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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我们农村的物质生活无疑是贫乏
的，但是，过年的年味却十分浓厚。过了腊月二十
三，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就数着日子进入备年时
间。大人们开始掸尘、做豆腐、熬糖丝，家境稍好
些的，还要杀鸡宰鹅，生产队也用那种大箍网，从
鱼塘里捞出鲜活的胖头鱼，论斤称两，分给各家
各户。我们小孩子，则动手做自己喜爱的玩具，男
孩子做“火爆枪”，女孩子就缠着大人买“红灯
笼”。

在众多的乡村年俗中，贴年画一直成为我记
忆中的底色，每到农历新年将近的时候，那景象
便会从记忆里浮出来，并在心头盘桓流连。

年画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是中国农
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少年时代，我并
不知道年画的由来，后来读了点书，才知道，四川
绵竹、山东潍坊、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被誉为
中国“年画四大家”。

每年的腊月，商店里、书店里就挂着各种各
样的年画，有单幅的，有连环的；有人物的，有动
物的；有现代的，有古装的；还有一些神话传说中
的故事和人物。

单幅画有的是动植物，包括狮、虎、鹿、鹤、凤
凰等瑞兽祥禽，梅、兰、竹、菊、牡丹等名花异卉，
表示迎福纳祥的主题；有的是娃娃美人，多张贴
在青年人的婚房中，以表达夫妻和美、早生贵子
的良好愿望。我们乡下，把年画称为“花纸条子”，
我们戏称一个人貌美，就说他或她像“花纸条
子”，因为，那个时候年画上的红男绿女，都貌美
如花。

联画一般是4幅或6幅一套，大多取材于历史
事件、民间传说、文学故事，比如《三国演义》、

《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白蛇传》、《牛
郎织女》等。这种年画大多数是根据当时的电影
画面剪辑下来的，分成许多方格形的小画面，下
面还配有文字介绍，可谓图文并茂，类似于连环

画。连环画，也称小人书，那种印制粗糙的小人
书，却是我们那时能读到的唯一课外书。比起黑
白纯色的小人书，色彩缤纷的年画自然更令我们
赏心悦目。

那个时候，我们农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家里没有钱买年画来装饰我们的生活，因为吃饱
肚子委实比满足视听要紧迫得多。但是，我对年
画是痴迷的，于是，总想积攒些零钱，到过年时为
家里买几张年画。那个时候的乡镇，都有一个农
副产品收购站，收购的物品种类繁多，其中一项
是收购中药材。我家在山区，从春天到秋天，山上
都有不同的中药材，我们从灌木丛中采摘柴胡、
野菊，从深山中掏挖天麻、葛根，过后用心翻晒，
晒干以后，送到收购站。收购站的大叔很尽责，很
挑剔，我们用许多放学后的时间采来的山货，换
来的往往只是几毛钱。这样的几毛钱对我们来
说，弥足珍贵，要买笔墨，要补贴家用，还要从中
挤出些小毛票、小分币，积攒着到过年时买几张
年画。

选年画，要先下手为强，先要买与过年相关
的年画。比如，有一张年画上画着一条大大的鲤
鱼，一个胖乎乎的小孩骑在鱼的身上，手舞足蹈
着，年画的一角写着“年年有余”的字样。整个画
面充满着活蹦乱跳的意味，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
围。有的画虽然没有喜庆的意味，但因为充满着
力量，也很受人欢迎，比如“武松打虎”，画上的人
挥舞铁拳，眉宇间满溢着昂扬的斗志，看着就让
人热血沸腾。

有一年靠近过年的时候，我和弟弟迎风冒
雪，走到十余里外的山七镇新华书店，商店里光
鲜的年画都卖完了，只剩下两张，是当时并不怎
么好看的电影连环画，叫《奇袭白虎团》，色彩不
鲜亮，人物也呈金刚怒目之态，没有美感。但是，
我们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还是抖抖索索地从
衣兜里掏出毛票和硬币，将它买下来。因为不是
我们喜欢的年画，又加上归途风雪交加，那种灰
暗的心情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

大年三十，贴春联和贴年画，是我和弟弟们
最重要也最快乐的工作。那个时候贴年画，我们
没有订书机，也没有专门的浆糊。我们先在锅里
烧开水，再将麦面均匀地撒入水中，用长竹筷不
停地搅和，自制成浆糊。我和弟弟们配合着，先将
年画反铺在饭桌上，沿边缘小心地涂上浆糊，然
后，选好墙上的位置，我站上板凳，把抹好浆糊的
画一边凑近墙壁，一边问弟弟位置正不正，不断
地挪移、校正，费力费心。年画太过单薄，墙面十
分粗糙，我们得十分小心，才能将年画伏贴地粘
在墙上。

我们家是茅草屋，低矮阴暗。但是，每逢过
年，贴上年画，我家的屋墙跟我们一样，也穿上了
崭新的衣服，烟熏火燎十分暗淡的堂屋就有了一

些光鲜。如果“飞雪迎春到”，雪花在门前幽幽地
积成雪褥，瑞雪映照着年画，堂屋就更增添了鲜
亮与明朗，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新年气象来。

大年初一的早上，乡下“拜门年”便开始了。
所谓“拜门年”，就是男人们领着孩子，成群结队、
挨家挨户拜年。每到一户，家主会给大人敬一根
香烟，给小孩抓几颗自家制的泡米糖。我喜欢的
不是家家户户发给我们的糖果，我喜欢挨家挨户
看年画。

在那个通讯和媒体都很落后的年代，没有电
视，没有课外书籍，年画却为我们打开了外看世
界的一扇小窗。我感觉，在看年画的过程中，我的
文化水平在逐渐提高。

最早看年画，是学识字。
我的父母都不认识字，他们绝没有当下父母

对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担忧，上学之前，我们
基本上也是不认识字的。上了小学，识字断字，但
除了课本，没有其它办学来检测我们的识字量。
年画倒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过年时
候，读年画上的字，也读春联上的字，成为检测我
识字量的重要途径。

后来，看年画，是为了讲故事。
我们自己家的年画上有故事，别人家的年画

上也有故事，我们已经超越了识字阶段，能够复
述画上的故事。我们从年画中，知道了现代京剧

《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里的铁梅、
杨子荣、阿庆嫂，也认识了《西厢记》中的丫鬟红
娘、《白蛇传》中的书生许仙等，年画成了我们小
时候重要的文学启蒙读物。《西游记》里的小神仙
哪吒，脚上蹬着一副风火轮，大闹东海，他的天真
与神勇成了我们少年时代的英雄偶像；《三国演
义》中的诸葛亮，手持一把鹅毛扇，用草船巧借羽
箭千枝，他的儒雅与智慧成了我们一辈子难以企
及的理想人格。年画上的故事是有限的，但能打
开我们的想像，追问画面以外的故事。比如看那
个《红楼梦》的年画，我们就不明白，男儿身的贾
宝玉为什么是个女孩子的妆扮？看过《水浒传》的
年画，一直很好奇，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以后，还会
再闹向哪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从年画中，了解到
判断美丑善恶的基本标准，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朴
素的道德教育。在那个没有课外书的年代，这些
年画，对我们贫乏的精神世界是一种补偿。

我们乡下人很看重“年”，许多名称与行为都
与“年”联系在一起，除夕吃的是“年饭”，初一吃
的是“年糕”；宰杀生猪叫“杀年猪”，购买用品叫

“打年货”；甚至理发沐浴也叫“剃年头”、“洗年
澡”。

因此，把“年”与“画”结合起来，就自然成了
一种文化现象。年画成为春节文化中物质与精神
合一的共同表达，浸透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

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和信仰情结。年画是新年的
报春花，过年贴年画不仅是为了装饰点缀，更是
一种新景象的宣告，一种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与
期盼。

春节是一个充满温情与希望的节日，一年又
一年，乡村的年俗在传承中变迁。

现在，我的家乡，拜门年的风俗还在，大年初
一，老老少少，成群结队，从东家到西家，从何庄
到王庄。每到一家，主人依旧是敬烟敬茶发糖果。
从村民们奉敬的香烟中，能看出他们生活水平在
逐渐提高。我小时候，长辈们奉的烟是“大铁桥”

“大前门”，以后逐渐是“佛子岭”“红塔山”，到现
在，基本上都是软硬兼备的“大中华”了。乡亲们
的住房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低矮的茅草屋在
乡间已荡然无存，都建起了造型各异、宽大轩敞
的小洋楼。

我也时常跟在人流中，感受着新年的喜乐。
每到一家，我还是习惯性地环顾他们的客厅，希
望能找到当年的年画，希望能重温小时候看年画
的美好。可是，雪白的墙壁上，再也没有了当年的
年画。

我隐隐感觉出，缺少年画的乡村，那种醇厚、
素朴的年味儿似乎消退了许多许多。

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年画，还能回归乡村
吗？

袁孝友
欢度春节
海晏河清歌盛世；国强民富庆新年
朱善云
满棚春色
已把寒凉排度外；还收红绿在胸中
杨传连
福至春归
蛇珠献瑞皋城秀；燕尾裁春淠水欢
胡传宏
一元开泰 万象昭苏
舜日千秋芳节至；尧封万里太初临
史红雨
美丽六安
青山绿水红土地；古韵新风碧云天
傅晓爱
爱我中华
江山永固黎民福；岁月长安禹甸春
陆秀红
锦绣前程
心驰万达凭吾悦；春满双河引众兴
周海兵
恭贺新春
竹梅邀雪送祥福；庭院挂灯迎瑞年
洪祖美
瑞景祥和
龙驭和风临盛世；梅红岁首悦民心
徐有亭
和美乡村
甄岗村里香樟绿；八卦泉中蜜水清
彭德和
民富国强
家国情怀千古颂；民生德政万人歌
解林
格物致知
笺起惊雷椽笔动；室盈贵气是书香
杨绪银
瑞满皖西
新春入股长三角；盛世跑红大六安
倪进科
四季长安
龙蛇共舞三阳泰；莺燕齐鸣六合春
张家田
大好春光
龙蛇交替呈祥瑞；梅雪相邀献早春
张兆田
辞旧迎新
龙吐银珠辞旧岁；蛇含金宝贺新春
周月友
称心如意
春风快递双春至；乐事常随百乐生
王炜
万象更新
蛇缨挥彩山河璨；龙脉生辉岁月康
余彬
雅庭生瑞
墨池香霭花间露；茗鼎烟浮竹外云
王国信
辞龙迎蛇
龙年盛景千般好；蛇岁宏图万象新
甘本正
普天同庆
瑞雪才飘金缕曲；祥云已抱画堂春
胡开发
天铺瑞象
红联书就千行锦；紫燕衔回万里春
周卜安
春满人间
龙蛇共舞千山秀；鸾凤齐鸣六地安
王霞
喜迎新春
登枝喜鹊欢声唱；抒影梅花傲雪开
张琳
迎新接福
金蛇狂舞福添彩；瑞气升腾喜映门
鲍丽
花开富贵
春描国色雍容貌；笔走龙蛇锦绣篇
张丹凤
气象万千
春光灿烂莺啼序；柳色清新鹊踏枝
樊冬枝
辞旧迎新
龙腾辞岁家家好；蛇舞迎春处处新
孙淑贞
福瑞临门
龙舞祥云春序启；蛇腾瑞气福门开
阎玉彩
和风时雨
瑞雪婆娑招紫气；东风浩荡载祯祥
李必胜
吉祥如意
龙年共庆辉煌日；蛇岁同奔锦绣程
陶中信
前程似锦
龙腾盛世年年好；蛇舞新春步步高
潘正欣
四海同春
龙舞山河辞旧岁；蛇腾瑞气启新程

（六安市诗词学会 六安炳烛诗书
画联谊会供稿）

年画是新年的报春花
何登保

2025年是农历乙巳年，巳的生肖属蛇，
故称“蛇年”。在我国浩翰的联海中，有不少
嵌有“蛇”字的佳联妙对，蛇年赏蛇联，不仅
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而且横生妙趣，其乐融
融。

“呈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有降龙
伏虎手段，龟蛇云乎者。”这是广州真武庙里
的一副楹联。传说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
苏轼被贬海南儋州遇赦北归，路过广州时在
真武庙里见道家所供奉的真武帝君，旁塑龟
蛇像各一尊，栩栩如生，便触景生情，将“龟
蛇”写入联内。

明代的兵部尚书于谦幼时才思敏捷，一
日穿着红衣裳上学堂，在骑马过桥时，恰与
太守相遇。太守望着他吟了一句：“红孩儿，
骑马过桥”；于谦随口对道：“赤帝子，斩蛇当
道。”下联引用赤帝子刘邦斩蛇的典故相对，
文字和内容都很贴切，太守听了大为惊异，
对小于谦的才华大为赞赏。

明末清初，江苏才子吴亮与友人尤安同
游山水。吴亮出一上联：“卧是坐，行是坐，立
是坐，坐是坐”，尤安对出下联：“坐也卧，行
也卧，立也卧，卧也卧”，且说道“我的谜能吃
掉你的谜”。原来，他们对的是一副谜语联，
谜底是青蛙和蛇。

河南郑州五龙峰极目阁，为黄河名胜区
旅游景点之一。登上极目阁，远眺黄河日出，
河水之汹涌，尽收眼底。阁内悬有一联：“赤
日悬空，烟送远山飞鹤鹭；黄河奔腾，气呑高
峡走龙蛇。”全联气势磅礴，令人如临其境，
如闻其声，如观其形。

“西望关中，百战十年空鸟兔；北临绵
上，千秋一例感龙蛇。”这是山西介休韩信祠

内的一副对联，以典譬言，怀
古抒情，既对汉初名将韩信
当年的赫赫战绩极为推崇，
又感叹韩信遭遇之不幸。

清代刑部尚书吴典，有
一年回故里省亲，专程到一
家曾资助过他赶考的小饭铺
谢恩。临别时写下这样一副
对联：“面似银蛇盘中舞;馍
如玉兔笼上卧。”从此，小饭
铺顾客盈门，生意十分兴隆。

相传清朝道光年间，四
川才子刘乃香拜访工于文学
的举人李元度，二人作对，分别以老子李
耳骑青牛西游和刘邦斩蛇起义的典故自报
姓氏，自我炫耀。李元度出上联道：“骑
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刘乃香立即
对出下联：“斩白蛇，入武关，高祖氏刘。”由
于他俩的联句亦真亦谐，颇见艺术魅力，故
成趣话，流传至今。

“王者命自天，谁敢化蛇挡道；英雄居此
地，何妨搔虱谈兵。”这是太平天国名将陈金
刚在贵县书写的一副军营联，显示了对敌对
势力的极端藐视与对自己力量的充分自信。

清联家梁恭辰撰《巧对续录》中载有一
短联：“蛇吞象，鸡啄蚶。”此为一副借助形象
来进行比喻的巧对。上联喻指人之贪心不
足，俗语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这个意
思;下联用鸡嘴被蚶夹住隐指不能开口。联
语巧排俗谚，比喻生动形象。
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有趣的蛇联。如“白

蛇过江，头顶一轮红日；乌龙卧壁，身披万点
金星。”传说一天甲到乙家去玩，见乙家点着

白蜡烛灯，触景生情出此上联。乙思考了好
久也对不出来，情急中发现了墙上挂着的一
杆秤，顿时喜出望外，终于对出了下联。“七鸭
游湖，数数三双一只；尺蛇出洞，量量九寸十
分。”这是化整为零的数字联，对得非常巧妙：
上联的“七”和下联的“尺”都是整数，它们化
零后便成了“三双一只”和“九寸十分”了。

“蛇行瑞气增春色；人展宠图壮国威”
“旧岁龙标金榜去；新年蛇献玉珠来”“金山
漫水双蛇舞；绿野春归百鸟鸣”“大泽龙伏藏
远志：莽原蛇蜕蕴生机”，则是蛇年常见的通
用春联，颇有意趣。

蛇年赏“蛇联”
徐淑荣

春联集锦：

龙 腾 盛 世
蛇 舞 新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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