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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心心开开心心开开心心开开心心 大大大大年年年年过过过过
大年三十柴火旺

陈迎春

老家农村至今都流传一句俗语：
一家火不火，还看年三十晚的火。大
年三十的柴火灶要架得空，烧得通
透，红红火火，寓意新年一家人其乐
融融、如意吉祥，来年万事都会顺风
顺水。我家每年大年三十晚用的柴
火都是上一年正月初一就开始准备
的。正月初一这天，父亲就会率全家
人一起出动，进山“纳财”（柴），将一
堆柴火和一个大树蔸专门储存在室
内，自然风干，备好来年大年三十晚
的柴火。

大年三十傍晚开始，路上几乎
没有行人，家家户户将各式花
肉汇聚一锅，开始煨年关
肉。煨年关肉寓意来年风
调雨顺，神圣的仪式和美
好的寓意是不能被打扰
的，这时家家户户都会早早
地闭门谢客。父亲像往年一
样，架上大铁锅炖肉，柴火烧得旺旺
的，火苗蹿得老高，一点烟都没有。

全家人围坐火堂边上守岁，小黄
狗趴在堆柴的角落里那软软的枞树
叶上，时不时微抬头瞟一眼，两眼惺
忪。我喜欢和大人们一起挤坐在长
板凳上，周身温暖。围堂夜话，一茬
接一茬地闲聊。守岁，是开心的，有
利市收；守岁，是严谨的，在此之前，
父亲总是会提前交代我们，不要说不
吉利的话，并专门教一些寓意好的说
法：往灶膛加柴称“添财”，鸡鸭爪称

“抓钱手”，吃鱼称“下河”，骨头称“财
骨”，鸡头称“凤凰头”……

大年三十晚的团年饭是重头戏，
四方餐桌中央，九样十碗，鸡鱼肉隆
重上桌，祭祀祖先后开始吃年夜饭。
这一晚，父亲炖完年关肉后，火种是
不能熄的，会用灶灰将燃烧未尽的大
木蔸炭火掩盖，年初一早上扒开灶
灰，树蔸炭火明亮依旧，寓意新年红
红火火。大年初一，乡人一般在凌晨
三四点起床，6点前全家人围坐一起
吃开年饭。6点前吃开年饭是有讲
究的，旧时，叫花子特别喜欢在初一
早上手拿一叠财神爷门贴，挨家挨户
敲门送财神，乡人特别忌讳开年饭遇
上叫花子进门。所以，6点早早吃完
饭后就上床小眯，八九点钟起床，全
家给长辈们拜年,然后举家向自己的
责任山进发，每人拖棵树回家，寓意

“纳财”，来年财源广进。
如今，农村依然保持柴火烹饪的

习惯，柴火做的饭菜特别香，而大年
三十的柴火则特别透亮，那袅袅
的炊烟，是幸福的欢欣和召唤。

时间的盛宴
杨雨

我推门一看，院子里被雪严严实实地
覆盖了。

樱桃树的枝丫上、通往房顶的楼梯
上、水井口的砖石上都是厚厚的积雪，厢
房的屋檐上还有少量雪片正“簌簌”地落
下来。这是大年初一的早晨，空气里都是
雪的味道，吸一口，新鲜、清凉、通透。在
这样的场景里，身体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
种感觉：新的一年开始了。

往远处看，杨树林、麦田地、苹果园以
及西边的丘陵与东边的山坡都是一片白
茫茫。再远处，因为雾气的存在，高大的
山峰只能隐隐约约显出断续的脊线，冰

雕一样的轮廓更加庄严。父亲正握
着扫把从家门口往外扫出一条通
道来，母亲在生火做饭，能听到
厨房烧得正旺的柴火“噼噼啪
啪”的响声。昨天贴好的对联在
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鲜红，初升

的太阳照在大字的油墨上面，有微
微的闪光。

“去把火笼点着吧，烤火暖身子。”
“中，这就去。”
我往厢房走去，脚底下“嘎吱嘎吱”

响，每一步都觉得结结实实的。那时候，
在北方的冬天过年，若是没有囤些柴火和
大白菜，心里总是不踏实的。这两样物
什，一个让人免于受寒，一个让人免于饥
饿，这样简单的储备让人觉得格外富足。

一到早饭做好的时间，家家户户的鞭
炮声就此起彼伏，以这种方式大声地告诉
人们：“我家的新年第一餐要开始啦！”在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里，整个山村充满了
烟火气息，一派生机勃勃。早饭的食材是
早已准备好的，从进入腊月开始，每家每
户都开始忙于酥肉、丸子、干菜、麻花、豆
腐干等各类食物的储备。这些食物在寒
冷的北国可以一直放到过完元宵节，用于
一家人食用，更用于待客。

像电视剧《人世间》里那样，
大年初一，最开心的事莫过于
家中长辈率领一家人去串门、
去拜年，告诉亲戚邻居我家
的孩子们从远方回来了，团
团圆圆、人丁兴旺，也祝愿大
家都有个好年景。人们的问候
总是最朴素的，让从远方回来的
人感受到唯有家乡才有的别样的和睦
与温暖。

大年初一中午的这餐饭是格外重要
的，若是天气晴好，我们会把桌椅摆在樱
桃树下，热菜凉菜摆满了桌子，请长辈上
座，一家人围拢着，开一瓶最好的酒，喝下
去嘴里“吱吱啦啦”地响，满是生活的热辣
滋味。在新年的太阳底下，吃着吃着身上
就暖和得不得了。长大后我逐渐明白，对
于经历过缺衣少食年代的长辈们而言，生
活的艰辛都在新年时那用心做好的一餐
饭里消解了。

时间往前一小步，在落雪的年三十晚
上，我和父亲总是要熬夜到零点时分，准
时在房顶上面点燃那一挂长长的鞭炮。
同一时刻，小山村里不少人家也在点燃鞭
炮。往小县城的方向望去，燃放的烟火正
把夜空照亮。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欢乐的
氛围总是相似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现
在过春节时，可以逛商场、逛花市、看电

影……有了更多的选
择。而我常常想起多
年前的春节，那是另
外的一种欢乐气息，
它简单又丰富，素朴

又悠长，特别是下
了雪的时节，对
于小孩子而
言，一切都
是新鲜的
时间，一
切都是难
得 的 盛
宴。

年年有余
黄廷付

打我记事起，就知道红烧鱼是
年夜饭里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母亲还是
会狠狠心，买一条大鲢鱼。

大年三十，母亲烧好了其他菜，
最后才做红烧鱼。那时候没有味极
鲜，也没有鸡精，说是红烧鱼，其实
也只是放了点酱油，再放些葱姜蒜
和红辣椒，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做
法，却香气四溢。母亲端着红烧鱼，
放到小饭桌的中间位置，还特意把
鱼头对准小饭桌的东北角，那是上
座。按说那是父亲的位置，而我通
常会挤在那里，拿起筷子就伸向红
烧鱼。母亲的动作比我快，她用筷
子一下夹住了我的筷子，笑着对我
说：“光儿，今天的鱼不能吃。”

“为啥啊？”我咽了咽口水，眼
睛盯着那诱人的红烧鱼。

“这叫年年有余（鱼），吃了就
不吉利了。光儿乖，吃你喜欢的萝
卜烧肉，还有炒鸡蛋吧。”

“哦，好吧！”我不情愿地把筷
子慢慢挪向其他的菜。

往后那几天，家里总有亲戚来
走动，母亲把红烧鱼在锅里烧一下，
打算最后端上去。我那时候年龄
小，母亲不让我去堂屋里吃饭，她自
己也不去。我眼巴巴地看着红烧鱼
被父亲端到堂屋里去，当时眼泪都
要出来了。等亲戚吃了饭，母亲收
拾残局的时候，我看到那盘红烧鱼
居然还完好如初，这才放下心来。

就这样，一直到了正月初六，
中午，母亲又在给那盘红烧鱼加
热，我当时有些疑惑：“娘，今天家
里没来客人啊！”

母亲笑了，把饭菜端到小饭桌
上，说：“你今天可以吃鱼了。”

“啊？”我愣了一下，举
起筷子就伸了过去。筷
子挨到鱼的那一刻，我
停了下来，看了看母
亲，又看了父亲，他们
都笑着看我，我默默地

抽回了筷子，心里早已
没了当初的兴致。

“咋了？这可是你最喜欢吃
的红烧鱼啊？”母亲说着话便给我
夹了一块鱼肉。

我端起饭碗，鱼肉还散发着诱
人的香味，可是我吃的时候却感觉
难以下咽。母亲好像没有察觉到
我的变化，继续把鱼肉往我的碗里
夹，而她和我父亲则一口都不舍得
吃。

一连好几年，都是如此。我慢
慢地也习惯了母亲的“年年有余
（鱼）”，不再嚷嚷了。

去年春节，我带着爱人和孩子
回老家陪母亲一起过年。母亲依
旧不停地忙活着，菜摆满了整个大
圆桌，鸡鸭鱼肉，各种蔬菜，
应有尽有，可以说是色香
味俱全。爱吃鱼的儿子
一眼就瞄上了桌子中间
的那盘红烧鱼，站起来
把筷子伸了过去。我赶
紧制止，“今天这个鱼不
能吃，要留着的，这样才能年
年有余。”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哪里
理会我的说辞，拿着筷子又往前
伸，我继续制止。小家伙筷子一
丢，嘴一撅，哭诉起来：“奶奶烧的
鱼最好吃了，不让吃鱼，我今天就
不吃饭了。呜——”儿子说着说着
竟委屈地哭了起来。爱人见状，也
放下筷子，对我翻起白眼。一时之
间，原本欢快的气氛变得凝重起
来。

母亲听到小家伙的哭声，忙从
厨房赶过来，问清事情的缘由后，
当即拉过小家伙哄道：“大宝，来，
奶奶知道你最爱吃奶奶做的红烧
鱼了，怎么能不让大宝吃呢。”

“娘，不能坏了规矩。”
“啥规矩不规矩的，现在党的

政策好，种地不要钱，国家还给钱，
咱们老百姓年年收的粮食根本就
吃不完啊。”

我还要说话，母亲抿嘴笑着给
我使了个眼色，往后一指。我这才
发现，当年的小方桌上也摆放着一
盘一模一样的鱼，四周还放着几双
筷子。

故乡过新年
冯活源

在故乡的年三十晚，一家人吃过
了团年饭，便围坐在一起守岁。

守岁是老家过年的传统节目。—
年四季，家里人终年劳作，难得聚在一
起。现在过年了，欢聚一堂，大人们边
聊天，边喝茶，边看电视；孩子们领取
了长辈发的红包，高高兴兴地向爷爷
奶奶祝福，爷爷奶奶笑嘻嘻地说，过新
年了，又长一岁了，快高长大，学业进
步！长辈的眼神充满了期望，孩子们
手捧红包，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正当一家人沉浸于天伦之乐，门外响
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过新年
了！”村子里有人高声一喊。整个村庄
就沸腾起来了，鞭炮声此起彼伏，响个
不停。孩子们穿上新衣服跑出去，聚
在池塘边燃放烟花。绚丽多彩的烟
花，映红了孩子们的笑脸。

新年就在这“噼里啪啦”、五光十
色的鞭炮声中走来了。

媳妇们随即忙着拜祖宗、拜天神，
祈求福祉。她们将三牲、饭菜，以及腊
月里制作的煎堆，供奉于香案，虔诚地
祭祖祭天地。

大年初一，是乡下人过年最热闹
的一天。这一天，男女老少都穿上新
装，去镇里趁新年圩。新年圩里，大
街上人山人海，摆卖凉果的、食品的、
气球的、服装的摊档，吸引着人们纷
至沓来。茶楼食肆里都是人，茶香飘
溢，人声鼎沸。“狮子”跳跃腾挪，舞狮
人搭起人梯，登高直上“采青”，博得
围观的人们一阵阵掌声。

村里的孩子们三五相邀，都高高
兴兴地到镇里去，看电影、看舞狮，或
者买烟花爆竹，准备在年初一夜晚放
烟花。姑娘们邀上三五闺蜜，到镇里
逛大街、看热闹。小伙子到镇里看篮
球赛。那个年代，农村和乡镇都时兴
举行春节篮球赛。大年初一镇里举
行的篮球决赛更为人们过年增添了
节日气氛。镇里可容纳近千人的灯
光球场上，早已人头涌动，座无虚
席。为了能看到球赛，小伙子们一吃
过早饭，就骑上自行车，向灯光球场
奔去。那些中年男人，也往镇里走
去，赶着去茶楼饮茶。家乡周遭有三
个圩镇，圩镇都有茶楼，个人根据自
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茶楼喝新年茶。

少年的我，每逢年初一，总是感
到格外的兴奋。我也喜欢到镇里逛
逛，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云淡天高，空
气湿润。在乡村，最先来到人间的春
意是田野上的庄稼。放眼望去，葱绿
的蒜苗随风摇曳；荷兰豆开着紫红色
的花朵，摇摆着柔软的腰肢；麦豆花
睁大眼睛从叶底下向外窥看；黄澄澄
的油菜花，在田垌形成一片花海，蜜
蜂在花海里忙着采蜜……我吸着这
含有花香的空气，走在宁谧美丽的田
野上。附近的乡村，不时传来鞭炮
声，催促我加快脚步，向镇里走去。

翻过两座小山坡，来到了
镇里。每年的大年初一，我
都喜欢去书店看看。看书
是我的喜好，但那时的农
村没有书，想看一本书是
很难的。平时没时间去书

店，趁着大年初一，泡在书
店里翻阅心爱的书籍，真是一

种享受。
年初六，是故乡一年一度的接龙

神。这是家乡每年龙舟活动中热闹的
民俗之一。此时，春花盛开，春光烂
漫，村民们抬着三艘龙舟的龙殿，肩扛
着龙头、龙尾，敲锣打鼓，沿着村道游
行。接龙神的队伍所到之处，乡人们
燃放鞭炮。威武的龙头昂首向前，迎
风招展的锦旗“泼剌剌”地排成长龙，
煞是壮观。接龙神的村庄从邻村把龙
神接回来，安置在神屋，村人便开始拜
龙神。拜龙神的习俗悠久，父老们说，
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龙神。作为龙
的传人，接龙神显示了家乡人对龙的
敬仰，以及对天地的敬畏之情。

接龙神是村里过年的大节日，每
到此日，外出的游子、外嫁的女儿都会
回来拜龙神。他们觉得，不论身居何
处，都会有龙神庇佑自己。多年以后，
远在他乡的我，每逢大年初六，总会想
起故乡的接龙神。

我们的节日·春节之

白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