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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晚，在江苏

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民主路老

街，逛夜市的人们从各式彩

灯下经过。

耿玉和摄（人民视觉）

我 的 家 乡 是 江 西 省 上 饶

市，除夕那天，我赶回老家，陪

父母吃上了年夜饭。

一下高铁，车站里贴的广

告词里，写着“欢迎游子回家”，

配着喜庆图案，让人看着心里

暖融融的，更添几分回家的急

切。赶紧搭上出租车回家，师

傅姓周，颇为健谈，知道过节生

意好，专到机场、车站拉活。周

师傅告诉我：“现在出行的人多

了，我要赶着多挣点钱，好好过

日子！”

我一进家门，父母就端上

了丰盛的饭菜。“你们不怎么

出 门 ，还 准 备 了 这 么 多 年 货

啊。”我问道。父亲说：“上网

买啊！”虽然父母都是 70 多岁

的老人，但手机用得很溜，母

亲还得意地向我展示了她在

各个平台的订单记录，“网上

买菜方便得很，花样又多，全

国各地的菜品都能买到，省了

多少事啊！”

记得有人曾说：“子女回

家，一定要帮着做家务，只有

亲手做事，才能发现父母生活

中的真实需求。”诚如其言，在

家几日，我扎扎实实当了几日

主厨，父亲把掌勺的位置让给

我并嘱咐说：“家里的锅太重

了，菜刀有点钝……”其实家

里 的 东 西 都 不 赖 ，用 着 挺 顺

手，就是父母年纪大了，腰日

渐酸痛，我准备

给 他 们 买 个 扫

地机器人。

冰箱里有肉有菜，姐姐姐

夫又买来了鱼虾蟹，大家一起

动 手 ，顿 顿 都 能 整 上 七 八 个

菜。家里常年放在角落的大圆

桌终于派上用场，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父母眉开眼笑。言谈

间，父亲嗓门洪亮，仿佛又回到

了年轻时候。

大年初二，外面下着小雨，

我独自出门转转，小城干净整

洁，路边有鲜花开放，虽然路

湿，但不泥泞，下雨天也不会走

上一身泥，不时有环卫小车经

过，精心打理着这座城市。我

路过一家花店，老板很忙碌，说

是春节生意好得很，因为很多

人买花装点房间。“我家的花都

是从云南空运来的，新鲜美丽，

销路俏得很。”

聊得开心，我买上一捧花

带回家，花瓣带着水汽，润泽芳

香。全家人守着花拍上几组合

照，父亲说：“多拍点，我要印出

来放在架子上，天天看！”

临走那天，不舍自是难免，

不过，父亲说：“你们回家，就是

最好的过年礼物。这个年，我

们太开心了。等开了春，我们

要到处转转，说不定也去看你

们嘞！”

我岳父家，在湖北省罗田

县一个山村。他家原在半山

腰上，去年搬迁到新村，建起

了四层楼房。

今年春节，是岳父家在新

房子里过的第一个新年，3个

儿女相约都要回家暖房。为

此，我和爱人 3年来第一次离

开北京过年。我们买了一些

年货、两串太阳能灯笼，事先

快递回去，增添喜气。

一到姥姥家，两个儿子就

嚷着要买烟花爆竹。罗田过

年能放鞭炮，一定要过过瘾。

一脚油门就是县城，万密斋医

院附近，一街两行，不少店铺

摊位上摆着“菊花”“仙女棒”

“加特林”“小火箭”“电光炮”

等，种类十分丰富，每样各买

了一些。孩子们没想到，更惊

喜的还在后头。

临近春节，罗田下了一场

大雪。院里白茫茫一片，不远

处的山、河、池塘尽显宁静。

孩子们翻身下床，顾不上洗脸

和吃早饭，到院里玩

起雪来。他们把成

盘的儿童鞭炮拆散，

一个个插到雪堆里、

雪球里。接着抽出

一根香，放到炭盆里

燃着，拿去点炮。一

声响后，腾起一阵雪

雾，炸出一个雪洞。

周 而 复 始 ，乐 此 不

疲，他们几乎玩了一整天。看

着孩子，我想到自己小时候。

老家豫东平原的冬天，下的雪

远比鄂东要多要厚。地分南

北，人有长幼，玩鞭炮玩雪的

方式和快乐却如出一辙。

除了玩耍，孩子还长了见

识。罗田过年，最重要的一餐

饭不是除夕当晚的“年夜饭”，

而是“吃年饭”，也叫“还福”。

不同人家，“还福”时间不同，

岳 父 家 是 在 腊 月 二 十 九 早

上。满桌酒菜摆好，燃烛点香

放鞭炮，先请祖先入席。仪式

过后，一家人才上桌吃饭。敬

天法祖的传统，绵延不绝。

趁着假期，我还带孩子寻

访了余三胜故居。这名京剧

“祖师爷”，老家在罗田县九资

河镇七娘山村上余家塆。塆

子坐落在七娘山稍缓的坡地

上，余三胜故居纪念馆（也是

“余氏祠堂”）背靠一座小山。

塆里有棵银杏树，据传是余三

胜随手插下的树枝，本是作瓜

果架用的，而今已然高大参

天。就像他参与开创的京剧

事业，其始也简，其毕也巨。

春节期间，岳父家，人多

热闹，县城里更是如此。影

院在一座商场的六楼，很多

场次爆满。整个商场，人气

很旺，楼下停车场很难找到

空位。“旺”，是今年春节的关

键词之一。

“香清甜若蜜，花明黄如

蜡。”蜡梅在寒冬绽放，散发出

独特香味。今年我在家乡江苏

省常熟市过年，家人们决定，今

年赏梅过大年。

深冬时节，行走在常熟的

各处名胜古迹中，总能嗅到蜡

梅的清香。

走进燕园，只见蜡梅花站

立枝头，开得热闹、夺目，阵阵

幽香扑鼻，蜡梅给这片精致的

园林增添了一份生机。

燕园又名燕谷园，位于常

熟市古城区新峰巷，至今已有

220 多年历史，是常熟古典园

林中存世时间最长、格局保存

最为完整的私家园林之一。今

日建筑风貌与原先保持一致，

充分体现江南私家园林的雅致

和精巧。

从燕园出来后，我们意犹

未尽，又游览了赵园和曾园。

赵园以水景取胜，景点皆环池

而筑，参差错落，布置得宜。曾

园与赵园相邻，占地约二十亩，

台榭参差，为江南古典名园之

一。

赵园、曾园里的蜡梅，如同

璀璨的星星挂满枝头，与园中

的建筑相映成趣。那股香气，

直抵肺腑，顿时让人忘记烦恼，

沉浸在一片冬日暖阳中。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

缀琼枝腻。”在千年古刹兴福寺

内，那株宋代古梅仍旧散发着

芬芳，俏皮各异的姿态，在幽寂

的古刹林间盛开，给禅静之地

添了一份灵动。

经过翁同龢纪念馆时，我

看到饱满的花枝从外墙探出

来，令人欣喜不已。经过历史

的积淀，这里的蜡梅香气带着

时光的温度。

翁同龢纪念馆位于常熟古

城区翁家巷门的“彩衣堂”（翁

氏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翁同龢在此度过了青少

年时期，现辟为翁同龢纪念馆。

常熟文庙是必去的地方。

它始建于北宋时期，在常熟历

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经过

复建与修葺，如今这里气势恢

宏，十分壮观。冬日里，文庙的

红墙碧瓦，在细碎的光影里辗

转，墙角的几枝蜡梅悄然开放，

不经意给人惊喜。

赏梅是常熟人冬日的一大

乐趣，若想随时领略梅之芳泽，

便可以将它们插进瓷瓶，放在

案头。在常熟的这几日里，我

去亲戚朋友家做客，常常可以

看到客厅中开得鲜艳夺目的蜡

梅花。

这些黄灿灿的花，映着冬

日的晴空，安安静静地绽放，缕

缕的幽香氤氲在古街巷，悄悄

地惊艳了常熟的初春。

今年我家在山东省青岛市

过年。除夕夜即将到来时，家

里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

里摆满了海鲜、猪肉、驴肉、蔬

菜和花样百出的面点。可以期

待，我们会共同享受一顿丰盛

的晚餐。这便是最好的团圆。

家里人告诉我，有件事还

需要准备。今年过年，我们所

在的区域可以放烟花，这让大

家都很兴奋。母亲正在准备饺

子馅时，我催着她穿上外套跟

我出趟门。我们开车行驶在马

路上，看到大部分商店已过年

歇业。车子七拐八绕之后，终

于找到了一家营业的卖烟花的

店铺。

母亲见状，喜笑颜开。商

店里，人头攒动，老板几乎忙不

过来。我们娘俩挑来挑去，想

象着烟花的效果。她给家里的

小孩们选了“仙女棒”“小坦克”

“钻天陀螺”……我直奔大烟花

区域，挑选了几个最大的。店

老板见我买得多，还特地上来

帮忙出主意：“这个礼花数量

少，但每个都实

打实”；“这个效

果特别好，在天

上 还 变 形 状 ”；

“这就是著名的

网红‘加特林烟

花 ’，前 几 天 抖

音 上 秀 得 最 多 的 就 是 这

款”……

我们俩装了一后备箱的烟

花，嘻嘻哈哈回了家。除夕当

晚，给孩子们玩了小烟花，大烟

花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放。

第二天，正月初一，姐姐

一 家 来 拜 年 。 小 时 候 ，父 母

带 着 我 们 姐 弟 们 过 年 ，如 今

大 家 开 枝 散 叶 ，已 经 是 一 大

家 子 了 。 当 天 晚 上 ，我 们 一

群 人 浩 浩 荡 荡 走 出 小 区 ，走

向空旷的河边。无论大人还

是 孩 子 手 上 ，都 抱 着 一 两 个

烟 花 。 到 了 地 方 ，从 小 烟 花

开 始 点 ，看 着 夜 空 被 它 们 一

次 次 点 亮 。 点 燃 大 烟 花 之

前，我让家人们都退后，自己

拿着打火机上前，先点了“加

特林烟花”，在全家人的欢呼

中 ，它 像 打 出 一 梭 梭 子 弹 一

样，冲着天空喷射烟花。

天空中，传来响亮的爆炸

声和变幻莫测的烟花。有的像

天女散花，有的像火龙直冲天

空，有的像在天空中洒下璀璨

的星星……想必在很远的地方

都能听见、看见。

我将一直记得，2023 年的

农历新年是这样开启的——在

离海不远的地方，天空烟花绽

放，身边亲人欢笑，我们共同走

向全新的日子。

今年过年，我再次踏上

回山西省山阴县的旅途。

与 3年前不同，这一次和我

一起回家的，还有 1岁半的

小宝宝。我和妻子打算带

他去见 82 岁的太姥姥，过

一个四世同堂的幸福年。

在我的印象中，家乡的

年始终是红火而热闹的。果

不其然，当傍晚抵达县城时，

入眼就是挂在街道两旁灯柱

上的火红灯笼。举头望去，

县城几乎每一条街道上方都

铺满了红黄相间的装饰灯

条，照出喜气洋洋的颜色。

广场上，春节彩灯已经布置

完毕，金红色的“鲤鱼”跳跃

在 2 米高的巨大“福”字旁

边，广场正中央的兔子雕塑

手提一盏灯笼，向过往行人

传递着新年的喜庆。

孩子的太姥姥就坐在家

里的炕上一直盼着我们。见

到孩子的那一刻，她激动地

拉着孩子的小手，笑得合不

拢嘴。她握着我的手说，自

己这个年岁了，能亲

眼看到小重外孙，很

幸福很知足。

3 年不见，家里

变化很大。烧煤的

灶台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天然气灶和

集中供暖的暖气，方

便、暖和又干净。得

益于“厕所革命”，家

里的旱厕变成了水冲厕所，

干净又卫生。

以往年三十夜晚，按照

习俗，我们都要用煤砖垒砌

一个小塔，在新年钟声敲响

时点燃庆祝，以祈福来年事

业兴旺，这就是“旺火”。“旺

火”虽然好看，但是烟尘很

大。今年不同，家里用小红

灯笼取代了烧红的煤砖，

“垒”出了既环保又好看的

电“旺火”。看到电“旺火”

的那一刻，一直对红灯笼情

有独钟的孩子高兴地手舞

足蹈，还不会说话的他一个

劲地拍手鼓掌，逗得全家哈

哈大笑。

卯兔新岁，万象更新。

大年初四，我们带着孩子北

上大同古城看灯会。夜幕

渐起，华灯初上，美丽的大

同古城瞬间被点亮，从华严

广场到鼓楼西街，带有东方

美学神韵的彩灯次第亮起，

烘托出浓浓的新春喜庆氛

围。充满想象力与设计感

的灯光造型让孩子看得瞪

大了眼睛，目不暇接。在巍

峨壮丽的古城墙映衬下，来

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新年

花灯下许下新的愿望，大家

喜气洋洋。

看着灯光璀璨的古城

和人山人海的街道，妻子感

慨说：“那个充满活力、红火

热闹的日子又回来了。”

阖家团圆暖融融
叶晓楠

瑞雪喜降农家院
陈振凯

冬日赏梅过大年
陆培法

烟花绽放迎新岁
刘少华

四世同堂年味浓
杨俊峰

大年初二，山东省

郯城县的民俗表演队伍在

表演舞龙。

房德华摄（人民视觉）

▲

▲ 1 月 25 日晚，民间艺

人在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六

水沟村表演“打铁花”。

游青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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