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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梅沁香】
加了一天班，回到小区，

夜已深了，又黑又冷，突然一
阵幽香传来，不觉惊喜道：

“腊梅，是腊梅的香味！”第二
天特意早起，去楼下一看，果
然，细长的枝条里有几朵米
黄色的小花在绽放，娉娉婷
婷似佳人。忍不住逗留许久，
闻香留影，享受一段冬日的
惬意时光。

——谢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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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情结】
当家家户户贴上春联、

挂上红灯笼，一家人围坐一
起吃年夜饭时，当新年的钟
声敲响，人们举起酒杯时，
腊月如释重负般悄悄退场。
回想整个腊月，虽然忙碌却
是愉悦的，那一个个憧憬新
年的日子是兴奋的，那一个
个刻入灵魂的民俗是华夏
文明，是绵延千年的文化与
智慧的结晶。

——宋东涛

【休止符】

把年当成一个休止符，
可以与亲人一起享受轻松时
光,也可以留几天时间给自
己。静静地听听音乐，天马行
空地放飞想象，也为新的一
年做做打算。静静地享受生
活的美好。然后，乘坐一趟开
往春天的地铁，奔向生活的
下一站。

——王国梁

红红窗花红红年
■王晓阳

“一扇一扇红窗花，映出一代好年华。老
辈的嘱咐儿女的爱，红红火火暖万家……”
歌谣声中，新年已款款走来。红红火火的窗
花跃然窗上，像燃烧的火焰，照亮了古老的
民俗，映红了故乡的年味。

外婆心灵手巧，剪纸技艺很高。她剪纸
时神情专注，目光柔和，先是不急不慢地把
一张红纸多次对折后，拿起剪刀，“咔嚓咔
嚓”剪走龙蛇。随着纸屑纷飞落下，一尾金鱼
挣脱束缚，在外婆的手中游动起来。最后，外
婆会反复端详，稍作修剪，直到满意为止。

“给我！给我！”我兴奋地嚷着。我把剪纸
摊开，双手举着，模仿鱼游动的姿态，骄傲地
边走边游，马上引起了小朋友们的注意。他
们纷纷跑过来，火热的眼神中流露出欢喜和
羡慕。在众人的拥簇中，我感觉自己就是一

个小王子。当然，我知道这份喜悦来自外婆
的巧手！

外婆的剪纸不局限于动物，也有“吉祥
喜庆”“丰年求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连年有余”等主题，内容上多以喜庆、吉祥
为主调，兼有避邪赈灾的内容。街坊邻里都
知道外婆精湛的手艺，每有喜事，都要请外
婆剪一些作品。外婆只要有时间，从来不拒
绝，有时还倒贴红纸。我知道后，有些不满。
外婆笑着抚摸着我的小脑袋，柔声地说：“都
是乡里乡亲的，这不算什么。帮助别人就是
帮助自己！”

在外婆的耳濡目染下，我对剪窗花产生
了莫大的兴趣。有一次，趁外婆不在家，我拿
起剪刀，模仿外婆的姿势对着红纸“咔嚓咔
嚓”地剪，摊开一看，废了。我沮丧不已，恰巧

外婆回来看到了。她没有责备我，而是再给
我一张小红纸，嘱咐我要小心点，别剪到手。
外婆说：“剪窗花，要心静，更要心有窗花，没
有反复的观察和练习，是剪不好的！”

或许是我太笨的原因，我总是学不好剪
窗花，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窗花的喜爱。每年
过年，一到外婆家，我总是央求外婆剪窗花、
贴窗花，把年味贴得红红火火，温暖着寒冷
的季节！

窗花是盛开在年节窗棂上的花朵，年年
开放，年年不败。后来，随着外婆的仙逝，那
剪窗花的美好时光渐行渐远了，但是那红红
火火的窗花始终盛放在我的心中。窗花燃起
的年味和外婆意味深长的话语从未远离，一
次次伴随我走过季节的轮回，指引着我走向
人生的春天……

记忆中的
年俗

扫扫房子扫扫心
■丘艳荣

“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虽有“腊
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的说法，但民
间的“扫尘日”是从腊月二十四一直到
除夕前一天。扫尘，为的是“辞旧迎
新”。

于是，在年前跟着妈妈洗洗刷刷
忙个不停的回忆便鲜活起来。

“起床了，扫屋啦！今天二十四，把
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妈妈站在我
们床边中气十足地喊。她已早早起床
把饭做好，招呼我们起床、吃饭、分配
任务。爸爸扫尘、拆蚊帐被褥和床板，
哥哥提水冲地板，我和妈妈洗衣，擦窗
台，擦洗一切蒙尘的家具。

爸爸首先把被褥抱到围墙上晒，
再把蚊帐、被套、木床板等拆下来。妈
妈则把家里人的大衣拿出来待洗。我
的任务就是跟在母亲后头，用一对大
箩筐挑着这些衣物去洗。

洗了衣物，哥哥们已经把床板、箱
子、桌子、凳子、橱子，还有家里的所有
坛坛罐罐都搬到院里来了。我便去搬
空了杂物的房间寻宝。毽子、玻璃弹
珠、手串……以前莫名其妙丢失的东
西很可能又神气活现地出现了。我发
出一声声惊呼，惹得妈妈笑着骂：“这
孩子又发癫了。”

在几乎腾空的房间，父亲负责的
是核心任务“扫尘”。他早已把笤帚绑
到一根长杆上，开始细致地打扫天花
板、墙壁的尘垢、蜘蛛网。

庭院里，我和哥哥们则汲水的汲
水，洗刷的洗刷，直到把这些旧家具洗
得发亮。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了。

可这洗洗刷刷的工作还没完呢！
窗户要擦，水泥地板要洗。擦窗户窗
台、扫地的活是我的，洗地板的重活
则归哥哥。以前，乡下闲时是没那么
讲究的，我们的水泥地板基本上是不
拖的，甚至家里也没备拖把。只有过
年时，常年蒙尘染垢的地板才盼来华
彩一刻。

我先用笤帚把地板仔仔细细扫过
一遍，哥哥就去摇水泵汲水，用桶装
着，来来回回把地板冲洗好几遍，最后
还要用废弃衣物把地板擦一遍。地板
像一贯邋遢的人突然干净起来，焕发
出从来没有过的光泽。

把一年的尘埃洗净，来年又是新
的一年。于是白墙灰瓦、窗明几净的农
家小院，便在腊月里亮堂堂、喜滋滋地
迎接新年了。

腊月到，年将近。一转眼的工夫，
那个吆喝“今天扫屋，把穷运、晦气统
统扫出门”的人变成了我。才惊觉，时
间真是无情。

干干净净迎新年。我提醒自己，房
舍要清扫，心情更要清扫。扫除心底的
尘埃，擦拭蒙尘的心情，让心保持透
明，保持亮堂，保持欢愉，让生活干干
净净翻开新的一页。

墨香飘来年味浓
■王月凤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大年三十，我贴春联的时候，那浓
浓的年味就扑面而来。

记得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
质生活匮乏，人们也只能勉强填饱肚
子，就算手里有俩钱也不是想买啥就
能买到啥。不像现在的超市商场，年货
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比如，那时
的春联就没有卖的。

父亲是我们村难得的文化人，自
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在偏僻的乡村任
教，又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一般过了
腊月二十三就放假了。前脚进门，后脚
就有邻里乡亲跟着来，让父亲帮忙写
春联。其实临近年关的日子，谁家不是
忙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可父亲再忙
也要帮乡亲们这个忙。

一大早，当我还沉浸在梦中的时
候，母亲就喊我起床。我揉揉惺忪的眼
睛，就看见父亲已经摆开阵势开始研
墨。我赶紧穿衣、洗漱、吃饭。只见父亲
笑微微地问来人写几副，都是哪里贴
的，大的几副，小的几副。经过一番计
算，开始裁剪红纸，润笔蘸墨。

父亲写好后，我就把它拿到里屋
平放在地上，待墨干收起等邻居来取。
我看着父亲大笔一挥，洋洋洒洒的毛
笔字跃然纸上，好羡慕呀，想着有一天
我也能像父亲一样多好呀！

写春联其实挺累人。有时候从早
到晚都没有空闲时间，父亲水也顾不

上喝一口，腰酸背痛了也只是用左手
撑腰摩挲几下。有时正巧到了饭点，对
联还没写好，或者是墨迹未干拿不走，
母亲就招呼前来拿春联的人一起吃
饭。

有好朋友调侃说:“你这样顾不上
忙自家的活，还不计回报地付出，到底
图啥呀？”父亲总会语重心长地说：“你看
都是邻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还
没个求人的时候，能帮就帮吧。再说了，
过年写春联对咱老百姓可是大事！”朋友
便会心一笑，由衷地生出敬意。

就这样，父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
化地根植于我少不更事的心中，在被
墨香熏染的年味里，耳濡目染中，那些
优美喜庆、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春联
就像一个个的灯塔，引领我走向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角。就这样，我也爱
上了春联，爱上了古诗词，爱上了毛笔
字。

又是一年岁末时，街上到处张灯
结彩，超市里各种年货样样俱全。这时
候，放眼望去，大街上，大大小小、各式
各样的春联就会进入人们的视线，那
满地的中国红如燃烧的火苗映照着人
们喜庆的脸庞。尽管如此，我却独独喜
爱父亲手写的对联爱父亲手写的对联。。因为那久违的墨因为那久违的墨
香里香里，，饱含着父亲对乡亲们深深的祝饱含着父亲对乡亲们深深的祝
福……同时福……同时，，父亲那遒劲有力的一撇父亲那遒劲有力的一撇
一捺里一捺里，，饱含着父亲对中国饱含着父亲对中国字的深深字的深深
喜爱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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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店享特惠！新年献礼 健康大优惠
为让全体会员过上健康快乐年，本店隆重推出新年送大礼活动。一、纯手工花边黑猪肉白菜馅水饺，纳福百财。买二赠一（原价23.6元/袋

和57元/袋两规格均买二赠一。大袋50个饺子，合38元/袋，小袋20个饺子，合15.8元/袋）。二、惠土·欣天蓬黑猪肉香肠，加热更好吃，切丝
切片可炒菜，健康原始香，全家好运长。买一赠一（原价68元/斤）。三、持《沧州晚报》进店购肉新客户，均享受上述特惠和5折购肉优惠。
销售地址：沧州市光荣路西体北门对面惠土猪肉门市 电话：0317-2068883 13603176553 400-041-2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