火气
中。

一进入腊月，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为过年忙
碌起来，年味便丝丝缕缕地飘散出来。一“圈圈”
刚出“堆坎”的粘米粉、糯米粉“排”在簸箕上，白花
花的一片。一块块腊肉悬挂在屋前屋后，在北风
吹拂下，加速“瘦身”，也拧紧了“油阀”。年味，就
这样被家乡人推向了深处。

小年一过，年迫不及待地加快步子了。乡亲
们都为迎接年的到来而兴奋地忙碌着。

“趁圩”（赶集）办年货，是村里人过
年前必做的事。记得那时候的双合圩坐
落在山脚下，主要是一些红砖的瓦房和
一两层的水泥楼分布在“7”字形的曲尺
里。年货摊连绵不断，糯米、红糖、年画、
春联、糖果、花生、瓜子、鞭炮……应有尽
有。圩场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整
个圩场人声鼎沸，仿佛一锅煮沸的油角，翻腾着，
滚动着，起伏着。于是，一条条羊肠小道上，人们
摩肩接踵，年的气息就这样镶嵌在每个人的脸上。

终于，到了除夕。人们开始贴春联、挂年画、
绑年桔、炸大糍……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在除夕
制作“炊鹅”（隔水蒸鹅）的情景。父亲与三伯父、
山马叔合力在我家门前的空地上垒一个简易的大
灶，把鹅都搬到这块空地上宰。关键步骤来了，父
亲会用腐乳、红葱头、盐、老抽等调成酱汁，将宰好
的鹅里里外外涂一遍，然后把姜蓉、蒜蓉、八角之
类的配料塞进鹅肚里，用水草把鹅屁股绑牢，再把

鹅放在大锅中隔水“炊”（蒸）。约莫50分钟
后，大锅里飘出的醇厚肉香味便在整条
巷子里缭绕着。年味，就在这热气腾腾
的氛围中荡漾开来。

夜幕降临，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
声响起，意味着团年饭正式开始了。屋

外，红彤彤的鞭炮纸在空中上下翻飞，颇有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璀璨景
象。屋里，热乎乎的菜肴飘出浓浓的香味霎时弥
漫了起来。父亲难得小酌，母亲给他夹菜，我们兄
妹几个一边大口吃肉，一边说说笑笑。家人团聚，
灯火可亲，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对团年最朴素的
愿望。

“一夜连两年，五更分两天。”子夜过后，排山
倒海般的鞭炮声接连不断，整个天空都弥漫着烟
花爆竹的味道。天一亮，大人拜天地，拜神灵，拜
祖先；小孩穿新衣，看舞狮，捡爆竹……把年味推
向了极顶。

一晃便到了年初四，村里又迎来了春节的另
一个高潮——祠堂拜祖。泗合村只有“麦”姓一
族，均为宿国公麦铁杖的后裔，他的遗训、家风是

“唯诚与孝，尔其勉之”。每年初四这一天，族人会
在麦氏宗祠举行隆重的拜祭仪式。他们用托盆盛
着一只烧猪，摆在祖先前正中的祭台上。祭台前，
就是所有在过去一年中增添了男丁的家庭摆放的
祭品，有鸡呀、肉呀、大糖糍呀……最引人注目的
要数那一个个造型独特的花篮。花篮最底层“铺”
了一层年桔，用红头绳子把一尺来长的甘蔗扎成
一个“三角架”放在篮子中央，“三角架”上面插满
了五颜六色的花，寓意子孙后代四季吉祥，甜甜顺
顺，开枝散叶。拜祭时，先点燃香烛向先人“禀告”
麦氏人丁兴旺的喜讯，然后再烧元宝、放鞭炮恭迎
先人享用。仪式完毕，舞狮队在喧嚣的锣鼓声中
出场了，狮子在鼓乐中穿梭腾跃。《论语》有言：“慎
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家乡人祭祀祖先，就是受恩
思报，不忘祖训。

年，本就含有“庄稼成熟”之意，它寄寓了人们
对丰收、祥和的期盼和对神灵先祖的感恩祝福之
心。“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无论时光如何流
转，无论世事如何变换，年，都是承载着传统、流淌
着幸福的味道。

家乡年事
刘利元

一次小聚，不知谁说了一句，还是回村里过年
有意思。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河套平原，小时那浓
浓的、暖暖的过年回忆瞬间宛如涟漪，泛起层层波
澜。

办年货

社改乡几十年了，村人依然把集镇叫公社。后
来撤乡并镇，乡政府被撤销了，村人还是把那里叫
公社。公社是村人最向往的地方，也是我幼时脑海
里天堂的模样。

腊月里，去没去公社，成了村人的问候语。“去
公社了吗？”“去了。”“你去了吗？”“还没呢。”去了公
社的人喜气洋洋，没去公社的人听语气就可以看出

口袋的干瘪。那时，村人收入无多，去
公社也买不了多少东西，无非一两条纸
烟、一两箱白酒、三五斤糖块、四五张红
纸、五六卷麻纸、十几个麻雷（二踢脚），
还有一些咸盐调料。买的东西不多，并
不代表村人的年货不丰富。自给自足、
自产自销的生活，是从老辈人手上留下

的，不知传了多少代。杀一口猪，炼板油、
腌猪肉，架个火炉把猪头、猪蹄子的毛燎干

净，然后慢火熬炖，可以压制五花肉，也可以熬皮
冻，都是极好的下酒菜。

贴对联

贴对联首先要写对联。
会计会写毛笔字，年前半个月就忙上了。把红

纸放在炕上铺平，四开八开再十六开对折，轻轻用
手掌压一压，上下捋出一条直线。本以为可以撕
了，主人又找出一条细线，让女人拽一头，自己拽一
头，两人同时用力。“嘶拉”一声，红纸被切割开来，
茬口极为齐整，没有半点儿缺口，也没有半点儿毛
边。可以写了吗？不行。会计忙着呢！几十户人
家排着队呢！不像城里，过年只贴一副对联，而且
不管具体内容，只要吉祥喜庆就行。大门是大门
的，房子是房子的，粮仓是粮仓的，拖拉机、水井和
牲口圈、农具上也要贴呀，人要过年，它们也要过
年！水井上是“井水长流”，拖拉机上是“日行千
里”，马圈羊圈上是“六畜兴旺”，农具上是“五谷丰
登”，各有各的寄予，各有各的期盼，不能将就，更不
能马虎。会计浓眉大眼，大高个子，左手摊铺纸张，
右手紧握狼毫。他一边写，村人一边嘱咐，这是在
哪里贴的，那是在哪里贴的。会计说，错不了，你家
有几个窗子、几扇门我都知道。

字不能错，纸也不能错。什么人家用什么纸是
有讲究的。平常人家贴红对联，有丧事的人家第一
年贴黄对联，第二年贴绿对联，第三年贴粉对联。
三年服丧，第四个年头才能贴红的。

贴对联的时间也有讲究，要赶早。年三十的清
晨，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他用扫帚在墙面上来回
扫，把上一年的旧对联纸皮清除干净了，然后扫院
子熬糨糊。准备工作就绪了，喊我和弟弟拿对联。
父亲把笤帚摁进面盆里，然后在墙壁上来回
涂刷，我和弟弟一边递对联，一边埋怨父
亲为什么要粘那么多的糨糊，不仅浪
费，而且给下一年贴对联时带来许多
麻烦。父亲说，这是一年的熬盼，粘牢
了，才能和来年接上。

拢旺火

不知道父亲哪儿来的精神头，白
天忙一整天，晚上熬年，初一天麻麻亮
就起来了。实在不想起，可是架不住父亲
一个劲儿地喊：“拢旺火了！”

我和弟弟揉着惺忪的睡眼出了门，发现
父亲早将柴禾堆好了。虽是新春，但塞外依
然寒风凛冽，冻得伸不出手。可是父亲却不
怕冻，光着脑门，捋着袖子，在那里热火朝天地忙活
着。“嚓”，父亲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柴禾，坚毅、沉
着、冷静。

先点着的是麦柴。父亲一边拨弄火头，一边往
火头上加细碎的干草。火头渐渐大起来，父亲往火
堆上加干柴。风很大，刮得树枝呼呼响。我和弟弟
一会儿用双手捂耳朵，一会儿揉搓冻得发麻的脸
皮。父亲好像感觉不到寒冷，两脚蹲在地上，把身
子深深地弯下去，全神贯注地伺候那一堆火苗。风
助火势，火焰越来越旺，柴禾堆熊熊燃烧起来，映红
了父亲满是皱纹的额头和脸庞。父亲说：“跳过
去。”我和弟弟一前一后从火堆上跳过去，再跳过
来。我知道，这是父亲质朴的祈愿，希望烧掉旧年
的不顺利，迎来新年的好运气。

村里的旺火渐次升腾起来，染红了半个天空。

“鱼”说年味
陆月如

人间烟火处，年味渐浓时。
别人的年味也许是煎堆碌碌，金银满

屋。而我的年味，是一条曾经活跃在江门
外海人心中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品——“生
恭鲤鱼”，是儿时与小伙伴舞动“生恭鲤鱼”
拜年领红包的热闹与欢乐。

曾经陪伴江门外海当地人长大、承载
过无数欢乐回忆的“生恭鲤鱼”，是外海人
用竹片和红纸按照鲤鱼的形态扎制而成的
手工艺品，象征着丰收吉祥，寓意年年有
余。久远之前的外海有农历新年把玩纸扎
鲤鱼的风俗，那时每到新年前，外海百姓会
为孩子自制或到市集买一条“生恭鲤鱼”，
从大年初一到年初八，成群结队身穿新衣
的孩子们就会举着“生恭鲤鱼”在各家各户
的院子、里外堂屋跑一圈，边跑边唱“生恭
鲤鱼，年年有余，好生好鲤，发财利事，鲤鱼
嗡嗡腮，齐齐发大财”的祝福话语，接着主
人家就以红包答谢。有趣的节俗不但让孩
子们收获满满的欢乐，大人们也在这份趣
味中图个吉利，让门庭更添生气。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美的外海“生恭
鲤鱼”出于我舅舅的手，他做的“鲤鱼”不但
在外海是抢手货，还销往中山、珠海、佛山
等地。然而，制作这条“生恭鲤鱼”一点都
不容易，首先要削好作为整条“鲤鱼”的支
撑竹条，然后用工刀削出6条厚度、长度各
不同的竹篾，扎成“鲤鱼”的躯干、肚子、鱼
嘴，再把各个部位用韧性较强的麻纸按鲤
鱼的形状绑扎出鲤鱼骨架，再用红纸剪出
鱼身、鱼鳃、鱼鳍、鱼尾、鱼脊等部位，以自
制的生粉浆糊涂贴到鱼骨架上，最后用金
色墨画出金灿灿的鱼眼、鱼嘴、鱼鳞、鱼尾
和独有的鱼须，一条活灵活现的“鲤鱼”就
完成了！火红的“鲤鱼”为新年的街头添上
了喜庆的色彩，为百姓的生活点缀了期望，
为孩子们过新年带来了乐趣。每年为了赶
制交货，舅舅全家齐齐上阵，日以继夜制
作，而自小寄养在舅舅家里的我不但成为
了张贴、摆卖的小行家，还让儿时的我体会
到辛勤劳作后丰收的喜悦。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
大江南北，人们生活水平直线提升，各家各
户安装了木质的、铁质或不锈钢的大门，孩
子们大多待在家里玩电子产品或与家长外
出游玩。于是这条喜庆的“鲤鱼”便静静地
沉寂在岁月长河深处，那一份独特的年味
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越飘越远。年

过古稀的舅舅每次看到挂在墙上褪了
色的“鲤鱼”，浑浊的眼里就会涌动

着无奈的泪花……
也许是舅舅的执着，也许是

曾经的制扎经历，让成年后的我
固执地要把这条在人们心里或
渐次模糊或记忆犹新的“鲤鱼”
从岁月长河深处捞起来，借助传
统文化发展的契机，追查根源、

整理技艺、录制视频等，推动“生恭
鲤鱼”成为了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之一，创设了工艺传承协
会，开展非遗传承培训班，重现“生恭鲤鱼”
手艺。当那些不惑的、知命的、花甲的、古
稀的、耄耋的甚至远在他乡的人们再次看
到眼前那条红彤彤、金色鳞片的“鲤鱼”时，
久违的喜悦充盈整个心间，记忆更如决堤
的洪水，冲出了一幕幕儿时美好的回忆，挥
发出积淀于内心深处挥之不去、割舍不下
的家乡年味。

如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和舅舅这
两代“生恭鲤鱼”传承人在传承保育技艺中
创新，推动“非遗+”系列发展，不但以研学
传承，还创制如抱枕、茶杯、布袋、挂灯等

“生恭鲤鱼”文创或摆件，让这条在文化自
信长河里一跃而起的“生恭鲤鱼”以全新的
姿态把曾经浓浓的年味在新时代里迸发出
来，洗涤人们浮躁的心，重新温暖每一个人
的心房，让每一个“年”都过得更加美好和
欢乐。

我们的节日·春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