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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春联
■■何龙飞何龙飞

父亲说，春联有上联、下联、
横批，贴在门上，对称、工整、有气
势。读起来朗朗上口，看起来红红火
火，感到很温暖。各家各户在门上贴春
联，过年才有味道。

买春联最省事。腊月里，父亲带着我们到
乡场上买春联。先是大门，得买一副春联。什么内
容为好呢？父亲想了想，征求了摊主的意见，确定买

“六出飞花千亩喜，一声爆竹万家春”“精心巧绣三春
景，彩笔描绘四季图”之类的上下联，横批嘛，“欢度新
春”“吉祥如意”之类均可。

还有厨房门，则买“饭菜油盐无两样，色型气味不
一般”“又香又甜滋味好，不冷不热情谊长”之类的上
下联，横批“重情重义”“名师手艺”之类为宜。

还有猪牛圈门，就买“马牛羊圈年年大，猪狗鸡窝
岁岁增”“公猪母猪遍地走，金子银子满天飞”之类的
上下联，横批为“六畜兴旺”“猪业长青”之类即可。

付款后，父亲将折好的春联放进口袋里，满意地
带着我们去买别的年货。

拿回家，父亲把买的春联展示给母亲看，还大声
念读，抑扬顿挫，挺抒情的。母亲看着、听着，连连点
头，称赞父亲做了件“美事”。

我们看见父亲笑得十分灿烂，便情不自禁地跟着
乐起来。

后来，父亲觉得买来的春联是印刷体，虽然端庄，
但比起手写的春联来说，差点朴实、接地气的味道。

“那就买手写的春联。”母亲和我们异口同声地支
持父亲的想法。

“好啊！”父亲感叹一声后，依旧带领我们赶场，在本
土书法家摆的春联书写摊前驻足。内容嘛，父亲胸有成
竹，坦诚说出想法后，书法家找出了父亲满意的春联。再
拿起毛笔，蘸好墨或金粉，在折好的红纸上书写好春联
内容。很快，上下联、横批都写好了。

父亲在一旁“打杂”，把写好的春联挂在了绳索
上，以求尽快风干。

晾干了，父亲收好春联，愉快地和我们离开了书
写摊。

不管是买的春联，还是书写的春联，都让人感到
无比的温暖和踏实。

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也像他一样，喜
爱上了春联，也就会在腊月里乐此不疲地跟着父亲备
春联。

后来，我们在读书期间，学会了写毛笔字。父亲就
鼓励我们写春联，因为此举既可以节约钱，又可以锻
炼我们的书写能力。哪怕写得再孬，只要是自己写的，
一定会别有一番韵味。

父亲的话在理，我们鼓起勇气，提笔写春联。最初，
心情紧张，经验缺乏，写出来的春联很不理想，难免垂头
丧气。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鼓励我们做好总结，吸
取教训，勤学苦练，争取写得更好一些。

吃一堑长一智。我们继续练笔，书写春联。反复磨
炼后，有了很大进步。“对了，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只要
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相信你们今后会有出息的。”

除夕那天下午，是贴春联的黄金时间。只见父亲
备好浆糊，放好板凳，打开春联，分清上下联、横批后，
刷好浆糊，一张张地贴好。贴春联的过程，父亲很认
真，很虔诚。

我们在一边帮父亲递春联、浆糊，站在中间位置看
春联是否贴得端正，如果歪了，就提醒父亲及时调整。

终于把春联贴稳、贴正了，父亲和我们深情地望
望春联，暖心的情愫便油然而生。

温暖的春联陪伴我们吃年饭、守夜、看春晚、欢度
正月。一直到春末、夏初，那春联才渐渐变成淡红。如
果保管得好，还可延长到下一个腊月。

斗转星移，温暖的春联依然营造出浓浓的年味。
今年春节前夕，我们又请书法家写好了“风和日丽
春常驻，人寿年丰福永存”“祥光当户春色，瑞彩盈
庭家事和”等春联。我们还要一起贴春联，过个温暖
的年。

去乡间过年
■■宫凤华宫凤华

一进腊月门，人们便忙碌起来。年味儿
也日渐浓郁，弥漫于村南村北，弥漫于大街
小巷。

年市里人声鼎沸，真有烈火烹油之盛
况。此时，大街旁卖春联的地摊儿多起来，红
艳艳的对联直晃人的眼，喜庆气氛一下子被
渲染起来。公路上各式车子多起来，路边上
卖年货的小摊一溜儿排开，天南地北的农货
产品、衣物以及日常用品，令人眼花缭乱。在
一阵阵讨价还价声中，大家大包小包背着挎
着，一脸的喜笑颜开。

腊月里，蒸萝卜包子和水咸菜包子可是
母亲的拿手好戏。这时，全家上阵，包馅儿，
烧柴火，搬蒸笼。母亲将猪肉斩碎煸熟，倒入
剁碎的萝卜或咸菜，切成末儿的香干，上下
翻炒。馅儿做好了，就开始包了。最后还要用
蒸笼蒸。火要烧得旺。厨房里香气缭绕、笑语
盈盈。

清寒冬夜里，逼仄的土灶间洋溢着浓浓
亲情。大火旺烧片刻，暄软的萝卜包子就出
锅了。掀开锅盖，氤氲的热气立时将我们淹
没。刚出笼的包子腆着雪白的肚子，惬意地
躺在蒸茏中。十来只环绕排开，隔开朦胧的
热气，能看到包子顶部褶子组成的花蕾中
泄露出来的萝卜丝，像熟透了的石榴咧开
嘴。依次码在竹匾里，蔚为壮观。

腊月里会唱年戏。演戏当天，村中敲
锣打鼓，管弦丝竹，喜气洋洋，一片欢腾。
家家敬斗香，放鞭炮。戏场上红男绿女，好
不热闹。人们有空就谈论着戏中人物命运
悲欢，从中学到了传统的处世之道和生命
哲学。

村干部会慰问五保户、困难户、烈军
属。手拎大米油盐衣物，嘘寒问暖，还会在
人家墙上贴一张新“福”字。村里群众情不
自禁地夹道欢送，直到他们消失在沉沉暮
霭里。

腊月里，除旧迎新，该扔的扔，该洗的
洗。家家都掸尘、洗被子。墙头屋角，挂满了
花花绿绿的衣物。家中贴上新买的年画，焕
然一新。屋前的土堆清除了，屋后的垃圾运
走了，里里外外焕然一新。

贴春联是亘古不变的传统。现在春联
都是印刷的，纸质好，烫金的，光彩熠熠。
瓦房春联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到处洋溢
着浓浓的喜庆气氛。年画大多是财神、寿
星、八仙过海、聚宝盆，寄托了人们的美好
愿望。

乡村年味，少不了鞭炮声。家家燃放鞭
炮，村里有一股浓浓火药味，里面夹杂着腌
肉味、腊肠味、熬糖味。绚丽的烟花，照亮了
乡村腊月夜空，瑰丽异常。

打工族一路奔波，载欣载奔，回家过
年。家人团聚，吃年夜饭，换杯把盏，其乐融
融。长辈发压岁钱，孩子们欢天喜地。大家
或谈心，或试新衣服，或看春晚。一夜鞭炮
声不绝于耳，整个乡村沸腾起来，令人无比
震撼。

去乡间老家过年，感受真切的年味。亲
亲故土田园，亲亲父老乡亲。走进乡间浓浓
年味，内心充盈着无限的幸福和温暖，有关
家和团圆的情感与惦念，都扎根于此。

告别，2022
我用力撕下最后一页日历
像抽刀断水，像催促一段
枯朽的枝叶，从岁月之树上
咔嚓断开

迎接，2023
我洒扫庭除，擦亮每一块玻璃
我写激情洋溢的诗歌
我用大红纸写全村的春联
我用双手做成话筒
把新年的祝福喊出来

我祝福，大平原上安详的村庄
躲进泥土深处做梦的小草
春暖花开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请相信，春风和好消息
已经等在门外

新年的阳光，多么可爱
照亮清晨的街道和敞开的大门
每一条大路和小路都明晃晃地
走进田野和生活的深处
阳光不会辜负怀揣梦想的种子
以及所有闯过严冬的的期待

此刻，请允许我
用沙哑的声音说出
该走的快点走吧
该来的快快来吧——
春潮、日出、希望和灿烂的花开

祝福
■■祝相宽祝相宽

◀癸卯大吉 韩焕峰 刻

▼兔肖形 韩焕峰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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