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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一愿，一尺欢颜，岁月悠悠，转瞬又是一
个新春。

在这个除旧岁、迎新春的美好时刻，我们怀
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感受着时光的温暖与深
邃。时光如诗，每一行都会镌刻着我们的欢笑与
泪水，每一页都承载着我们的希望与梦想。

岁暮，寒风凛冽，吹过街巷，路上赶着行程归
家的人们，心中怀揣着满腔的炽热，奔向属于自
己的温馨港湾。中国人的新年是一场盛大的狂
欢，阖家团圆的时光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归宿。
对联、年画、中国结、各种年货，满街悬挂的红灯
笼在风中摇曳，仿佛是年的使者，将一个红红火
火的中国年渲染到了极致。

走上瑞雪纷飞的街头，穿过古巷，朱红色的
大门敞开，迎接着新年的祥瑞。门前，一副副春
联龙飞凤舞，那是墨汁在红纸上的尽情跳跃，如
同旋律优美的音符，描绘出对生活的畅想，仿佛
诉说着对来年的美好期许。墨香在空气中弥漫，
与美食的香气交织，酝酿出独特的年味。街头巷
尾，张灯结彩，满街都是中国红，五彩的灯笼，如
同繁星点点，照亮了人们回家的路。

中国年，是中国人独有的骄傲和钟情，是爸
爸妈妈的祝福和叮咛，是青春少年的憧憬，是新
年昂首阔步追逐梦想的坚挺。小时候，家里的年
味总是很浓，整整一个腊月，父亲下了班，都要骑
着威武的老式自行车，冒着三九严寒，眉发结霜，
往返于临近村子的年集。看着炒花生，炒瓜子，
水果糖还有不可缺少的各种年货，一包包买回
来，心里就莫名的欢喜与充实。家里的年，是文
火慢炖的汤，是一天天期盼，是一件件积攒，是一

次次年集上的眼花缭乱。时间越近，气氛越热
闹，味道越浓。

中国年，是腊八粥的香气，还未散尽。年味
已被笼蒸、油炸的四处流淌，远方的游子，似乎闻
到了浓郁的年味，满怀欣喜，奔向故乡。团圆的
幸福，卸下一路心酸。

除夕，碗里热腾腾的饺子，是触手可及的幸
福。香案上，燃烧的红蜡烛，把日子照的透亮，红
红火火。一家人的快乐，在鞭炮声中流淌，给老
人拜年，给小孩发压岁钱，围着火炉看春晚，聊春
联。夜空中绽放的烟花，一片又一片，急速的升
腾着年味，璀璨着人们心中的喜悦。红红的中国
年是美丽而灿烂的花朵，绽放在每一个中华儿女
的心上。大红灯笼是人生路上的灯盏，走得再
远，也不会迷了回家的路，更不会忘了村口有一
双双期盼的眼睛。

仿佛一切都有了新的开始。新年在一声声
鞭炮中翩然而至，旧时光又长了一截，用来怀念、
唠叨一些陈年旧事，而新年用来播种希望和收获
梦想，就像春天里绽放的小花，每一瓣都散发着
诱人的芳香。烟花，有着璀璨夺目的色彩，仰望
的目光，捕捉生活的亮点。

春节是古老与现代的交织，在年轻人的心中

激荡起独特的旋律。我们不再只是传统的继承
者，更是新时代的创造者，为春节注入新的活
力。红灯笼下，我们不再只是仰望，而是用手机
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分享给远方的朋友，让爱
与祝福跨越时空。在网络的海洋中，我们传递着
春节的喜悦，让这份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日氛
围，更加浓厚。

中国年的声音，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当新
年的钟声如约而至敲响时，这是中华民族展望新
时代的最强音。在绚丽的礼花中，被每一个华夏

儿女演绎的更加恢宏壮观。在新年的钟声里，我
们变得更加坦然，自信，充实。

中国年的声音，是经典歌曲《难忘今宵》回荡
在神舟万里的岁月感怀。在推杯换盏的祝福声
中，我们又长了一岁！

中国年的声音，是锣鼓喧天庆新春的声音。

人们踩着鼓点，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行走在大街
小巷，购买年货，畅想美好的爽朗笑声，应和着鼓
乐齐鸣的祥和，回荡在天地之间。

中国年的声音，是辛苦劳作一年的农人在稻
花香里说丰年的声音。声音回荡在奔小康的路
上，日子一天比一天幸福美满，在旧貌换新颜的
新气象里纵情歌唱的声音。

中国年的声音，是擀着饺子皮儿，包饺子人
间烟火的声音；在锅碗瓢盆的交响乐中品着饭
香、端起酒杯，共同祝福永久安康的声音；是父辈
们笑逐颜开，给孩童们点压岁钱的声音；是无论
你走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幸福的听到

相互拜年祝福的声音；是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洪亮
声音；是山乡巨变歌唱伟大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的
时代强音；是奔流不息的长江黄河澎湃时代凯歌
巨浪翻流的声音；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声音；
是铿锵有力，勇往直前的脚步声；

展望未来，我们满怀希望，新年新气象，新年
新希望。不负好时光，不负期待，心有目标，从容
而行，扬帆起航。

作者单位：优品购物中心

“过年闹龙灯”是济北刘家村民的执念与传
统，没有人知道刘家龙灯起源于何时。只知道刘
家村先祖名刘闹，“闹”龙灯的“闹”，自其在明朝洪
武年间从河北枣强迁居济阳刘家村开始，闹龙灯
就是刘家村的习俗，至今已逾六百年。

忙活了一年，大家都盼望春节，刘家村人盼春
节，更盼闹龙灯。不信你听，初一上午刚拜完年，
村里的锣鼓就“咚咚锵、咚咚锵”的响起来了，人也
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的在空旷的广场围了一
圈，小伙子们争先恐后的扔下外套抢起龙灯，左右
手互换，流畅的舞动、跳跑起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阳为单，龙代
表着阳刚、强健，就像易经的第一卦乾卦一样，象
征着高大刚正、自强不息。所以，刘家龙灯的通常
为5节、7节、9节、11节，都是单数，首节为龙头，末
节为龙尾，中间几节为龙身。过去的龙灯都是村
民自己制作，由村里心灵手巧的匠人用木头和竹
片扎成龙骨和框架，糊上纸，涂上色，节与节之间
用蚊帐布连起来。一到晚上，每节中间都点上蜡
烛，然后挑选村里学业最出色、体格最矫健的两个
后生各执火把，点燃龙灯眼睛里的蜡烛，画龙点
睛，寓意文武双全，刘家龙灯就要开闹了。

就听铿锵的鼓点忽然加重，在场中央站的笔

直的矫健小伙一吹哨子，猛地高举龙珠，舞龙头的
健壮汉子嗷一嗓子，一蹦三尺高，举起龙头，蹭的
追向龙珠。一条金龙随着龙珠忽高忽低，时急时
徐，由简单的龙戏珠、龙翻腾、龙跳跃、龙摇头、龙
摆尾，逐渐演变到龙翻身、剪子花、四门斗、8字花
等刘家龙灯独一份花样。

跳到欢快时，场中央会点上两个烟花，龙灯围
着烟花游弋、翻腾、穿插、飞跃，犹如真龙现世，活
灵活现，照亮了整个夜空。

刘家龙灯讲究“追、舞、韧、潜、易、行”。追和舞
代表着动，通过跑跳、挥舞，让刘家龙灯动若游龙，
展现灵活多变、刚健有力。潜和行，代表着静，通过
走和停，让刘家龙灯静若潜龙，寓意风调雨顺、处变
不惊。韧和易代表着合，龙灯一旦舞起来，从白天
到夜半，不停歇，靠的就是一股子韧劲和易（换）人，
你看吧，无论是龙灯走着时、跑着时，还是翻身时、
舞花时，不等你累到咬牙坚持，蹭一下就飞奔过一
人接过你的龙灯，交接动作那叫一个干净麻利快，
过程无限流畅丝滑。老刘家人就这样，互谦互让互
体谅，你来我往互接棒，绝不让龙灯停顿、掉地上。
即使老少爷们一年里有啥磕磕绊绊、家长里短、误
解冲突的，都在那交接龙灯的一刹那烟消云散，实
在怨气大、矛盾深，接你一场你还不解气的，那我就
接你两场，刘家龙灯总能化解一年的不快与恩怨，
然后大家欢欢喜喜、互帮互助又一年。

刘家龙灯作为光与暗的精灵，将动与静结合,
使力与美交融，广受济阳群众喜爱，并经常受邀到
章丘、历城等地巡回演出，闻名黄河两岸。

作者系区作协会员

童年的年，从母亲腌上腊八蒜开始。
供销社里截几块花布用心裁剪，
细密的针脚缝出全家人的温暖。
热闹的集市上买鱼买肉买花鞭，
浣洗被褥，打扫庭院。
做一箱豆腐，和一盆老面，
蒸年糕、蒸馒头、蒸包子、蒸花馍，
蒸蒸日上，寓意满满。
炸鱼、炸藕、炸丸子、贴春联，
母亲给我们讲从前过年，
忙碌的身影一刻不得闲。
直到除夕的饺子蘸着腊八的醋，画出同心圆，
初一接过长辈给的一点点压岁钱。

中年的年，我像母亲那样腌上腊八蒜，准备过年。
双休日去逛服装店，
给自己给孩子挑选过年的新衣衫。
赶集上店购置年货齐全，
换洗被褥洗衣机帮办。
蒸黄面、蒸馒头、蒸包子、蒸花馍，
蒸蒸日上，绵延不断。
贴上新春联，忙做年夜饭，
团团圆圆，不忘给孩子讲我童年的年。
除夕饺子就着腊八蒜，
鲜香无比，感慨万千。
初一带着孩子兴高采烈去拜年。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
耳顺之年，
腊八蒜我没腌，超市里寻常见。
早早网购新衣三两件，
花甲也要焕然一新迎新年。
成了家的孩子送来年货全，
孝心一片，忙碌减半。
除夕的年夜饭定在饭店，
热热闹闹，情感不变，幸福无限，
谈笑间不忘讲从前过年。
除夕的饺子买的腊八蒜，
翠绿如玉比自家腌得好看，
初一给孙女厚厚的压岁钱。

童年的年，已是非常遥远。
只如一幅幅写真，
嵌挂在记忆的老墙间。
中年的年，
仿佛在昨天，
如一壶老酒，醇香还在唇边弥漫。
今年乙巳本命年，
迎来春节申遗成功初年。
生生不息的中华情，
一代讲给一代听的传统年，
一年更比一年新的文化年，
永恒不变。

作者系区作协会员

一、小学语文课本里的过年诗
《过新年》

锣鼓响，过新年，
一个爆竹飞上天。
飞上天，天上逛，
看看祖国怎么样？
怎么样，好景象，
到处都是新工厂。
新工厂，机器响，
工人同志日夜忙。
日夜忙，忙的欢，
高楼大厦一大片。
一大片，绿油油，
明年一定大丰收。
大丰收，大发展，
帝国主义干瞪眼。
干瞪眼，挡不了，
社会主义往前跑。
往前跑，跑的欢，
一天等于二十年，
共产主义早实现。

二、记忆中理解与不理解的
风俗

大扫除：腊月二十之后，家
里必须彻底搞一次大扫除，主要
是扫屋子，特别是饭屋（厨房），
蒸年干粮之前，打发灶王爷爷上
天之后，必须先把饭屋打扫一
遍。因为那时候农村都是住平
房土屋，做饭烧柴草，饭屋烟熏
一年会很脏，时间久了不打扫有
的都会滴淌黑黑的屋檐油，不打
扫怕污染了年干粮不吉利。

请灶王：灶王爷一年一请，
腊月二十三送灶王上天，就是把
张贴了一年的那张灶王像念着吉语烧
了，再买一张新的，但不能说买，必须
说“请”。过了年再在原位供上。灶王
爷多数人家都是到年集上去请的，也
有熟人家来“散”的，就留下一张。说
到这里，我总想起奶奶打发灶王上天
的情境。奶奶虔诚地跪在地上，边烧
纸边念叨：灶王爷呀，今天你要上天
了，到天上您要多说好，少说歹，马尾
巴上给俺带个孙子来。（老人家一辈拉
巴了一帮孙女，没得一个孙子，年年乞
求也没如愿）。记忆中这活动一直持
续到1966年。

买年画：每到过年，父亲都要买两
张新画贴上。正房中央是毛主席画
像，两侧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宣传画。
记忆中有寿星图、鲤鱼娃娃、养猪图、
丰收图等。偏房里曾贴过《妈妈开着
拖拉机来了》《七仙女下凡学纺织》《四
进士》《大轮船》《降龙伏虎》等。靠近
父亲的座椅墙上，还曾粘过一些香烟
盒展开的小画，奶奶座椅旁边则是我
们上学得的奖状。那时贴画不用图钉
或胶水，都是父亲找来一把高梁莛杆
儿一劈为二。分别在需要按钉子的地
方削个菱形小口，插上一枚从院子里
枣树上掰下来的蒺荆拐儿，用小锤轻

轻地把画钉在土墙上。
请老的：除夕傍晚，过年的东西都

准备妥当了，正房里摆好供品，水饺也
包满了，一家之主就带上香纸去请老
的。茔地近的就到坟上请，茔地远的
就找个宽敞的道边或路口朝着先人的
茔地方向拱手相请。来到家，先给老
的发钱粮（烧纸、上水饺），一家人再给
老的磕头。请老的回来后，大门口屋
门口都横上一根秫秸或竹杆（至今我
也不知这是啥讲究）。门框上左右都
挂一束新鲜松枝，中间捆上秫秸段或

竹杆段，方便插香。
先人们请来了先人们请来了，，一切行一切行

为都要谨慎为都要谨慎，，不吵不闹不吵不闹，，不能不能
坐宣挂了轴子的屋里的座坐宣挂了轴子的屋里的座
位位。。一切都求素静一切都求素静。。就连年就连年
五更吃的水饺都是素馅的，
下水饺都不拉风箱，所以年
五更下水饺用的烧柴很早以
前就留出来了，过年的时候
再提前晒晒。我记得年五更
下包饺最好的烧柴是芝麻
秸，再就是秫秸。

供天地：不管贫困富有，
过年家家都要供天地，只是
根据自己的家当，供品有所
不同而已。但心都是虔诚
的。

过年的禁语：完了、没
了、破了……

三、新棉鞋

过年了，要穿新衣服、要
穿新棉鞋了。只有过年，妈
妈忙一冬的那一针线笸箩的
新鞋才能派上用场。

妈妈一生养育了我们姐妹四人，
爸爸当队长时，要留下一个要改嫁的
四十多岁的社员的儿子不成，反而多
收了一个女儿（那社员为改嫁瞒昧了
十岁年龄，她大女儿十多岁了怕露了
馅，带着两个小一点儿的儿女改嫁了，
把大闺女留给了队长——我父亲。）当
时农村的冬天特别冷，人们不穿棉鞋
真得过不了冬。大人们的新棉鞋爱惜
得好，有的能过两三个年。而孩子的
鞋每年必须换新的，因随着年龄的增
长，脚也增长，留着下一年就穿不上
了。

为了我们姊妹五个过年都能穿上
一双新棉鞋，妈妈从刹了秋就着手打
袼褙，铰鞋底，搓麻线，纳鞋底鞋帮，无
论白天晚上，什么时候手里总有针线
活。鞋做完了，留几针不绱好（怕绱好
了我们见新不穿旧，过年鞋不新了），
等我们年三十都睡下了，妈妈守岁的
时候再一双一双的绱合，放到我们的
枕边。大年初一人人都有一双新棉
鞋。

……
每当过年，这些儿时的过年景象

就在脑海里浮现，还挺怀念那时的年
味儿。 作者系区作协会员

现在过年，丰盛的年夜饭，各种年糕，鸡、鱼、
肉、肘各种饭菜，五花八门，样样精彩。但在那贫
穷的年代，物资匮乏，穷人过年买不起大鱼大肉，
只能买点猪骨头，在自家的石磨上捣碎，加上面，
再略加点油、盐和水，和好，薄薄的摊在笼布上，在
大铁锅里蒸，先大火、再文火，不到40分钟，掀开
锅盖，满屋热气腾腾，清香四溢。做“骨头糕”是母
亲最拿手的。

记得六十年代，家乡连年发大水，地里粮食收
成不好，我家人口又多，少吃缺穿，生活极度困难。

我们姐弟八个像盐碱地里长出的高粱秆又黄
又瘦。没吃的，日子难熬，父亲只好领着大一点的
两个姐姐去河西捡人家不要的小地瓜、小萝卜、地
瓜叶，赖以充饥……

年关将至，家中几乎断粮，父亲只好拖着疲惫
的身躯，拱着腰，推着自己亲手做的木轮小车到40
里外的济阳县城去批“救济粮”，车上一头是日头，
一头是月亮，百余斤的粮食是一家10口人的命，
和全家人过年的希望和寄托啊！

母亲更是理家的好手。
母亲白天不辞劳作，料理家务，晚上就坐在用

茅草编成的“蒲团子”上，吱吱嗡嗡的纺棉线，这声
音成了我耳中优美的音乐，也成了我的“催眠

曲”。在昏暗的小煤油灯下，母亲抽着长长的棉
线，也抽着长长的岁月。

白天母亲“牵机”“刷机”“织布”，当年正是靠
着织土布，卖点钱养家糊口，度过了六十年代的艰
难岁月。

有一年的春节，家中穷的买不起肉，父亲找遍
了家中的废铜烂铁，到“代销处”卖了5元钱，父亲
用这5元钱买了3斤猪骨头，5朵花，3块糖，1支鞭
炮。5朵花给了5个姐姐，3块糖给了我们兄弟三
人一人一块，3斤猪骨头用处最大，母亲早早地在
自家的石磨上用斧子捣碎，和上面，加上点油、盐，
在大铁锅里蒸了一大锅“骨头糕”，既当饭，又当
菜，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吃着热腾腾的

“骨头糕”，心中那个香甜啊！
龙飞蛇舞，今年蛇年到，我早早的备下了鸡、

鱼、肉、肘，我吃着买来的肉，感觉怎么也不如当年
的“骨头糕”香。

是生活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生活？
想想过去的苦，看看今天的甜蜜生活，我觉得

自己好像变了，无论怎么变，我还是更加怀念当年
母亲做的“骨头糕”的味道，因为，它给了我太多的
思考……

作者系区退休教师

这个春节
漫步在那熟悉的老街
四周静悄悄的
无人迹，无风声
一扇扇斑驳的铁锁
锁住了岁月的尘埃

早遗忘四十多年前
丁字街旧日春节风貌
然而
决然不同于今日景致

在朦胧的时光中
亮如繁星的灯火
铺满脚下的落英

在渐行渐远的回忆之中
是那绚烂如织的烟花
以及响彻云霄的爆竹轰鸣

丁字街
静静矗立于此

在这春节之际
整条街道弥漫着宁静
它在静谧中等待着我踏足而来

依旧徘徊在那熟悉而亲切的街巷
不经意间发现了童年嬉戏的乐园
携同挚爱的伴侣
与孩子们一同留下这刻骨铭心的温馨瞬间

此处
曾静静坐落着一个石磨
幼小的我
将它想象成辽阔的舞台
在其中不停地舞动旋转

那家尘封多年、早已落幕的老新华书店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那块老旧的牌匾
仍然高悬
而我的《白蛇传》连环画
早已杳无踪影

觅得几处青砖错落
目送断壁残垣斑驳
这片未经雕琢的老城保留了岁月的容颜
那扇曾经明黄耀目的门扉旁
现已爬满了杂草与藤蔓
院内仅余几只小狗
依旧在那里嬉戏吠鸣
……

悠闲漫步，绕行周遭
轻声向这条熟悉的老街道别
与逝去的童年记忆辞行
轻装简从迎春归

作者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国年味
◎吴乐珍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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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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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老街
◎王萍萍

刘家龙灯
◎刘海滨

难忘当年“骨头糕”
◎王瑞亮

年年念念
◎薛春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