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转眼，去年的灯笼换成新
的了，在匆匆忙忙、鸡零狗碎的日
子里，春去冬来春又到，虎年已过
玉兔来。山茶花一点都没意识已
经是冬天，叶子依然翠绿，在这数
九隆冬里，那盛放的满树红花，告
诉我们，春天就要来了。

在南方小城，冬天的见证只有
人们身上的衣服。早上还穿着短
衫短裤，忽然地来一场小雨，或吹
一阵不是台风的大风，晚上就得穿
上长衫长裤。能像今年这样，一冷
就得穿羽绒的年份不多。但这种
天气不会长久，看着天气预报的曲
线，10℃到26℃，不会跨越太长时
间，春天很快就会到来。

如果只是靠树木来判断季节，
在这里，肯定会分不清四季。春，
树木长芽，呈现给你的是嫩绿。
夏，枝叶苍翠，只有铺天盖地的绿
荫。秋，听说北方是满山红叶晚萧
萧、树色随山迥，而我见到路边风
景树，除了挂满红色的果子，深绿
没减分毫。冬，别想着满目疮痍、
枝条林立。今年的木棉树，因为春
节来得早还来不及落叶，只有鸡蛋
花树才戴着光秃秃的树冠，在满园
姹紫嫣红里显得有点突兀，任凭四
季开花的野牡丹在旁边傲骄。

家婆的菜园，冬天是最多彩
的。心菜、油麦菜、生菜、芥菜、胡
萝卜……长得满园春色。这个冬

天，我家实现了有机农家菜自
由。还有那果树下欢腾的鸡鸭
鹅，前几天还悠闲地啄着杨桃、百
香果、木瓜，这几天就被家婆送上
了我家餐桌。俗话说，一个女儿
三个贼，儿媳妇也是差不多的“货
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
在县城小区里居住，家婆惦念老
家便回农村小住。才短短的一个
多月，菜有了，肉有了，家婆还获
得乐趣和健康。勤劳的中国人，
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总能
用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

新年将有新气象，万物苏醒
迎春归。大寒刚过，坚冰深处春
水生，岸容将舒柳，山间冒嫩芽。

虽然这几天穿着羽绒，吹着寒风，
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今年，格外的热闹。小县
城车流拥堵，从这个红绿灯一直
堵到下一个红绿灯，大家都不抱
怨了，觉得这才充满人间烟火
气。步行街的小巷子都塞满了
人，实体店的生意红火，人们的脸
上喜气洋洋。

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春
天总是会归来，新的一年已开
启。经过冬天的锤炼，春天的光
芒将更加耀眼。我们便站在寒天
里，望温暖的春天，就像门口的山
茶花一样，浓妆艳抹过新年，明媚
自由的春天即将到来。

春日
□ 梁尚娣

新年的阳光
洒在故乡的田野上
白云亲吻着天空中的鸟儿
化橘红之乡
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街道两旁粗壮的树木
又长出
簇新簇新的嫩绿叶子
阳台上三角梅的花骨朵
绽放了喜盈盈的笑脸

远方传来熟悉的新年歌
春节的热闹
让高挂的红灯笼演绎出喜气
鉴江水
静静地流淌着
喜悦涌进了我的眼睛里
我欢快地踏着脚下的道路
一瞬间
烟花爆竹兴奋的歌声
唤醒了春姑娘

“睇年例”与“吃年例”一字
之差，却大相径庭，意义迥然，耐
人寻味。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大幅度提高，汽车、摩托车进
入寻常百姓家，网络发达、手机
普及、道路四通八达，年例期间，
人们呼朋唤友“吃年例”去。于
是，自驾小车到亲戚家、朋友家
或者亲戚的亲戚家、朋友的朋友
家饱吃一顿，与主人打个招呼便

“打道回府”了。这样，做年例的
人觉得简单、体面，客人也不亦
乐乎。然而，我总觉得好像缺少
了点什么。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睇年
例”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
新。我家乡的年例一般都是两
天，例如初九开始，初十结束。
那时，由于通信不发达，做年例
的人只能通过当面邀请、寄信、

“寄话”（托人转知）等多种形式，
通知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和战
友等届时前来“睇年例”。为什
么通知“睇年例”？因为那时的
年例确实“有嘢睇”：演木偶戏、
粤剧、放电影、舞狮、武术表演
等，有的地方还举行篮球、乒乓
球、象棋或拔河比赛。总之，节
目丰富多彩，热闹非凡，令人兴
致盎然，留连忘返。更有意思的
是，有的活动项目是通宵的，人
们尽情地睇，尽情地享受“文化
大餐”。今天回想起来，客人们
穿梭于各种活动中，那心情绝不
亚于过年，甚至比过年还要激
动。当然，我等小孩对木偶戏、
粤剧等是不感兴趣的，最喜欢的
是睇舞狮、武术，其次是观看电
影、篮球比赛。

每到年例，本地的“狮班”都
会前来助兴：醒狮队的队员统一
服装，两名队员扛上一面大鼓，
一名队员专司敲锣，一名队员举
着狮子，到各家各户巡游一圈和
发柬。待游行完后，再依次到各
家各户门前敲锣打鼓，醒狮起
舞，以及表演武术，主人、客人都
兴致勃勃地围观，不时还发出阵
阵喝彩声或者雷鸣般的掌声。
醒狮队最后一个节目是：两名队
员齐心协力，想方设法摘取主人
预先准备好而且悬挂在高处的

“利是”。这是高难度的表演，也
是最有意思的一刻。随着有节
奏的锣鼓声，两名队员边舞狮，
边密切配合，几经努力，最终拿
到了红包。这时，鞭炮声、锣鼓
声交织在一起，使气氛达到了高
潮。

年例期间，武术表演是“保
留节目”，这是大多数人特别是
小孩最喜欢的节目。每到武术
表演时，本村的外村的甚至更远
路程的人都前来观看，人如潮
涌，往往是里三层外三层，站在

“外三层”的人常常看不清表演，
于是各出奇招：本村或住得靠近
武术表演场地的人，拿来长凳、
椅子站上去看，骑单车来的人站
到尾架上看，有的小孩子则坐到

父亲的肩膊上观看。可见，人们
的热情多么高涨。在有节奏的
锣鼓声的“指挥”下，武术表演拉
开了帷幕，内容丰富，节目多多：
打拳、舞棍、耍刀、弄枪等等，不
一而足，时而扣人心弦，时而惊
心动魄，时而险象环生，人们不
时发出惊叹声，不断报以热烈的
掌声。不过，给人印象最深，令
人击节叫好的，当属过火圈和上
刀山了。过火圈，就是将好几把
刀点着火，然后插到专用的刀架
上，形成一个小圆形的“门口”，
表演者从十几米外的地方助跑，
临近“门口”时纵身一跃“穿门而
过”，真是紧张、惊险、刺激，人们
赞叹不已！压轴节目是上刀山，
当表演者赤脚踩着真刀步步登
高时，围观者有的目瞪口呆，有
的尖声呼叫，有的目不转睛，胆
小的不敢正眼相看，时而看一
会，时而用手掩眼。看完这个节
目，人们常常异口同声：民间有
高人！

更使我这个篮球爱好者十
分高兴的是，有的村庄还举行篮
球比赛。于是，我闻风而动充当
热心观众。我有个朋友家里正
月十六、十七年例，每到十六，他
都会邀请一支篮球队与他所在
的村队进行比赛。每年都是下
午五点钟开始比赛，以便比赛结
束后“吃年例”。有一场比赛，我
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年，这位朋
友邀请了某中学的球队前来比
赛，双方势均力敌，打得难分难
解，激烈异常，引人入胜。也许
是该村的球队得天时、地利、人
和的优势吧，最终以 82：80 险
胜！那时，没有三分球，基层的
球队比赛结果居然超过80分，可
以想象争夺之激烈，比赛之精彩
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
不辞辛苦，甚至风雨兼程到亲
戚、同学、朋友家“睇年例”，既可
大饱眼福，也可以打打牙祭，真
是其乐无穷。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强民
富，年例的规格越来越高，有的
人甚至在高级酒家设宴，广邀宾
客举杯。这样，当然免除了路途
奔波、无觉可睡等麻烦，但好像
有点变味了，不是传统的“睇年
例”，而是名副其实的“吃年例”，
缺少了热闹、隆重、喜庆的氛围，
也少了几分乐趣。

因此，我难忘“睇年例”。

今年春节，我经历了一件尴
尬事。

大年初三，我偕妻儿到亲戚
家“睇年例”，还未进门，一大班
小孩就围了上来，约摸有二十多
个，老远就拱手作揖，齐嚷“恭喜
发财，利是到来”。看此情景，我
猛打一激灵，心里暗暗叫苦。原
来准备的近 10 封“利是”看来难
以应付了，而口袋也没有多余的
零用钱。我和妻面面相觑，不知
如何是好，幸好亲戚出来打圆
场，赶走那些小孩，我才得以脱
身。不过，我隐约听到领到的孩
子撕开红包后说“真小气，才 20
元钱，还不够买鞭炮”，而那些未
领到的孩子则“孤寒鬼，孤寒鬼”
的骂开了。

在微信群上跟朋友论及此
事，他们也深有感触，都说现在
的“压岁钱”变了味，并建议我就
此事写篇文章谈下。

除夕或年初，长辈给晚辈派
压岁钱的习俗由来已久，本意是
给孩子几个零花钱，以增加节日
的气氛，同时提醒孩子又多一岁
了，要珍惜时光。这本是两全其
美皆大欢喜的事情。可如今，因
部分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压岁钱开始变味了。有的孩子
由原来的被动变为现在的主动，

开口向长辈要“利是”钱，有的家
长将此作为一种不用成本的额
外收入。现在，过一个年，城里
的小孩一般都领到千多元，甚至
几千元，农村的一般也有几百
元。

这种现象不仅滋长了小孩
贪吃、贪钱的坏习惯，还在孩子
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金钱至
上”的恶种，对孩子健康成长是
极端有害的。我们当父母的平
常教育子女要遵纪守法、勤奋学
习、知书识礼，做个好孩子，但试
问下自己是否当好了表率？身
教重于言传的道理大家都晓得，
故此，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父母
教育孩子能从收发红包做起，为
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这样，我
们的子女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
用之才。

末了，向广大家长提个建
议，可将孩子的压岁钱以孩子的
名义存起来，把孩子平时的花销
用本子记录下来，等到学年结
束，再将花费清单给孩子过目，
让孩子吃惊吃惊，如有可能，建
议孩子用压岁钱补上。再有，家
长也不妨改变一下送压岁钱的
方法，如用送孩子书籍、学习用
品等来代替压岁钱。这种做法，
意义或许会更大一些。

团圆饭，是一年当中分量最
重的一道盛宴。每到新春佳节万
家团聚的时刻，人们都会精心侍
弄着这道风味大餐，就等着年三
十夜，在灯火辉煌中把甜丝丝、香
喷喷的团圆饭送上餐桌。

我家的团圆饭，通常都由母亲
掌勺。菜谱每年都会有所变化，八
到十二个菜不等。我们兄弟三人
每年都会带上老婆孩子，相约回到
乡下与父母团聚过年，面对丰盛的
菜肴，几乎每年过年的餐桌上都会
剩余许多的饭菜，为此，我们给母
亲说过多次，希望她能少弄几个
菜。但母亲总以年俗为借口，说多
弄几个菜才会“年年有余”。母亲
严格遵循着传统的过年方式，对于
我们兄弟三人的劝说，每每都振振
有词地回应说：“不剩（盛）不余，那
还叫啥团圆饭？”

今年过年期间，我们如约再
次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一大家子

人，与去年相比，一个不多，一个
不少，让我们惊喜的是，十二道团
圆饭不仅美味可口，而且，整个菜
量也控制得十分得体。与往年相
比，基本没有剩余多少。餐桌上，
聊完了正事，私下里我悄悄地问
母亲：“妈，往年团年，你总是要弄
上一大桌子菜，等我们走后，你和
老爸光吃剩饭剩菜都要吃上两三
顿。今年过年挺好，团圆饭做得
既香甜可口，又没有造成浪费。”
母亲听我夸她，倒有些不好意思
了。她说，现在政府不是倡导“光
盘行动”吗，虽然，咱老百姓的生
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但农民兄
弟们平常种粮很辛苦，爱惜每一
粒粮食，做到每餐都不浪费，就是
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再则，剩饭
剩菜反复加热，对身体也不好。
出于这方面的考量，所以，今年的
团圆饭，我和你爸事先就商量好
了，以“节俭、家常、适中”为原则，

在兼顾各方口味的基础上，尽量
做到荤素搭配，力求过一个绿色
环保的生态年。

听完母亲的一番表白，深为
她老人家思想观念的转变而高
兴。父亲接着说，现在日子过得
好了，可不能大手大脚，要有居安
思危的意识，艰苦奋斗的好作风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过日子就是
要做到细水长流。如果我们每一
个家庭，都能做到勤俭持家，从转
变饮食观念做起，从点滴生活小
事做起，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就
会越变越和谐，健康中国的美好
蓝图，就会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早日绘就。

父母的由衷话语，让我们兄
弟仨深受启发。曾几何时，许多
人都在抱怨年味越来越淡，他们
总认为，过年了就应该吃好喝好，
彼时“大方”点，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在追求食物的精致和过分

的贪多求全时，这种恣意的铺张
浪费，却并没有让他们体会到什
么是真正的年味。鉴于此，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
问题，他们不再看重物质上的奢
华，转而，崇尚的是清新淡雅的过
年新风。就像我的父母，当初，他
们一直以传统的过年方式为荣，
可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他们的
观念已经发生了可喜的转变，在
与时俱进中，渐渐跟上了时代的
节拍。从这个意义说，对于我们
传统的年俗，在如何赓续传承上，
既要坚守文化初心，又要做到移
风易俗，如此，我们的年文化才会
历久而弥新。

今年的团圆饭，吃出了新意，
品出了新的境界，我们兄弟仨直言
收获满满。饭后，我们相约，要把
父母的真诚教诲带回各自的家，精
打细算，落实好“光盘行动”，让小
日子越过越美，越过越甜。

春，你终于来了，踏歌而
来。你轻轻地敲碎老屋的门槛，
摇醒梦中甜美的花香。

你的笑，沾满花粉的味道，
沾上岁月的芬芳，于阳光处，那
溢出的爱，明媚而透亮。

一帘春梦，我拾到了小鸟的
啾鸣，和种子发芽的噼里啪啦。
这声音，很美很动人！

清晨，推开窗，我嗅了嗅，桃
花如影，香风习习，一股清新的
空气，扑面而来，猝不及防。

火红的杜鹃，翠绿的禾苗，
花儿的味道，一一流淌，你的指
尖里，亮出春色。

春天，你万紫千红，沁人心
脾，你像一位待嫁的姑娘，婀娜
多姿，又含羞带笑。

拔开美丽的花丛，碧空如
洗，听着，看着，笑着，闻着，湖边
的姑娘，长发飘飘，如柳枝扬扬。

春天，你是独一无二的好。
土地之上，曾经播下一季的梦
想，在时光的栈道里，用一惯的

努力，编织绚烂的未来。
春天，请携上平安，揣着喜

乐，悠悠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感恩，是春天的主旋律。愿你的
眉梢，沾上四季吉祥！

清晨的风，是春天里的百灵
鸟。关于春天，有许多美妙的事
情，你笑的嘴角边，布满美好的
回忆。

春天里，我要和你去赴一场
春暖花开的约！一场地老天荒
的永恒之约！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
就是年……”耳边再响起熟悉的
童谣，让人不觉失神，这样的日
子，竟不知已匆匆过了多少年。

一首童谣，像一条涓涓流淌
的小溪，将人的思绪牵到了很远
很远的地方，那个被我称为家的
地方。暖黄的光照得整个屋子都
暖暖的，糯米的香气勾得人忍不
住咽了咽口水。

一定是妈妈开始做籺了。在
我们老家，逢年过节家里人都要做
籺的，籺作为一种喜庆的象征，受
到了很多人的重视，成为我们这里
的一种传统习俗。做籺的糯米粉，
一定是要用前一天泡软的糯米，当
天一早送到碾米作坊，碾成粉后还
要细细过筛，将煮熟的糯米粉和生
的糯米粉揉在一起，揉成一块一块
的粉团，才算完成第一步。馅料才
是最讲究的，籺一般是咸味的，将
绿豆、花生碾碎，虾仁切碎，混着糯
米粉揉成小圆包进去，垫上树菠萝
叶子放进蒸笼。热腾腾的蒸汽卷
着糯米和叶子的清香，咬上一口，
软糯的口感鲜香的味道让幸福感
从唇齿间传到胃里，最后流进心
里，成了童年最幸福的回忆。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
换旧符”。在家门口换上新的福

字和春联，总是能代表着新一年
的新开始。现在总能在外边买到
各种各样好看的春联，但是我家
之前的春联都是爷爷自己写的。
爷爷总会提前一天起个大早，把
早就买好的红纸拿出来裁成合适
的大小，嘴里念叨着今年该写什
么才好。研好的浓墨落在纸上，
细细的笔杆随着手腕的动作移
动，笔迹顺滑而有力，落在纸上的
不仅是一个汉字，也是对新的一
年满满的期待和祝福。我刚开始
跟着学写字的时候才五岁，连笔
都握不稳，便开始有样学样，笨拙
地模仿着，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
些有什么含义，甚至连汉字都不
怎么认识，如今再想起来，那一笔
一划里包含了太多太多。

当我正像一个老人一样悲秋
伤春感叹光阴流逝的时候，耳边
响起儿女的催促声——我已将车
停在家门口多时了。

回家了！
村子早已不是记忆中的小村

子，原本坑坑洼洼的土路变得意外
的平坦宽阔，印象中瓦房旁的篱笆
墙也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
宽敞明亮的二层小楼。进了家门，
一切都是崭新的，没有了记忆中满
是尘土的样子。家里今年换了新

的智能电视，妈妈正坐在沙发上挑
选着她感兴趣的节目。

“妈，我回来了！”我带着一双
儿女进门，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笑着招呼我们赶快坐下，
嘴里念叨着我的不是，说我总是
那么迟才回家。

儿女尚小，看什么都觉得新
鲜，在屋子里跑着闹着，看看这，
动动那……我想出声喝止，却看
到妈妈慈爱的目光未曾从他们身
上移开。

我们只是闲聊，东扯西扯，这
些年村子里边发生了什么变化，
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哪家又请
了喜酒，我的工作如何......我似乎
很久没和妈妈这般聊天了，上次
这样是什么时候，我也不记得
了。只知道那时的妈妈还没有那
么多白发，她的身形依然瘦削挺
拔，脸上却多了许多皱纹，我知道
这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也是这个
家和我给她留下的痕迹。

不知说了多久，她说该吃饭
了，便急匆匆跑到厨房忙活起
来，不一会儿就传来最熟悉的香
气——妈妈做的籺。咬上一口，
还是最熟悉的味道。儿女没有吃
过，隔着树菠萝叶子捧着热乎乎
的籺，吹了吹，小心翼翼地试探

着，入口之后便露出惊喜的表
情。从他们身上，我好像又看到
了过去的自己。

看着妈妈在厨房忙碌的身
影，我忍不住走到她的身边打下
手，她熟练地做出一道道美食，可
能年年如此，几十年如一日。摆
上桌的每一道菜都是吉祥的寓
意，鸡鸭鱼肉，生菜腐竹，这些常
见到不能再常见的食材，在妈妈
手中总会发生神奇的变化。今年
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围坐在桌
前，一个也不少。菜一入口，满满
的都是家的味道，是春节团圆的
温馨与喜悦。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
人不同”。过年并不是一个简简单
单的符号，它承载着我们一年又一
年的美好回忆，寄托着我们对未来
的美好期望，承载着我们对家人的
祝福，更是鼓励我们继续前行的新
起点。人不一样了，年也不一样
了，我们总觉得一年又一年如此乏
味，机械重复着每一个传统的流
程，很少有人发现，寄托在中间的
某些事物未曾改变。

记忆中的年，从遥远的过去
走向遥远的未来，我们从前人的
手中接过它，又将它以新的方式
传给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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