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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扫房间、书写福字、祭祀灶神，春
节一日近似一日，不安于清闲的人们似
乎更加忙碌了。超市里，电视上，那些
只有过年时节才会播放的音乐此时又
热闹起来，如同人们的心情一样此起彼
伏，而春天的风徐徐地吹来，带着几分
清寒，将人们的祝福声吹向城市和乡
村，山林和大海，于是，年味显得愈发地
重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过年的方式
也变得花样繁多，再不是从前千篇一律
的模样了。临近农历新年，离家的游子

纷纷返乡，赶回家中与父母妻儿团聚；
也有的将亲人请到城里，一起吃上一顿
团圆饭；当然，选择全家人一起出门旅
行的也不在少数。而我更青睐的是另
一种别样的过年方式：静下心来，与书
为伴，把这一年想读而未能读的书抱出
来，朝夕相对。

如果过年选择窝在家里，书籍无疑
是一个良伴。春节有七天假，不必上
班，尽可以由着性子纵情酣睡，无论什
么时候醒来，枕边有书，拿起来翻上几
页，倦了，合上书本眯上一会儿，或者将

书覆于脸上，用文字给自己敷个面膜，
也算惬意。

若是过年选择出门旅行，书籍也是
一件少不得的随身行李。无论是坐火
车也好，坐飞机也罢，等待的时光总是
漫长而煎熬的，但是有了书一切就变得
不同了。我们可以挑一本童话书，或者
寓言故事集，边走边看，能给旅行增添
无限趣味。

按照人们旧有的传统，串门是过年
的一种习俗，而读书则可看作是一种特
别的串门方式。读汉人的赋便是到汉
朝人家中串门，读唐人的诗便是到唐朝
人家中串门，读宋人的词便是到宋朝人
家中串门，明明我们哪里也没有去，却
又仿佛穿越千年万年，去了千里万里。
屋外风雪正寒，好客的古人见了我们，
热情地邀我们喝一杯绿蚁新醅的酒，让
我们就着红泥小火炉烘烘手，这是多么
美好的体验啊！

有书在手，卧室即是天涯，今夕即
是往昔。宅在书房里，坐对一窗流年，
读前人写的过年的文章，隔着时空，与
他们一同闲聊年的味道，能寻回许多旧
时的年味。譬如，出于环境保护的考
虑，如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放鞭炮的

人少了许多，但书上有幽微的硫黄味和
鞭炮声，透过纸张，在空气里浮沉、炸
响。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书香也是年
味的一种。

我之爱书，与童年有关。小的时
候，家里不富裕，加之父母管教严，遇见
自己喜欢的书，我通常只能远远地望
着，没有机会一饱眼福。只有到了过年
时节，父亲才会允许我去书店里挑几本
书当作新年的礼物，我对这样的机会格
外珍视，也就对过年愈发期盼。如同姑
娘家喜欢买新衣服一样，到了书店里，
我看看这本书喜欢，看看那本书也喜
欢，然而预算有限，一本本拿起，最后不
得不再一一放回去，万分不舍。

许是因为小时候的求而不得，我在
成年之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年关将
近时候，总是习惯性地要为自己囤点
书，仿佛是为了弥补儿时的憾事。

当年与书互相交织缠绕的时候，农
历新年也就变成了书香之年。

每年春节前夕，是父亲最开心的时
候，按照惯例，他会陆陆续续收到小辈
们送来的一份份特殊年礼。

乡下老家的小院很别致，别致的还
有堂屋里的一面墙，墙上张贴着许多花
花绿绿、形状各异的奖状和荣誉证书。
这便是父亲每年收到的那些特殊“年
礼”了。

说起这面墙和那些奖状，我有着久
远的记忆。打小我就记得爷爷家的墙
上贴满了新新旧旧的奖状，爷爷的，父
亲的，叔叔的，还有姑姑的。奖状的内
容也各不相同，“先进生产者”“五好社
员”“劳动标兵”等。记得爷爷每收到一
张奖状，都喜得合不拢嘴，连声夸奖，认
真张贴。父亲和叔叔几个更是不敢懈
怠，努力表现，年年拿奖。

爷爷去世前，将满墙的奖状揭下交
给父亲，并嘱咐说，留着它，给孩子们讲
讲究竟该怎样生活。

果然，父亲经常拿出那些发黄的奖
状，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不仅如此，
父亲也用一面墙来张贴我们的奖状。
那时，上学拿奖状成了我们兄妹几个竞
相攀比的事，放寒假能交给父亲一张奖
状，是我们最荣光的，因此，我们的学习
成绩也一路攀升。

参加工作后，单位不兴发奖状了，
有的只是荣誉证书。父亲还是乐此不
疲，将我们的证书拿去张贴，他说，贴上
好，影响别人，也激励自己。

再后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成家立
业，有了子女，我们的下一代也被老父
亲激励得憋着劲地竞争。我女儿就是

这样，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优秀，放
了寒假，第一件事就是把获得的奖状送
到爷爷那，看爷爷认真地贴到墙上，那
种自豪感就甭提了。后来女儿到湖南
上大学，高校也不兴发奖状了，可女儿
喜欢写作，加入了大学的广播电视编辑
部，第一年就带回来一摞荣誉证书和作
品获奖证书。这下把老父亲高兴坏了，
边往墙上张贴，边自豪地说：“孙女送我
的这份年礼最重了，我们老魏家要出才
女喽！”

这几年，农村的生活也富足了，老
父亲手里也有了不少的余钱。每年的
大年三十晚上，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吃
年夜饭，父亲就总是陶醉地看着墙上新
贴的那些奖状和证书，讲评过后，就高
高兴兴地为每个奖状的主人发着他制

定的特别奖金，一大家人就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看父亲这样，我说：“您让小辈们这
样长进和出色，我们应该感谢您，给您
发年终奖金才是呢！”

父亲眯着眼认真地说：“给我多少
钱我也不稀罕，这些奖状和证书就是送
给我的最好年礼！”父亲说着，脸上洋溢
着幸福陶醉的笑容。

我想，那一张张奖状，并非只是一
张薄薄的纸，也并非只是父亲谓之的

“过年礼”，它其实就是一种令人你追我
赶的良好家风！

1983年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
会播出的时候，我正上小学。那
时村里已经有了几台黑白电视
机，电视机每晚都能聚拢一屋子
的人观看。春晚的播出，立即成
为村民们热议的话题。大家觉得
这样的形式新颖生动，丰富活
泼。春晚的影响力，在一夜之间
暴涨。

随后几年，村里的电视机逐
渐增多，一台紧跟一台，没几年工
夫，多半人家都有了电视机。一
年一度的春晚，对老百姓来说就
是一道文化大餐。那些年，人们
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追求精神
生活，春晚无疑起到了一种引领
作用。

我们的小村庄，村民并非能
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也不习惯动
不动就歌之咏之，舞之蹈之。村
民们都比较含蓄，平时开口唱歌
都有些不好意思。

随着一届届春晚的播出，村
民们开始模仿节目中的歌曲、舞
蹈、小品等艺术形式。因为春晚
的引领，大家不再觉得唱歌是件
害羞的事，不管有没有音乐细
胞，放开喉咙唱起来，成为一种
赶时髦。

当然，那些有“艺术细胞”的
人，因此得以脱颖而出。乡村里
也藏龙卧虎，很多人有极高的天
赋，只是以前没有展示的舞台。
而春晚无疑起到了很大助推作
用，激发了群众的兴趣，也极大丰
富了人们的生活。

记得有一年春晚，张明敏的
一首《我的中国心》火遍了大江南
北。到了大年初一拜年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哼唱起来。村
里的二根模仿唱起了《我的中国
心》，味道十足，简直能以假乱
真。后来村里有啥娱乐活动，二
根便成了主角。其实二根原来是
个懒散的年轻人，日子过得很穷，
二十大几岁了还没娶上媳妇。自
从他的天赋被“发掘”出来之后，
村民们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对他

的印象也有了改观。二根受到鼓
舞，一改懒散习性。没几年，他的
日子就过得好起来。不久后，他
还娶了他的“粉丝”为妻，两口子
的小日子更红火了。我现在还记
得，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大伙儿经
常让二根唱一个，说听他的歌能
解乏。

后来，每年春晚里的小品越
来越多。小品这种形式丰富幽
默，很有生活气息，是大家喜闻乐
见的。我上初中的时候，迷上了
小品，也喜欢模仿小品演员说话，
同学们都说我将来可以靠演小品
吃饭。

那年元旦，我们班要排练节
目。我自告奋勇要演个小品，老
师大喜过望。我根据当时的课文

《我的叔叔于勒》，写了一个“剧
本”：《于勒叔叔回来了》。当时我
根本没看到过真正的剧本，就是
根据春晚里小品的编排，自己展
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写的。

后来我看到真正的剧本，发
现我的“剧本”跟真正的剧本大同
小异，里面主要是人物对话和舞
台提示，包括人物说话的语气和
动作都用括号标注。那时我便以
为自己是个天才，其实是春晚激
发了我的灵感。那次我们几个同
学按照我的剧本演出的小品，逗
得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我很快
成了学校的“笑星”，很是风光了
一段时间。

时光匆匆，往事如烟。转眼
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社会发
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但一年一度的春
晚仍旧会如约而至。

如今，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
太丰富，网络上还有很多娱乐形
式，春晚的地位在年轻人心目中
已经没那么有份量了。可是，我
依然会在除夕夜那一天，守在电
视机旁看春晚，这是一种根深蒂
固的情结。

年年岁岁，春晚有约，真是怀念
春晚陪我们度过的那些美好岁月！

春节，是中华民族沿袭了上千年的
传统习俗，也是炎黄子孙最为看重、最
感亲切的美好节日。春节的话题，总是
一年一年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让人为之
倾心。著名民俗学家程健君所作的《中
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春节》，立足春节
的民俗研究，在探寻其起源、发展和流
变的过程中，就如何传承和保护春节年
俗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等议题，
作了深入的探讨。

该书将历史追怀和田野调查交融

于一体，先后探究了春节习俗与城市文
明、各地过年的习俗演进，以及年画、剪
纸与春节之间的深厚渊源，堪称一本行
走中的备忘录。它通过展示农耕时代
业已形成的岁时节俗，对比古今春节的
现实差异，将深蕴在春节习俗中的文化
内涵，逐一揭示。

春节，又称“过年”。“年”的概念，最
迟周代就已产生，在农耕时代，每到岁
末年初，正是天寒地冻的农闲时期，通
常也是农民较难度过的岁月。为了求
得风调雨顺和来年兴盛，彼时，天子会
率领文武百官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普
通百姓也会特意放下农活，祭祀祖先和
神灵，以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久
而久之，沿袭下来，便有了“过年”之说，
传统的过年，从腊八就已开始，一直持
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整个春节期
间，衍生了许多民风民俗，主要有守岁、
拜年、吃饺子、放鞭炮、贴春联等。

为了表达对春节的喜爱，古时人们
纷纷把对过年的感受，通过文字和图画
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远古时代，由于
纸张还没有产生，这些信笔涂鸦大多被
刻于石上，由此诞生了岩画这门艺术。
这些线条粗犷、笔法稚嫩的作品，也就
形成最初的年画。后来，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纸
张产生以后，年画大多被绘制在洁白的
稿纸上。年画的变迁，不但反映了人们
欢度春节时的喜乐心情，描绘了各种欢
庆时的热闹场面，而且，也将各民族过
年的一系列习俗，用极富动感的多彩画
笔，以风俗长卷的表现手法，尽情展示
了出来。纸，一时之间成了歌咏春节的
最佳物质载体。令人欣慰的是，历史的
画卷，从来就是丰富而立体的，紧随年
画的脚步，很快，剪纸这门民间艺术也
应运而生。为了喜迎新春的到来，人们
悉心勾勒、精心创意，穿行于空灵与虚
实之间，透过张张镂空的纸张，在小小
的方寸之地，鲜活地描摹出一幕幕生机
盎然的迎年图。至于腊八喝腊八粥，祭
灶日扫尘、贴春联，年三十夜吃团圆饭
等众多年俗，和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
一道，共同装扮着我们的节日——春节
祥和温暖、喜庆热烈。

在作者看来，“以春节为典型的中
华民族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大地上一
代又一代人的历史记忆，铭刻着炎黄子
孙、天下华人的浓浓乡愁，体现了中华
民族的价值理想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
望。”围绕着春节，人们所创造的流传千
百年的传统文化艺术，以及那些温润可

亲的过年风俗与礼仪，不仅给人们带来
幸福感，还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也
应看到，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一些沿
袭了千年的春节习俗，已日渐式微，有
的甚至被新的年俗所替代。作者在书
中大声疾呼，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不仅
要知道传统节日文化的记忆和精神承
载，而且，也要懂得对传统节日的敬畏
和感恩。春节，是一个万家团圆的节
日，它让天南地北的人们，不远万里赶
赴家中，与亲朋好友共聚一堂，共同感
受家的温馨，体悟人世间最美的亲情、
友情和爱情。春节，成了家的代名词，
它纾解着远方游子浓浓的乡愁，承载着
一代代国人最美的文化记忆。

全书还带领我们穿越到宋时的汴
京与临安，借以领略古人欢度春节时的
盛况；深入到近现代的天津、开封及菏
泽，去感受现代人过年的场景。作者认
为，对于我们的年俗文化，要用世界和
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正确处理好文化赓
续和文明互鉴的关系，以此推动传统节
日文化根深叶茂，历久而弥新。

春节前夕，我家搞了一次“个人年
终写总结”活动！

此活动的倡议者是一家之主——
我的老爸。老爸认为，让全家人把过去
一年中各自取得的成就、遇到的挫折、
提炼出的经验都总结出来，为今后更好
地工作、生活和学习提供借鉴。家人非
常赞同这个倡议，于是，人人开始分头
撰写“年终总结”了。

一周后，家人纷纷把自己的年终总
结递交老爸。一家之主阅后，对每个人
的年终总结都做出了“批示”。不总结
不知道，一总结吓一跳：平时看似马马
虎虎的家人，写起总结来，竟是那样的
有板有眼，有章有法，有理有据！而且
时有惊人之语！

比如父亲在总结中，把自己一年的
经历归纳为“五个一工程”：“逆行”一个
月，以志愿者的身份昼夜奋战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通过参与防控，真正感受到
了祖国的强大、人民的力量，“此生无悔

生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的条幅，就工
整地挂在我家的客厅墙上；带领家人集
体外出旅游一次，开阔了家人的视野；倡
导了一种全新的现代生活理念——低碳
生活，全家形成了低碳、环保、节约的生
活习惯；带老伴全方位体检一次，排除
了身体隐患；培养了一项新的爱好——
摄影，成了老干部大学摄影班中的发
烧友。

老妈在年终总结里，总结了一年中
最难忘的几件事：养成了饭后跟老伴散
步的习惯，感受到了“人间重晚情”的温
馨；与左邻右舍处得亲如姐妹，感受到
了“和谐社会”的温情；和居民们一起捐
款1000元救助邻居的孩子治病，感到了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去年疫情期
间，老妈义务给防控一线的社区党员干
部送水送饭，成为“白发级”的“逆行者”。

二哥在年终总结里，回顾了自己一
年中的成功与挫折，竞选公司副总成功
一事，使他深有感触：“不要抱怨，抱怨

只会淹没你的信心；不要愤懑，愤懑只
会停滞你前进的脚步；不要自弃，自弃
只会使你失去一切希望！”这些话给家
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励志课。

身为护士长的嫂子在总结中，回顾
了她一年中参与 52次抢救重危患者的
经历。她写道：“52次抢救，使我真正认
识到了健康的重要，生命的宝贵！挽救
患者，不仅仅是白衣天使的职责所在，
也体现了对生命的一种尊重！”——这
番总结，让家人重新认识了生命。

作为一名教师，妻子以独特的视
角，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当代农村教
育的缺失，和一些急功近利教育方式对
孩子们的危害：“补课，不仅增加了家庭
的经济负担，也助长了一些不良教风；

‘手机控’现象应当引起家庭和学校的
足够重视，并且应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正
确引导……”读来让人深思。

儿子的年终总结写得很逗，但却极
为认真，他甚至归纳出了自己一年中帮

助同学多少次、扫除多少次、协助老师
家访多少次。不过，儿子最动人的一段
话是：“从写这份总结中我感悟到：生活
中我们应该做个有心人，记住生活中的
一切美好和感动的瞬间！”

家人相互间翻阅着彼此的年终总
结，每个人心中都产生了一种紧迫感：
这一年里有很多日子在平淡中虚度了；
这一年里有太多的美好和幸福从身边
悄悄溜走了……

父亲把一家人的年终总结打印出
来，装订成书，成为我家第一本“资治通
鉴”！通过写年终总结，家人都在思想
认识、生活理念、工作态度、处世方法等
方面，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和提高。我
想，明年家人再写个人年终总结时，肯
定比今年更精彩、更充实、更有成就感！

春节前的家庭编书
□ 钱国宏

春节是“家风”的接力
□ 魏益君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钟情于
山水，遍游全国的名山大川、海隅
边陲，足迹曾远涉广西、贵州、云
南等地。

因为旅途遥远，交通不便，他
有时就只能在当地过年。《徐霞客
游记》中就记载了他在 1637 年、
1638年、1639年连续三年在异乡
过年的经历。

徐霞客的1637年除夕和正月
初一是在赶赴江西武功山的旅途
中度过的。

除夕这天下午，徐霞客一行
来到了永新李田这个地方，因
为 考 虑 到 除 夕 之 日 居 停 不 方
便，就早早地寻找住宿之所，不
料都被旅馆所拒，正彷徨在路
口 ，恰 巧 遇 到 一 位 刘 姓“ 儒 服
者”，热心地将他们安置在族人
刘怀素家中。

这天只行走了 35里，徐霞客
于是买了酒肉犒劳所跟随的三
个挑夫，刘家主人也拿出农家自
酿的浊酒让徐霞客品尝，竟然让
他忘掉了旅途之苦。徐霞客除
夕之夜也过得不同寻常，“但彻
夜不闻一炮爆竹声，山乡之寥
寂，真另一天地也。”

正月初一这天，徐霞客早早
起床，打探道路，随后让随行的朋
友、僧人静闻与三个挑夫先把行
李运往二十里外的路江，他和顾
姓仆人携带被子直接北行进入禾
山，游览了厚堂寺、青堂岭、十二
都、龙门坑、禾山寺、十里坳、严
堂、鸡公坳等处景点，并进行地理
考察。

当他们到达禾山脚下的陈山
时，天色已晚，就留宿在当地年逾
七十的李及泉家中。徐霞客称赞
这位老翁“真深山高隐也”。

徐霞客的1638年除夕和正月
初一是在广西上林县的旅途中度
过的。

当时他和顾姓仆人已经到
达三里城多日，因为与镇守此地
六年之久的参府陆万里有同乡
之谊，于农历十二月十六被安置

在官署的东阁居住，此处“乔松
浮空，幽爽兼致”，环境十分清
雅，更让他感动的是“陆君供具
丰腆，惠衣袜裤履，谆谆款曲，谊
逾骨肉焉。”

陆万里还给徐霞客出示了新
旧邸报，让他了解了许多政坛时
事。二十八日，陆万里陪同徐霞
客游览了韦龟岩。

除夕这一天，徐霞客只在当
日日记中记录了两个字“复雨”。
随后的日记记载：“戊寅（崇祯十
一年，公元 1638年）正月初一，阴
雨复绵连，至初六稍止。陆君往
宾州，十一日归。”徐霞客没有描
述此次过年的具体情况。当时虽
然阴雨连绵多日，但有陆万里的
热情款待，估计他这个年过得也
不赖。

徐霞客的 1639 年除夕和正
月初一是在云南大理的鸡足山度
过的。

当时，他已在鸡足山的山间
游览考察多日。除夕这天，徐霞
客的朋友沈莘野来到徐霞客临时
借住的兰陀寺中看望，一同在寺
中便饭。

饭后，朋友离去，徐霞客继
续抄录碑文，抄完后就奔赴沈莘
野家中，就餐于沈家的楼上。沈
莘野父子“煨芋煮蔬，甚乐也”。
此晚，徐霞客留宿在楼的北间。
楼呈东南向，前面可以俯瞰道道
山壑，左右有两峰环抱，十分舒
坦而且对称。楼前用连皮的桫
松作为栏杆，制作简朴雅致，楼
窗宽大明净。

徐霞客认为“度除夕于万峰
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万宵”。
他写道：“薄暮，凭窗前，瞰星辰
烨烨下垂，坞底火光，远近纷拏，
彻夜荧然不绝，与瑶池月下，又
一观矣。”

正月初一这天，徐霞客先拜
访了几位友人的静室，随后游览
了念佛堂周边的龛、峡等景，并与
朋友“共为清谈瀹茗”，过得十分
充实和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