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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花花 园园

春节前后，皖西博物馆里，文博活动不
断，游客络绎不绝，纷纷打卡，既增长文博学
识，了解家乡历史风俗风情，又增进亲情友
情，享受天伦之乐、闲暇之趣。共接待各地观
众8000余人次。

据悉，2025春节期间，市文保中心(皖西
博物馆)陆续推出“红红火火庆新年 桶桶福
气带回家”“迎新纳福好运来”福字贴画制作、
糖画制作、“包”你好运——— 红包拓印、非遗贺
新春戏曲展演等精彩活动12场，另有“喜迎新
春 窗花传情”、本命年专属礼物、写个“福”
字庆新年、“我跟金蛇合个影”打卡留言、线上

“博物馆里庆春节”话题等精彩活动，每天都
可参与，共2000余位观众参与活动。

近年来，市文保中心(皖西博物馆)多措并
举，组织开展系列社教活动，精彩纷呈，好评
连连。2024年全年开展社教活动线上18场、线
下132场。持续擦亮“我们的节日”活动品牌，

在重要节点，开展“博物馆里过大年”春节系
列活动、“佳期何许 情聚文博”(七夕乞巧
节)、“中秋盲盒——— 解锁文化场馆的传承密
码”等主题社教活动，深化传统文化教育。广
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举办“红色经典故事诵
读大赛”“迎国庆 颂祖国”少儿红色诵读展
演等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推进馆校共建，联合安徽艺术
学校、守真文化公司、三江学院等机构、院校
开展“博物馆里的思政课”“博物馆里的中国
字”“三下乡暑期实践”等活动；依托双墩汉
墓、皋陶墓等文物保护单位，开展“探秘汉代
王陵”“六安历史文化研学游”等研学实践活
动。成功举办“仲夏之夜 与您乐会”博物馆
之夜、“博物集市”“共享文化遗产故事 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 跟着文化遗产游六安”文
艺演出等大型活动，拓展博物馆新业态。

本报记者 徐缓 文/图

正月初二是晴天，“撑”着旱船去拜年。
河蚌嬉戏老渔夫，民俗拜年乐翻天。1月30
日(农历正月初二)一大早，叶集区姚李镇政
府大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多观众喜笑
颜开地聚集在一起看热闹。敲锣鼓、放鞭
炮、玩旱船、河蚌舞……游人如织，营造了

“民俗拜年闹新春，欢天喜地过大年”的群
众文化活动氛围，拉满了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与幸福感。

为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增添蛇年新春
佳节的喜庆祥和氛围，大年初二上午，由姚
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姚李老年学校、姚
李综合文化站、姚李庐剧团组织的一支民
俗踩街队伍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来到姚
李镇政府大院和府前街、光华大街、莲花南
路等处，边走边耍，街道居民纷纷走出家
门，“零距离”感受民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感受浓浓的年味和丝丝乡音。

据了解，这次民俗拜年活动，从正月初
一开始，由集镇到乡村巡回表演，一直持续
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这支民俗踩街队伍成为姚李镇区一道
靓丽的风景。旱船两边欢快摇摆的挑花担，

随着缓缓而行的旱船，忽左忽右，生灵活
现。河蚌舞表演“河蚌戏渔夫”，五彩的河蚌
与渔夫相互配合默契，幽默滑稽，神态逼
真，逗得观众笑声连连，前俯后仰，掌声不
断。河蚌仙子在蚌壳里做着翻、跌、踢、滚、
舞等各种动作，精彩的表演将人气与烟火
味持续拉满，互送祝福。
民俗踩街过蛇年润民心，古韵文化与

人间烟火相融合，不仅拉近了党群距离，还
增强了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
民间非遗文化得到了传承。

程度厚 文/图

“巳巳”如意闹新春，文明集市年味浓。春节期间，金安区城
乡各地举办年俗年货节，喜气洋洋，欢乐无限。

吕 跃 摄

““博博””彩彩纷纷呈呈传传精精神神

“春节假期，能参加这样一场诗歌朗
诵活动，特别有意义。今天我把2个孩子都
带来了，希望他们在诵读中领略传统文化
魅力。”金安区三里桥社区居民徐女士高
兴地为“心有明月——— 读李白”新春读书
活动点赞。

1月29日大年初一下午，金安区三里
桥街道三里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
我市诗歌爱好者、社区居民及中小学生代
表欢聚一堂，开展了一场“心有明月———
读李白”读书活动，新春佳节共同品味李
白诗篇的魅力。

市演讲与朗诵学会会员李俊豪首先给
现场朋友们带来别出心裁的节目——— 大
屏幕上播放着电影《长安三万里》，他感情
充沛地为李白这一角
色现场配音，领着现场
观众“穿越”到大唐盛
世，阐释电影中李白的
所思所想，沉浸式地感
受李白诗句的魅力，赢
得阵阵掌声。

《清平调》《梦游天
姥吟留别》《早发白帝
城》《将进酒》《秋风
词》……朗诵者们带来
一首首李白的经典名
作，让现场所有观众沉
醉其间，体味历史传统
文化的精髓。

“我也想给大家朗
诵一首诗。”活动进行

中，6岁小朋友周妍汐突然站了起来，自告
奋勇上台为大家朗诵了一首《古朗月行》。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稚嫩的童
音与真挚的情感表露赢得现场观众的一
片喝彩声。
活动还开展了激越的击鼓传花诵诗

词、“春”字飞花令等小游戏，现场喜庆欢
乐的气氛浓郁，阵阵高潮迭起。

“在中国春节这个首届世界非遗节
日，也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里，我
们希望能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带到基层、
带到群众身边，让大家共享民族文化之
美，过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中国年。”六安市
演讲与朗诵学会会长李玲欣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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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集市年味浓

图为六安奥特莱期星河广场上，东桥镇天润产业园出品
的红心火龙果等水果、甲鱼龙虾等水产，吸引市民、游客品尝
鲜果，激起购置年货的兴趣。

图为毛坦厂镇民俗文化节期间，明清老街里丰富的土特
产备受游客青睐。

在金寨我老家那乡下，把山芋叫
着红芋，大概是因为各家种的山芋都
是红皮的，且它的藤子也是紫红色
的。
初夏小麦收割后下了几场雨，菜

地里种的红芋母——— 头年留下的种
芋，便爆发式地生长，芋藤儿像被水
浸出地面的蚯蚓似的四处乱爬，能把
一墒菜地弄得披头散发的。青嫩的藤
子长到两三尺、变成紫红色，叶子也
由嫩绿变成墨绿的时候，母亲便向我
发出指令:拿剪刀去把那些长芋藤子剪
回来，插得红芋啦！

我习惯性地服从母亲对做农活的
严格要求，戴上斗笠，拿上剪刀，在雨地
里踏着软软的泥巴，将那些已长到两、
三尺长的芋藤剪下，整齐地堆在芋母地
边，然后一抱又一抱地将它们抱回堂
屋。

家里挖地、播种、施肥、锄地和收割
之类的农活，我们兄妹念小学时就由母
亲教会了。插红芋也是我最熟练的活
儿。
红芋藤抱回家后，不用母亲发第二

道指令，我会接着用剪刀把长藤剪成两
寸多长的小短节，每小节只带两三匹叶
子。我家的黄狗和狸花猫也凑热闹般地
坐在我旁边用石灰和黄泥捶成的地面
上，好奇地看着我剪芋藤。剪好的藤子

都码在菜篮子里，拎到山坡自家的沙土
地或黄泥巴地便可插芋苗了。

芋苗不能插颠倒了，有上下之分:
要把朝根部的那一头插在土里。习惯

上我们会用右手的三个手指头从菜篮
里捏出一根芋苗，另一只手在沙土中抠
出一个小窝，将半截芋苗埋进沙土里，
再将芋苗四周潮湿的泥土拢到苗的根
部，最后用两只手连同苗和土一起捏
紧、按实。每根苗间距和行距不用十分
精确，大致互相保持在一尺左右的距离
就行了。做惯农活的孩子也不知道累，
插完一大块地，把手指磨起皮磨出血
来，也不觉得算什么事。
天晴了，芋地处在太阳的暴晒之下

时，就要从一、两百米外田边的水井挑
水浇苗，每天下午浇一次。几天后，芋苗
便扎下白嫩的须根，那些须根以后会长
成红芋。此时原先的老叶子已半死不活
了，叶杆与藤的夹角处便冒出新芽子，
长出新的藤子来。

接着，该浇粪了。自家猪圈里的
粪池、厕所里的人粪尿、阳沟里沤的
菜皮杂草，都给兑上水，搅匀，用粪
桶一担担地挑到芋地。先在每棵苗
的上方用薅锄挖一个小坑，然后用

长把子的粪舀将粪水一舀一舀地浇到
小坑里，尽量不让它流出来。我们把农
家肥看作宝贝似的，它是丰收和能吃饱
肚子的保证啊。长辈们常对我们说：“没
有粪便臭，哪有饭菜香？”所以，我们并
不觉得它们臭、它们脏。我们放学时看
到路边有牛粪、猪粪，到家放下书包就
会挎上畚箕、拿上铲子把它们铲进畚箕
拎回来，倒进粪缸或猪圈的粪凼里。

红芋藤子长到两尺来长时，就要给
它们“翻身”了。因为芋藤都是顺地爬
的，它们边爬会边长出细细的白色须根
扎进土里，结出很多小小的红芋来，如
果都留下来，就会缺营养，个个长得黄
皮寡瘦的，而主根上嫡生的红芋因营养
的分散，也长不出胖胖的红芋。所以，就
得给藤子“翻身”，也就是拎起藤子，倒
扣在地上，让那些庶生的须根悬空朝
天，离地而萎缩，不让它们另外长出没
有意义的小红芋，确保主根上嫡生的
红芋长大。在红芋生长的季节里，总
要给藤子翻好几次身呢。

红芋地里会长出很多的野草野
花，什么雷公头、灰灰苋、蚂蚁菜、
尖叶蒿子、灯笼果、鸡冠花……多的
是，它们都会争先恐后地抢夺地里有

限的养分。那鸡冠花，占着红芋的家
园，掠夺着肥料，把自己长得鹤立鸡
群、花枝招展，不以为耻，却天天趾
高气扬的。最可恨的是雷公头草，永
远拔不尽。它们的根部有许多带绒根
的小球球会顽强地扒在土里而难以拔
出，被拔出的根球球也嗮不死，落地
见水就复活，并能快速地扎根、繁
殖，所以，拔起来后，我们就将它们
扔到地边的荆棘藤上，或者运回家倒
进阳沟里腐烂做肥料。每过几个星
期，就得将红芋地里那些形形色色的
野草野花给拔掉。

墨绿的红芋叶子被冬天的寒霜打
得萎靡不振时，便是起红芋的时候了。
先割下芋藤，剁成短短的小节，储存到
大缸里，做过冬的猪饲料。起红芋用挖
锄。一锄头下去，能翘起五、六个大红
芋。起完一块地，便用竹箩筐一担又一
担地挑回家。或一束束地挂在锅屋的山
墙上，或封在屋后竹林下的芋窖里，成
为我们乡下人的主食之一。

我老家山坡沙土地里长的红芋特
别好吃，蒸熟烤熟后，就像炒熟了的
板栗米，沙甜沙甜的。煮米饭时饭头
上蒸几个，熬玉米粥时撂上几块，晚
上烤火时饿了就在火笼的青灰里埋几
个，到过年时将蒸熟去皮的红芋和麦
面揉到一块搓成小球球，在油锅里炸
成焦黄的红芋圆子……那都是我们乡
下的美食呢。

如今，我已是朝70岁上数的老人
了，回想起50多年前老家农村的生产
和生活，依然觉得那么清晰，那么近
在眼前……

年味，是长辈们坚守的风俗，是除
夕之夜守岁时妈妈煮香的米酒；年味是
年夜饭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以及
它们在春节期间的吉祥别名；年味，是
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更是情感
的凝聚。
过了腊八就是年。人们遵循着“有

钱不买腊月货”的古训，早在冬月就开
始储藏年货，为的是那份冬藏的厚重与
期待。小年过后，集市上便热闹起来，香
蜡纸炮、春联年画，琳琅满目。选购春联
和新春饰品，是一缕温馨的年味。城隍
庙前，墨香与朱砂香浮在冬阳里，老先
生的狼毫饱蘸春光，在桃符上点染出

“天增岁月人增寿”的良美祝愿，是一抹
优雅的年味。而在乡下过大年，放鞭炮，
更是一笔浓墨重彩的年味。

除夕前一天，家家户户开始忙碌。
酥肉酥鱼炸圆子，油条麻叶酥馓子。厨
房铁锅翻涌着金浪，油星子跳上窗棂，
与檐下冰棱撞个满怀。母亲系着靛蓝围
裙，在氤氲白雾中转动笊篱，麻花在油
锅里舒展成蝴蝶。我们被“水火平安”的
红符拦在门外，却总能在书页中，或墙
根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糖果一样的甜美
快乐。等到第一锅酥肉出炉，大人会首
先盛满大碗送到堂屋给孩子们品尝解
馋，鲜香的年味从孩子们的嘴角飘上脸
庞，又陶染了我们的眉梢。

除夕之日，爸妈简化早餐，中餐大
都是青菜豆腐，为的是让孩子们对晚餐
充满期待。除夕当天，堂屋供桌上早早
地摆上一盆煮熟的猪头。此时此刻，它
叫元宝，泛着琥珀色油光，檀香与卤香
在梁柱间缠绵，老祖父的纯铜水烟袋在
烛火里同样闪动琥珀色微光。尽管元宝
香气四溢，但孩子们只能看不能动，因
为它是财富的图腾。

年夜饭的八仙桌像朵盛开的牡丹，
鱼鳞泛着吉祥的银光，鸡爪蜷成金元宝
模样。母亲总要把最后一把葱花撒进汤
锅，说这是“四季常青”。一天食欲的酝
酿，开席的鞭炮响过，穿戴一新的一家
人，开始了大快朵颐，享受着团圆饭的
团年幸福。
年夜饭上的鱼，叫年年有余，猪耳

朵叫顺风，猪舌头叫猪赚头，猪大肠叫
常吃常有。羊肉锅里的粉丝，这时叫钱
串子，备受青睐。鸡爪不叫凤爪，而是叫

抓钱手，家里的顶梁柱或者年后出门发
展的人肯定要多吃几只，期待他们来年
多“抓”一些钱回来。白砂糖拌的荸荠，
叫“别忌”，寓意童言无忌。年夜饭的氛
围在敬酒祝福、红包飞扬中达到高潮。

饭后，小孩们出去辞岁，大人们则
把剩菜剩饭收集到一个大钵子里，等到
初三送年之后才能倒掉。这一习俗至今
各地尚存。大年初三早晨，我在楼下散
步，一个教授见着另一个女老师拎着大
包垃圾往外送，忙迎上去笑着说：“你也
忍不住了！今早我也扔了。”我知道，其
实，他们也是传统的坚守者。只不过，气
候变暖，家乡六安很多年冬天没有见到
冰锥冰溜子了。同时，现在家家有暖气，
不似原来过年时的三九寒天。

守岁时的年味，是妈妈的味道，是
妈妈的米酒汤圆的甜香。在除夕夜里十
一点多钟，新年钟声快要敲响的时候，
瞌睡虫向我们扑来。就在这时，母亲端

来米酒汤圆。一句“甜酒好了！”立即让
我们睡意飘散。瓷勺轻叩碗沿的脆响，
惊醒了打盹的座钟。子时的爆竹声里，
糯米酒在喉间化作春溪，窗花上的胖娃
娃似乎也跟着笑出了声。守岁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渐渐低下去，檐角的冰锥滴落
第一颗春水。多少年过去，这米酒的香
甜，这温润的呼唤，是刻在骨子里最为
香甜醇厚的年味。

如今的年味，似乎渐渐淡去。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拨人，还有这个传
承。但如今，除夕当天，孩子们放假，多
睡会懒觉，很自然。借着不让爸妈辛苦
的理由，长大了的孩子们干脆就把年夜
饭交给了酒店。年味慢慢地完全变了。

然而，细品年味，我们不难发现，太
平盛世，物产丰富。日子好了，餐餐都是
年夜饭。幸福的日子天天都是年。年味，
或许不再是物质的丰盛，而是心灵的满
足。它存在于家人的团聚中，存在于对
传统的尊重与传承中，存在于对未来的
美好期盼中。年味，是岁月的馈赠，是文
化的瑰宝，是情感的纽带。让我们在忙
碌的生活中，不忘细品年味，感受那份
独特的温馨与幸福。

腊梅依然在青花瓶里吐蕊，春联的
红渗入砖缝深处。愿年味长存，愿幸福
常伴。

大别山纵横五百里，魏巍延绵。十九世纪七十
年代的一个冬天，一场大雪飘落下来，大地披上银
装，苍茫而荒凉。山里的冬天格外得冷，人们面朝黄
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入冬就窝在家里，很
少出门。为了省灯油，晚上早早地吹灯上床，熬过一
个个寒夜。人们守着生产队分到户的粮食过冬，精
打细算，省吃俭用，一个饭粒也不能丢。快过年了，
赊上两块猪肉，生产队分给两条鱼，用黄豆换些豆
腐，再炸点红薯圆子，打几升米的糍粑，年货大致就
齐了。人们见面打招呼总是问“年办得咋样了？”“到
时候就齐了！”回答得谦逊而巧妙。这样的日子又熬
了一年，何时是个头啊！

在等待中，迎来了年。人们开始忙碌起来。
“起来噢！”母亲喊了几遍我还赖床上不想起

来，冬天的早上真好睡，外面刺骨的寒风和屋里温
暖的被窝，我会选择后者，何况正值瞌睡的年龄。母
亲的叫唤声让我心里想着起床，可身体却象泥巴粘
在上面。陪伴我的床是木架子做的，上面放几块木
板，垫上稻草，铺一条被单，簿簿的被子有时让人难
眠，但还是阻挡不了困乏的我进入梦乡，一旦睡着
了就睡得酣畅。

昨夜我做了梦：梦见小七子的兜里鼓鼓地装着
炮竹，梦见小山子笑迷迷地舔着芝麻糖，还梦见荷
花穿着好看的新衣服冲着我笑，而我却没有。梦没
做完，迷糊中我感觉母亲又在吆喝了，于是我惊觉
地坐起来。果然母亲又在喊了，语气中夹杂着生气。
猛然我想起来了：今天是过年啊！昨晚临睡时母亲
还反复交待要早些起床。我是应该起来了！因为这
是我心心念念的年来了！有肉吃有灯笼玩的年来了！

母亲习惯了睡得晚起得早，不用问，天还没有亮她就起来了。为了养家糊口，
她似乎一刻也没歇着，不停地在忙碌着。即使再忙，日子还是紧巴巴的，还是缺油
断盐，还是年年欠账。过年好像成为固定格式，每年复盘着似曾相识的仪式。扫地，
贴门对，摆桌登，端碗拿筷，是我们小孩子该做的事。

在大人眼里，过年祭祖是最重要的，包括准备祭祖的菜。灶塘里的柴禾燃烧
着，火苗舔着锅底，偶尔窜出来，屋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锅里烀着为数不多的腊
肉和咸鱼，香气从锅盖缝里冒出，很诱人，想吃但得忍着，口水往肚里咽。按祖上规
矩，祭祖前，祭菜是不能动吃的。红薯圆子、炸豆腐泡子在前一天就做好了，放在一
个竹篮里，用绳子高高地吊在屋梁上，防猫和老鼠偷吃，可能也防我们小孩馋嘴
吧。
而我的愿望是祭祖早点结束，鸡鱼肉蛋端上桌，来个大块朵颐，吃个满嘴流

油。平时缺衣少食，只有过年，大人才不会抠吃。因为在人们传统意识里，如果过年
吃不饱，那就意味着一年都吃不饱。所以小孩就盼望着过年，为了那丰盛的饱饭。

我们同一个村子过年的时辰不一样，何家是早上，彭家是晚上，我们宋家是中
午。祭祖是过年的重要环节，祭祖仪式是千年传承下来的。庄里几十户人家把祭菜
端到共用的老堂屋，摆在供桌上。敬烧酒，烧香纸，放鞭炮，磕响头，这些流程必不
可少，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家族平安昌盛、人丁兴旺。

祭祖结束，各家各户吃年饭，大人边吃边喝，小孩开心地狼吞虎咽。酒是用窑
壶温热的小吊酒，几杯下肚，大人的脸红润起来，高声谈论着以前和以后。我吃饱
了就去找小伙伴玩。

除夕夜大人在土坯房里围着火塘烤火，粗壮的树兜子结实而耐烧，烤熟的红
薯散发出香味，熊熊的火焰驱散着寒冷。母亲端出平时舍不得吃的、自种自炒的南
瓜籽，和串门的邻居们嗑着闲聊着，一起守岁，期待着新年的到来。除夕夜母亲还
会在猪圈和鸡笼点上蜡烛。我们提着自制的灯笼在庄子里窜来窜去，把鞭炮用火
柴点着甩到空中炸响，或者埋在土里炸开，在无忧无虑的笑声中度过除夕夜。

正月间拜年一直会延续到正月十五。没有交通工具，连自行车都没有，出门拜
年全靠步行。我家距离最远的亲戚在花石大湾，去拜年要走上一整天，天亮出发，
顺着山路一直走到天黑。我们每次去拜年都要
住两晚。因为走山路太疲劳，歇息两天才有力
气往家走。每次拜年走亲戚我们小孩都抢着
去，因为一来不用在家干家务，二来在亲戚家
当客待，有好吃的。
过了正月十五，年味渐渐淡了。庄稼人又

干起了老本行，守着一亩三分地，使牛打耙，翻
田耕地，浇菜施肥，重复着昨天的故事。而孩子
们背起麻布袋做的书包，唱着“我爱北京天安
门”，在万物复苏的春天里开心地奔跑。

红 芋 记
韦国华

唯愿年味长存
李开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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