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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年味 □李树坤

2025乙巳蛇年，是第一个世界非遗
版春节。这个节日，曾经是农耕社会的
庆典，是丰收的象征，也是家族团聚的欢
乐时刻。一到春节，那首“新年到，新年
到，闺女戴花，小子放炮……”的儿歌，便
把我的记忆拉回儿时在乡村过年的情
景。

赶年集

我的家在山东省北部的一个小镇
上。腊月三十这天，从早上开始各家各
户都忙碌起来。这一天也是镇上最后一
个乡村大集，每到这天，大人们就会带着
孩子们去镇上赶集。这一天集市上的人
特别多，到处都是叫卖声、鞭炮声、马叫
声、拖拉机声，各种声音夹杂着人们的欢
笑声交织在一起，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那时候去赶集，是小孩子们最高兴
的事情了。在集市上，大人们怕孩子走
丢，就把孩子抓得很紧，在熙熙攘攘的人
群里穿行。跟在大人身边，孩子们会时
不时偷偷地瞟一眼周边的小摊，搜寻着
自己喜欢的物件。大人们在一些摊位上
不时地驻足，与卖家讨价还价后进行交
易，孩子们就怯怯地拉着大人的衣角乖
乖等待。等大人们买上称心的年货，就
会领着孩子们去买炮仗、买烟花。那时
候，鞭炮都是火药制作的，一个个炮仗编
织在一起，然后再一包一包地封起来。
炮仗可以拆开一个一个燃放，也可以把
一串挂在树上或用长长的竹竿挑起来燃
放。花是用彩色的海绵条手工编起来
的，一些小姑娘扎起辫子戴上花，再抹上
红腮蛋儿，甚是好看。

从集市上回来，到家已经是下午了，
孩子们都会带着自己心爱的“年货”上街
去玩，与小伙伴们在一起谝大人给自己
买的好东西。在没有电子玩具的年代，
大人们的礼物也许就是最好的炫耀资本
了。

贴春联

年三十这天，家家户户开始张贴对
联，我家也不例外。那时候集市上没有
卖成品春联的，都是人们买来大红纸，自
己裁剪好，找村里有文化的人给写春联。
我家的对联都是我爷爷来写。我家每年
都要买上一本农家历，那是一本很薄的
书，上面有文化、科技、生活、笑话等，一
般在封底页会印上新春对联。

春联又称楹联，俗称对联、对子，是
中国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和书法艺术的
结合体。贴对联虽然不是什么力气活，

但是张贴不好就会让人笑话。春联不仅
要贴得正，还要选合适的内容。新年春
联就是烘托春节的欢乐气氛，一些赞扬
和庆祝新春佳节的词用得最多，如“爆竹
声声辞旧岁，喜气洋洋迎新年”“天增岁
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等，表达
了人们喜迎新年的快乐心情。有的为了
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赞美社会主义幸福
生活，就张贴“大地迎春绿，人心向党红”

“江山千里秀，祖国万年春”等等，这些春
联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祖国的热爱。家里
有当教师的，就选择体现家庭文化的内
容，如“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仁爱
三春暖，家和万事兴”等内容，大都是希
望家里的孩子将来出人头地，成龙成凤。

以前贴新春对联没有透明胶带，也
没有双面胶，都是用一点面粉加上水调
和好，然后在炉子上烧热搅成糨糊，找一
个破旧的笤帚沾上糨糊刷在门框上，把
春联按照上下联贴上去。上、下联是不
能贴反的，如果贴反了，对联的意思也就
颠倒不顺，会让人笑话。除上、下联的位
置不能贴反，还要求对联贴得平整、端
庄，忌歪斜、皱巴。当然，如果大年初一
这天自己发现反了，只要不说出来就可
以了，如果是别人发现，而且又说出来
了，就有点尴尬。

现在，人们贴春联就是过春节图个
喜庆，上下联贴偶尔贴错，也没有人会去
仔细琢磨了。

守岁

袅袅炊烟从乡村的老屋上缓缓升
起，年味便在整个村庄上空弥漫开来。
年三十的傍晚，人们吃过饭后就开始守
岁。守岁，又称守岁火、照岁等，也有照
虚耗、熬年、熬夜等说法，是中国汉族民
间传统的习俗之一。

记得小时候，除夕晚上我们有三件
事，一是燃放鞭炮，二是点火堆，三是吃
年夜饭。那天晚上，我们吃过晚饭就到
街上燃放鞭炮。说是街上，一般都是在
自己的大门过道里燃放，你放一挂鞭，他
放一串炮，此起彼伏，好不热闹，鞭炮声
震耳欲聋。时不时还会有“二踢脚”、蹿
天猴飞上天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各式各样的花炮也多了起来，有的在
地上不停地旋转，有的是转着转着突然
飞起。还有的是把许多花炮组合成一个
箱子，点燃之后逐个尖叫着冲向夜空，然
后“叭”的一声响，烟花在空中绽放，五彩
的光照亮整个星空。之后再抱来一些谷
物的秸秆竖着堆放在一起点燃，一群人
围着篝火，说这是守岁火。

这天晚上，家里的每间屋都要亮起
灯，通宵不灭，这就是照岁，据说这样就
会使来年家中财富充实。除此之外，就
是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了。那时候
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就听大人讲一些
故事。快到12点的时候，母亲张罗着煮
饺子，父亲到外面燃放鞭炮。不一会儿，
整个乡村就会响起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噼里啪啦”的响声会一直持续到天亮，
燃放鞭炮后散发的硫黄味在空气里弥
漫，年味也随着飘散开来。

拜年

大年初一这天，村里有拜年的习俗，
晚辈都要给长辈拜年。

在年夜饭当晚，饺子刚刚盛好，男孩
子就要向祖先跪拜磕头，还要给家里的
长辈磕头。

天快亮的时候，就得出去拜年了。
有的村拜年只是串门子，见面打声招呼
问个好。我们村拜年是给长辈磕头。出
去磕头一般都是一大家子一起去，年长
的、辈分高的在前面，小辈分的跟在后
面。

我在村里的辈分较高，磕头的人家
不是很多。那些辈分低的就苦了，初一
这天啥也别干，光磕头了，最后腰酸腿
痛，连膝盖都直不起来。

现在，初一出门拜年的人数远没有
之前的多了。一些人在超市打工，过年
也不一定回得来。因为忙于奔波，拜年
也简单起来，人们在街上见了面相互问
个好就过去了，有的见不到就打电话或
发个短信、微信来拜年。再加上前几年
的疫情影响，人们减少了走动，村子里过
年也比以前显得冷清了。不久的将来，
或许一些小孩子都不知道拜年还要跪下
来磕头，这项习俗也许会被人们慢慢遗
忘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我们会感觉
年味不那么浓了。但是，过去赶年集、贴
对联、除夕守岁等情景却如同难以割舍
的乡愁，早已深深嵌入记忆深处。

一日三餐
□赵东梅

一年四季
一日三餐
朝夕忙碌
三更入眠
流走的是岁月
不变的是挂牵

日子简单且重复
好像这饭桌上不

变的馒头米饭
偶尔荤腥鱼肉
烤肠炸串
可这些一次两次

尚可
多了绝对会思念

以往的粗茶淡饭

平凡的生活清醒
地过

即使没人感念你
的付出

哪怕没人考虑你
的遗憾

匆匆流逝的岁月
里

在一年四季的更
迭中与过去渐行渐远

在一日三餐的循
环中看时钟一圈一圈

唯愿岁月静好
祈福一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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