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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返家，立春未至，正是乍暖还
寒时。

“想吃荠菜，小叔家茶地里多的是，
你俩自去挖吧。”母亲递给我和儿子一
个塑料桶，桶里有两把我小时再熟悉不
过的木柄菜锹。

荠菜是我们乡间最常见，也是最早
见的一种野菜。苏轼诗云“时绕麦田求
野荠”，老家房前屋后，田埂沟壑，只要
有泥土，它都可以生根萌发，连片成畦，

“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诗经》对

荠菜歌以咏之。“残雪初消荠满园，糁羹
珍美胜羔豚”，陆游更是对荠菜不吝赞
美；而我们小时并不喜食荠菜之类的野
菜，“小孩盼过年”更多是钟情于对肉食
的奢望。
时令还早，茶园还未返青，茶树下

的生态倒是已经热热闹闹了，各种我说
不上名字的野菜小草这时候都偷偷露
出脑袋，你推我挤，谁也不让着谁，谁愿
辜负这稍纵即逝的大好春光啊！

年前的一场小雪刚融，茶地里墒情
恰好，一脚踩下，松软如绵。嗅一嗅早春
的寒气，田野间泥土与腐叶的气息让我
清醒而亢奋，仿佛每一个毛孔里都胀满
蒸蒸日上的生机。

许是长久没有再亲手挖过野生荠
菜，一时拿不准。我蹲下身子，轻摘一小
片茎叶，放鼻端一闻，那股淡淡的清香
再次唤醒尘封的熟悉，这便是它了！

左手掂起它像八爪鱼一样的一只
手脚，右手的菜锹贴地寻根铲去，随手
一抖，抖去毛根上附带的新泥，一棵荠
菜便被拉出了草丛。你都不用站起身来
费力寻找，荠菜从来都不会一棵一棵单
独生长，都是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扎堆
儿，你根本都停不下手来，不多时便是
满满一桶。

荠菜是一种越冬植物，初生的荠菜
很难吸引人的眼球，小小的一簇，为了
生存下来不被牛羊啃食，它恨不得每一
片茎叶都紧紧贴在地面上，大多叶片与
泥土颜色接近，灰溜溜，干巴巴，让人生
不起一丝食欲来。不过，你可不要被它
的保护色所迷惑，只要把它采回来，择

去老叶，洗尽沙土，让它在开水中打个
滚，刚刚还干枯如发丝的荠菜就会像灰
姑娘换了新衣裙，瞬间变得娇嫩鲜绿，
厨房间弥漫着纯粹的田野清新会把你
鲜得翻跟头。

其实，家乡的春天野菜品种很多，
有野小蒜、野芹菜、茼蒿、马兰头等等，
但最受欢迎的还是荠菜。荠菜的生命力
顽强，不用播种，无需呵护；不求水肥，
只待春光。“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
荠菜花”，时令一到，它就自然蓬勃萌
发，不要人管地肆意疯长。

“春来荠美忽忘归”，我在地里窃喜
着挖个不停，这份难与人分享的确幸与
欣喜，就像小时候自己一个人钻出荆棘
丛后，蓦然看到漫山遍野都是诱人口水
的大麦萢时才有过。

儿子对我努力抑制的喜悦却一点
都提不起兴趣，让他学着去挖几棵荠菜
体验一下这野获的乐趣，他蹦跳着来回
几次，拿给我看的却都是形似荠菜的大
叶蒿或是别的野菜。他们这一代许是再
也不会把这田野乡间当作故乡了。

荠菜性味甘平，《本草纲目》记载
“明目，益胃。”故民间有“三月三，荠菜
当灵丹”的说法。吃了整个正月的大鱼
大肉，早想换换清淡的口味。“春来荠菜
胜美豚”，荠菜的吃法多种多样，或炒，
或蒸，或做汤，或凉拌，或剁成饺子馅
儿，或用其煎饼，随意调剂，皆成美味。
先来一道凉拌荠菜解解馋吧！荠菜

洗净备好，开水锅里打个滚就得捞起，
沥干切段备用。几粒腰果拍碎，与荠菜

拌匀盛盘。用不着加姜末、蒜泥、陈醋之
类的去点缀，几滴热油“嗞嗞”淋下，一
盘色泽碧绿、鲜香四溢的凉拌腰果荠菜
就做好了。你都不用尝，就这菜的品相
就已经是春宴上最早光盘的极品了。

儿子最爱的是荠菜饺子。将淖水后
的荠菜略挤一挤菜汁，用刀细细地剁
碎，拌上豆腐、粉条、鸡蛋，包成荷叶边
的大馅饺子，油煎或水煮都行，一口咬
破，那春天的气息便一瞬间喷涌而出，
香在嘴里，美在心里……
小叔家院门锁着，一路行来，不少

村民家也大门紧闭，新贴的春联也掩饰
不了这乡间难遣的寂寞冷清。候鸟一般
的人们，年关岁末千里返乡，正月未毕，
又收拾行李去往打工的他乡。

记得小时，腊月到正月是村里人一
年劳碌后难得的休闲，农村大年守着古
老而朴素的仪式感，贫穷又富足。“过”
年是对过去一年辛劳的慰藉，更是对未
来一年奔忙的祈盼。

但那个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农村
毕竟已经远去，再不见茅屋檐下的冰溜
溜，弯弯扭扭坑坑凹凹的乡间小路代之
以笔直宽阔平整干净的水泥路，那条曾
有无数孩童嬉戏的小河也没了往日的
喧嚣。老年人不断老去，年轻人不断离
去。一切看起来都没有改变，但是一切

却都已经改变。
在老家的时候，我们拼命想离开脚

下这片生养自己的家乡而去追逐梦想
的城市，然而，当我们真正在城市扎下
须根，才发现那片我们急于脱离的贫瘠
土地又是最让我们魂牵梦萦可以真正
放松栖息的精神沃土。

“此心安处是吾乡”，只是东坡寄居
他乡的自我安慰。故乡，是落叶对根的
思念，是一方人对一方水土的眷恋，当
乡亲不再相亲，乡土便洇染成了乡愁。

“他乡容不下孤独灵魂，故乡留不
住我肉身
从此就有了漂泊，从此就有了乡愁
所以就有了牵挂，所以就有了泪

花……”
欲报春来为尚早，轻愁一缕惹乡

思。乡愁，是一味暂时镇痛的麻药，是那
个可以偷偷诉说心底秘密的树洞，用于
疗愈你我无处安放的城市化焦虑。

好在，还有个年，它是最后的缆绳，
离家万里也会系在你的心上。就像这荒
野里的荠菜，哪怕一岁一枯荣，只要时
令一到，严冬酷寒也阻止不了它的萌
发；只要新年一到，风里雨里也阻隔不
了你的归程，哪怕只为短短数日的家人
团坐、灯火可亲……

时常梦见故乡，家门前那几棵老槐树。在
儿时的每个春天里都如约花满枝头。

母亲说，春天的槐花蒸炒起来是可口的
菜，捣碎了还能做槐花酱，于是我们就村前屋
后地去摘槐花。槐花很娇嫩，不需用力，风吹
来时，左摇右摆，雪花般落一地，我们就捡起
来放在箩筐里，便满载而归了。

父亲喜欢花草，院子里种了几棵月季，闲时
就去侍弄一番。记忆中的家乡庭院，在父亲的打
理下，总是芳香四溢的。也许是情怀，也许是身处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我愈发向往童年的故乡，愈
发怀念和故乡一起走过的童年时代。

每年春天是最忙的时节。在一片片明晃晃
的水田里，晃动的是农人们插秧忙碌的身影。
而我们孩子，没有任何劳作，此时最是开心。
母亲常常很早起来做饭，我们吃了粥饭就上学
了。母亲做的粥和小菜，那特有的味道至今仍
留在记忆里，连同她年轻时的飒爽风姿，一同
雕刻进脑海。春天的午后，是“草长莺飞二月
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诗情画意。明媚的阳
光洒满田野，我们就在羊肠小道上边走边跳，
一路欢声笑语来到学校。小时候的欢乐总是简
单绵长，长大后的我们，却又为何这么多的忧
伤？童年的快乐，已珍藏在我心里，忆起，便
是温暖；忆起，便是温馨。

乡村的夏天，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更是充
满着无穷无尽的欢乐。知了的叫声在耳边响
起，耀眼的阳光扑进窗台。此时，睡意全无，就早早起来，看着母亲端起一大盆
衣服，在院子里洗呀洗呀，咯吱咯吱的压水声，回荡在整个院子里。清凉的井水
洒在脚上、身上……中午，大人们就关起门窗，拉上窗帘，与外面的火热的世界
隔离开来，铺一床凉席放在地上，好好享受片刻的闲暇。母亲拿起蒲扇，扇着扇
着，就进入了梦乡。我们常常乘着这个时机，偷偷溜出去，去菜园里摘瓜，到葡萄
园摘葡萄。夜晚，乡间的蚊虫很多，房屋里闷热，父亲就支起竹床在院子前面的
空地上，和邻居们聊天，这时候聊的最多的是鬼故事，每每听到这里，我们都吓
得直打寒战，可我们哪理会得了这么多，一直听到隐隐睡去。

阵阵秋风刮起，不觉间，又到了秋天。秋天是收割的季节。我没有去过地
里，也就没有体验过农忙的辛苦。印象里，大人们会请人帮忙一起收割稻
子，到了晚上，把收割回来的稻子放在打稻场上让牛拉着石磙不停地碾压，
直到稻子全部落下来。打稻场上挂起汽油灯，那亮光是平日里从来没有见过
的，我们就兴奋地在谷堆上打滚，柔软的谷穗散发出的清香，“明月别枝惊
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此情此景，何等贴
切，何等诗情画意啊！直到今天，当我面对皎洁的明月，醉在恬静的夏夜
时，故乡的那份根深蒂固的泥土气息，依然柔韧于我的心中……

冬天，呼啸的北风从村子的树梢吹过，常常在黎明打开门一看，门前的那
些树上都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条，一片银晃晃的冰雪世界。童年的雪下得总
是很大，大片大片的雪花落下来，积得厚厚的，踩上去松松软软，没过了膝
盖，这时候夜晚来得迟了，皑皑白雪照亮了天空，我们就着雪光，在村前村
后玩耍。雪停了，接下来的几天，小河就会结冰，冰结得厚，我们就在结了
冰的水面上玩滑冰游戏。伴着严寒冬天的来临，也就意味着快要过年了。每
到过新年，母亲都会给我们置办一身新衣服：新棉袄、新棉裤、新棉鞋，穿
着既体面又暖和。遇到困难时期，不能买新衣服，母亲也会用她那双巧手为
我们改出一套新衣服来。

童年时光，总是伴着母亲的记忆，一路走来，走过了四季，也走过了童年。忆
童年，虽然清苦，可童年往事充满了温情，在悠闲的生活节奏里，彼此真诚，彼此
善待，亲戚邻里之间就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从不设防。

故乡渐行渐远了，现实里
已经找不到故乡的身影，唯一
能见到的是母亲沟壑般的皱纹
里，仍保留着儿时的往事，印
刻着故乡的过去。母亲的淳朴
与故乡一起撩动着我这颗历经
世事的心，世事纷扰，也许沧
桑了容颜，苍老了心情，可是
对母亲的依恋、对故乡的守
望，已经深深镌刻在血液里。
故乡，永远与母亲相连。

一月，带着喜庆，带着满足与精彩，
在正月初十的夜里与二月隆重交接。

二月，在五九的节点如期而至。好
似亲友久别重逢，既有喜悦又感神秘。
那挂在天空的春色，随时都可以晕染大
地。你看那杨柳枝上的芽苞，你看那湖
塘里悠闲的水鸟，就连孩子们的笑声都
温暖了许多。这些，谁能无动于衷？

二月的风不再凛冽。轻柔地吹拂着
岸边柳、水中荻、墙头的草。吹走了峰岭
峡谷的寂寞，吹醒了河底鱼虾的冬梦。
初春的风，含着香带着暖，越过高山大
海，飞向小桥、枯藤、人家，还有更广阔
的天地。古诗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
紫千红总是春”。

二月的阳光，尽情捕捉闪耀的瞬
间。“小园几许，收尽春光”。那枯萎的
草、稀疏的木以及凋谢了的花朵，都将

在阳光下挺直
腰杆、欣欣然
地踏上又一
个生机勃
勃的浪漫
征程。

二月
的 雨 水
犹 如 甘
霖 ，细 细
地飘洒，深
深地湿润，让
一花一草、一
木一石都能得到
抚慰。干涸的池塘不再
裂嘴，断流的小溪潺潺有声，水面上的
浮萍露出久违的笑脸。“天街小雨润如
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所有的美好都

将在二月重现。
我的梦在冬日里徘

徊。站在冬与春的路口，在
二月回首，与傲雪的红梅
点点头；展望，与迎春花默
默对视。于是在梦里，在每一
次轮转的昼夜之间，凝望太阳与

蓝天，仰视月亮与星辰，总有一种
欲望在脑海里翻腾。世界之大、时光不
老，每一个生命的延续都是传奇。

中国的二月，在疫情三年后的今
天，格外让人珍惜。与疫毒奋战的人们，

何止是抗争，更是世上人与自然的奇
迹。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由的渇望，
对生命的敬畏，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写照！正如二月的初春，给予你、我、
他，无限的想象和对往日的眷恋。

从二月起，让我们敞开心扉，放下
厚重的行囊，挣脱昨日的羁绊；走自己
的路，不必盲从别人的脚步，去拥抱春
风，去欣赏一树一树的花开，去静听百
鸟争鸣，去舀一瓢静水深流的河水。在
二月“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
照”。我在二月等你！

母
亲
·
故
乡

汪
秀
丽

乡乡思思不不觉觉随随荠荠发发
陈 波

二 月
金 属

金田畈是大别山里的一个行政村，早先也是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近些年，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行之
有效的扶贫措施，使得多数贫困人群得以脱贫致富。
金田畈村原先的19户贫困户，眼见着已有18户脱贫，
仅剩一户没有达标。这户的户主，叫朱全忠，他有一
个绰号，叫朱大嘴。这绰号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此人
嘴大，好吃能吃；二是说他话多，爱叨叨。朱大嘴家四
口人，老婆腿脚有些不便，两个孩子皆未成年，在上
小学。
三年前，县里下派了一批驻村扶贫工作队，到

各贫困村兼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派到金田畈村
的是一位28岁的小伙子。姓许名慎，原是县民政局
的干部。许慎来了以后，干了不少实事，比如争取
创业资金补贴，争取无息贷款，争取新农业创业项
目，还通过县有关部门的支持弄来了一些生产生
活物资。

按说这位小许书记已经干得很不错了，但还
是有人向县里写了投诉信，状告他的种种不是。这
位写信的人，便是朱大嘴。朱大嘴在信中说，许书
记扶贫不公正，对贫困户有的重视有的轻视，扶贫
资金有的发有的不发，是看人下菜碟，以权谋私。
信寄出去后却一直没有下落，也没见上级来人

调查处理许慎。许慎依然不给朱大嘴发补贴办贷款，
甚至连家家都有的一些帮扶物资也没朱大嘴的份，
这让朱大嘴忿忿不平，更是逢人便说许书记的不是。
其实许慎之所以没给朱大嘴发创业补贴和贷

款，是因为不管是钱还是物资，只要一到了朱大嘴
的手上，过不了几天就没了。朱大嘴好吃懒做，手

上只要有点钱，马上就会上集去买些好吃的花掉。不光钱存不下来，就连村里发
的芝麻种、黄豆种、蚕豆种都让他炒炒吃了。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烂泥
扶不上墙，谁也没辙！
有一次，朱大嘴到村部找小许书记申请补贴和贷款，结果一分钱没要到，还让

小许书记数落了一顿。真把朱大嘴气了个半死。眼看村里原先与自己一样的贫困
户都过上了好日子，而自己家里还是一贫如洗，朱大嘴心里也真不是个滋味。

世上的事要说奇也就奇。就在朱大嘴走投无路一筹莫展之际，一天早上，村
里忽然来了一位外地的企业家，此人姓陈，想在金田畈投资个项目。在与村民们
闲聊时，这位陈总说他的父亲曾与这里的一位名叫朱永海的人是好朋友，还曾
帮过他们家的大忙。村民们说朱永海早已不在了，但他的儿子仍住在村里，于是
便把陈总带到了朱大嘴的家里。

突然攀上陈总这棵高枝，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朱大嘴异常热情兴奋。但家
徒四壁，没啥可招待的，只好向邻居借了一把茶叶为陈总沏了一壶茶。
陈总倒也并不在意招待什么的。便与朱大嘴闲聊，说村里的闲置土地可建

蓝莓种植园。近些年来，蓝莓在水果市场上十分走俏，价格居高不下，前景可观。
他说他愿意投资，希望朱大嘴能帮他负责实地监管。朱大嘴一听这话，兴奋得大
嘴都合不拢了，连说“可以可以可以”。

说干就干。一周后项目就开工了。陈总偶尔过来看一眼，平时里便由朱大嘴
负责。但陈总说了，朱大嘴只有施工管理权，没有资金使用权，也就是说，他手上
沾不了钱。虽然如此，朱大嘴还是十分满意。毕竟有了小老板的感觉。手上虽无
钱花，但陈总安排搞了个员工小食堂，吃喝就不用花钱了。

自从接了这个差使，朱大嘴想偷懒是不行了。每天得一早起床，到园子里安
排员工干活，还要处理日常事务。后来为了方便，他干脆搬到园区里的简易工棚
里去住了。几个月下来，人也瘦了不少。

一晃两年过去了。园子里的蓝莓已经长成结果。这一天，陈总带了些酒肉过
来，让几个平时做维护的员工一起喝一杯。酒过三巡，陈总笑着对朱大嘴说：“这
个园子一共有120亩，你辛苦了两年，我划出30亩给你，算是给你的报酬。以后你
就把你自己的园子打理好，估计也够你一家基本生活了。”

朱大嘴一听，大感意外。这么一来，自己便成了这30亩园子的真正的老板
了！兴奋之余，朱大嘴说：“陈总，我父亲不在了，但我一直想代表家父去看望一
下您的父亲，可以吗？”
陈总淡淡一笑，说他的父亲其实并

不认识朱的父亲，这只是他编的一个故
事。朱大嘴一听，懵了，问：为什么？

陈总抿嘴一笑，说：“是有一个人
让我这么编的，也是为了让我们之间
交往显得自然一些。”

“这人谁呀？”
“许慎。他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近几年不管是纸媒或是微刊，都能看到很多关于
年味越来越淡的文章，大家都纷纷怀念小时候年的味
道。
相比现在而言，过去那个年代物质普遍匮乏，城乡

差别很大，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农村来说，过年就显
得尤为重要了。

从小生活在农村的爱人，他们兄妹五个，小时候吃
的是粗茶淡饭，穿的也是老大老二穿小的旧衣服或是
落补丁的。那时公公虽是大队书记，但日子过得也很紧
巴，一年到头很少吃到好的，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顿
丰盛的年夜饭，或偶尔满足一下他们兄妹一些小小的
需求和愿望：一件崭新的袄子，一个新书包，抑或几个
本子、铅笔之类的文具等等。就像电影《白毛女》中的喜
儿，虽然在地主黄世仁的剥削下，跟她的爹爹日子过得
极其艰难困苦，但过年时，爹爹给她扯上二尺红头绳，
喜儿就十分开心。对于喜儿来说，年味就藏在这二尺头
绳的红色中。

有次，爱人和我闲聊，无意中说到公公因家穷，从小
没上过学，但人聪明机灵，为人诚恳，不怕吃苦，长大后
一直在村里做事，为左邻右舍排忧解难，后又当上大队
书记。但因没文化，错失了一次晋升到城里工作的机会。
他知道有文化是多么的重要，日子虽苦，也要尽可能地
让子女们能上学识字。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家里几个
孩子都上学读书的，还是很少的。对于儿时的爱人来说，
年味不仅仅是过年时吃上一顿大鱼大肉，或拥有一点糖
果、炮竹，年味也藏在父亲奖励他的书包和本子中。

我的父母出生在皖西大别山脚下的毛坦厂古镇，
自小读书学习，直至分别考上女子师范和大学。成家
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举家北迁，在宁夏

煤炭系统工作一辈子。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虽多，也不缺吃少穿，可我

们依然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不仅能穿上漂亮的新衣
裳，还能收到父母给的压岁钱(二毛钱或五毛钱)，70年
代中期，一分钱、两分钱都可以买到瓜子、零食的，何况
是几角钱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盼望那种以外婆为中
心，一大家围在一起吃年夜饭、听故事、守岁的温暖感
觉。于我而言，除了新衣服和压岁钱，和父母、兄弟姐妹
聚在一起或许更是深盼过年的“诱惑”。

而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城乡一体化结构布局的逐
渐形成、完善，以前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大鱼大肉，只
有过年才能穿上的新衣服，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早已稀
松平常，更不说物质条件好的家庭，平常饭桌上鸡鸭鱼
肉的，天天都似过年。
但是，年味真的淡了吗？我认为恰恰相反，年味只

是换了一个形式存在着。这世上不会有什么是一成不
变的，变化并不等于否定从前。中国的文化应该是包容
的，是与时俱进的，年文化也应当如此！那些说年味淡
的人，或许更多的是在怀念过去，怀念那种经岁月过滤
后的虽然清贫但是热闹的年的气氛。

现在，过年的气氛远没有过去那么浓烈，尤其是城
市，但许多过年的传统依旧还在。俗话说“进了腊月门，
转眼便是年。”大到一线城市，小到闭塞的山区，从腊月
起就渐渐进入到年的氛围中。先是腌制腊货，接着喝腊
八粥，到了过小年(俗称灶王节，自古以来这个日子就
很受人们的重视)，开始扫尘土、办年货等，随着小年夜
的到来，更是拉开了新年的帷幕，奏响了过年的节奏。
再至年二十九，家家户户贴春联，紧跟着就是除夕了，
尤其除夕当天，大人们从早上就开始忙活年夜饭，到了

下午五六点钟，看着一桌子的菜，家人团圆开饭啦……
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彰显着浓浓的年味。

年，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而言，虽然没有了穿新衣、
放鞭炮的喜悦和冲动，却多了些笃定和责任。为了自身
的前途，为了家人的幸福，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忙碌奋
斗了一年的他们，在年末，终于可以暂时放下烦恼，放
下压力，回到可以包容自己一切的家中。

也许，有些人会抱怨过年走亲戚的种种繁琐，也会
比较着今年的春晚和过去春晚的不同，但当一家人坐
在一起，感慨于一年来的付出与收获，桌上的几杯小
酒，窗外的远近烟火，父母的些许唠叨，还是会让你叹
一声，还是家里好，还是过年好！
其实，年味并没有淡去，淡了的是我们对年味的感

知，浓了的是我们对旧日时光的感念。所以，无论社会
怎样进步，时代如何变化，有家的地方，年味就永远不
会淡！

春节假期一过，该上班的上班，该生产的生产，该
远行的远行，元宵节的氛围就淡了许多。但我记忆中的
元宵节，却无比热闹。我经常听长辈们说，正月十五大
似年。
年轻时候的父亲，是文艺活跃分子。舞龙灯、踩高

跷、划旱船、唱花灯，样样精通。最令人佩服的是，他每
次演出都没有脚本，而是见眼生情，看到什么就唱什
么，不但顺口押韵，而且妙趣横生，经常博得乡邻们的

喝彩欢呼。
春节前的那几天，父亲非常忙碌，白天在生

产队里劳动，晚上则和几个人一起扎花灯，糊龙
灯。父亲有一双布满老茧的劳动者的手，但干这
些细致活，不比那些专业的技术艺人差。那时候
生活条件不好，没有钱购买材料，他因陋就简，
总能把这些物件装扮得活色生香。比如，他用丝
绵纸染上各种颜色，糊起来的彩灯晶莹剔透，用
大红被面扎的龙灯大气喜庆。

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父亲和他的玩伴们走村
串户，舞龙灯，划旱船，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一般是先去
烈军属家门口演出，然后去一般村民家。他们“宁冇一
村，不冇一家”，灯到了谁家的门口，都会有鞭炮相迎，
有瓜子花生招待，人们像迎接财神一般迎接他们，家门
口热闹热闹，寓意一年红红火火。

我们这里有“晌(午)过十五晚(上)过年”“年三十的
火，正月十五的灯”的习俗。元宵节晚上的活动比过年

还要丰富许多。这天，家家户户都会张灯结彩，很多人
家的门口都挂有竹篾编成的红纱灯笼，灯笼上面写有

“福”“寿”“春”等吉祥语。父亲他们的演出队穿插在居
住比较集中的村庄前，此时，庄子里的大人小孩都会挑
着不同的灯笼，照亮庄院前的稻场，让他们在这里划旱
船、舞龙灯、唱花灯。此时，周围有兔子灯、猴子灯、小羊
灯、方形灯、圆形灯，五花八门，十分壮观。各种灯笼穿
梭往来，大人小孩欢聚一堂，煞是热闹。
场院外，还有成群结队的青少年在空旷的山场或

田地间的空场上撩火球。火球是用黄栎树叶串成的，他
们或悠或抛，在夜空里划出美丽的弧线，给元宵节增添
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现在，元宵节晚上，是烟花的主场。姹紫嫣红的烟
花，将夜空装饰得绚丽多彩。但美丽有余，而热闹不足。
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的元宵节，想念那种属于年节的喜
庆与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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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大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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