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年啦》（儿童画）

朱晗玥 姜堰区第二实验小学五（4）班

小巷幽幽，青石板的路
面苔痕蓊郁。踏着熟悉的
青石板路，看着熟悉的灰色
瓦墙，我又回到了家乡。

在迷宫似的深巷里左
拐右拐，终于停在了那扇红
木门前，抬起手正要敲门，
忽然觉得少了些什么。仔
细一看，曾经每逢过年必备
的手写春联，不知何时已悄
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
张工业化生产的“福”字，略
显草率地贴在门上。我依
次看了巷中几家的大门，亦
是如此，有的甚至“福”字上
赫 然 印 着 某 某 银 行 的 字

样。以前每逢春节人声鼎
沸的小巷，显得极为安静。

望着门上那千篇一律的
“福”字，往事一幕幕浮上眼前。

阳光穿过雕镂成花格
子的小轩窗，将它的明明暗
暗尽洒一室。桌上铺着几
张红纸，外公静立于桌旁，
双眉紧锁，眼睛半眯着，半
晌，猛地睁开眼，目光炯炯，
拿起桌上伴他数十年的狼
毫笔，轻轻蘸墨，手腕微摆，
任笔在纸上跳出曼妙的舞
姿，一个个遒劲有力、端端
正正的正楷便跃然纸上。
搁笔，外公拿起对联，郑重

地递给我：“这是给你的，贴
在你的书房门上。”我仔细
看来，红底洒金的纸上写着

“学如黄鹤习如鹊，勤如羽翼
奋 如 翅 ”，横 批“ 天 道 酬
勤”。当时的我并不懂得其
中的深意，只是觉得外公的
字特别好看，心中顿生敬意。

外公并未停笔，自言自
语道：“隔壁小李才开始创
业，给他写什么呢？”他凝思
落笔，一气呵成，不一会，一
联行书映入眼帘，如行云流
水般：“三星在户财源旺，五
福临门家道兴”。接着又若
有所思：“对门王奶奶家去

年收成不错。”于是，两行行
楷“五谷丰登千家乐，百业
兴旺万家欢”跃然纸上，飘
逸端庄。

不知写了多少副对联，
外公长吁了一口气，满意地
凝视着自己的作品。阳光
碎碎地落满书桌，将外公的
身影曳得好长。他轻轻搁
笔，将一副副对联递给我，一
遍遍嘱咐我小心、细致些，把
对联送到每个邻居手中。我
抬起头，只见外公炯炯的目
光里跳跃着喜悦的火花。

我跑遍整个巷子，将一
副副春联送到邻居们手中，
心里乐开了花。小小的春联
仿佛一束束春日暖阳，给人
们带来了和煦美好，为春节
添上了明亮、温情的一笔。

贴春联的时间到了，左
邻右舍仿佛约好了似的涌

了出来，手里捧着浆糊、刷
子等，一边拉着家常，一边
贴着春联，还互相帮忙看着
高低。外公拉着我的手，微
笑着看人们将寓意深远的
春联贴在大门上，听着他们
感谢的话语、真诚的祝福、
由衷的赞美，小巷顿时成了
一片欢乐的海洋。

现 在 ，外 公 去 世 多 年
了，小时伴着我长大的年味
似乎也渐渐消散，邻里的关
系也再没有那么热络，各家
忙着各家事，只剩一张单薄
的“福”字在寒风中萧瑟着，
伴随中国人千年的乡土文
化仿佛也渐行渐远。

敲门，进屋，年夜饭早已
备好，只见餐桌旁的一群人目
不转睛地盯着手上那个小小
的屏幕，我陷入了沉思……

指导老师 李呈君

春联的回味
徐逸凡 姜堰区罗塘高级中学高一（9）班

《草房子》是我特别
喜 欢 的 一 本 书 ，但 是 到

“草房子”里过新年，还真
是让人期待。

大年初一，爸爸决定
带我们去“草房子乐园”，
感 受 一 下 别 样 的 学 校 。
一路上，我都在想象“草
房子乐园”的样子：桑桑
的油麻地小学跟我们实
验 小 学 有 什 么 不 一 样 ？

“草房子乐园”里面是不
是都是茅草屋……不知
不觉间，我们已经来到乐
园门口。

怀 着 迫 不 及 待 的 心
情，我快步走进园里。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旁迎
宾的各路“神仙”，还有舞
龙的队伍。再往前走，就

是“杜小康小卖部”，里面
有 很 多 我 不 认 识 的 零
食。爸爸说，这些就是他
们小时候吃的东西，是他
的童年。再往前走，我看
到了“油麻地小学”五个
鲜 红 的 大 字 ：挺 拔 的 雪
松、一间间简朴的教室、
木质的篮球架，跟我们学
校还真不同呢。短短几
十年，学校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就是社会发
展的力量。

离 开 了“ 油 麻 地 小
学”，我从“过去”走到“现
代”，又来到了乐园里的
文学馆和研学馆，认真阅
读了一些儿童文学的作
品，也让这个新年有个浓
浓的“书香味”。

“草房子”里过新年
高尹逸 姜堰区实验小学罗塘校区四（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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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曲珍是一位深深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藏族老人，在四十五年的时间
里，这位老共产党员每天执著地将五星红旗在自己的院中挂起来，成为边陲山村一
道美丽的风景。全书以老人一生的坎坷经历，尤其作为旧农奴，在西藏和平解放前
后生活、尊严上的翻天覆地变化为核心，以老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为描写对象，
进而将镜头拉远，焦点扩大到老人所在的一个村、一个镇的数十年发展。阅读《国
旗阿妈啦》，读者完全能够感受到西藏人民对国家、对党的一片赤子之情。

推荐书目：《国旗阿妈啦》 杨年华 著

推荐者：《姜堰日报·教育周刊》编辑部

识人间烟火气，感年味
儿在人间。

爸爸首先亮相，他摇身
一变成了“武生”。不知是
谁打碎了夕阳，将天边染成
了绯红，与过往的云扑了个
满怀。伴着天边的晚霞，爸
爸抡起菜刀，咚咚咚，砧板
上发出迎新厨房里的第一
声。别看他长得魁梧，做事
却谨细。每年除夕，切菜的
工作都由爸爸完成。土豆
成丝，根根莹透；牛肉成片，
薄厚适中。不一会儿，桌上
就摆满了花花绿绿的食材。

爸爸切菜，掌勺的是妈
妈 。 卿 且 看“ 花 旦 ”已 上
场。别看妈妈平时不下厨
房，一旦她成为“主厨”，那
可要享口福了。只见妈妈
轻轻将袖挽起，干练的短发
别在耳朵后面，穿上围裙，
有条不紊地烧着一道道佳
肴。熬好的冰糖在锅中冒
泡，妈妈转过身去，到桌上
拿爸爸切好的肉，缓缓地倒
入锅中。纤纤素手翘起兰
花指，沾上一点盐，翻炒。
只见她拿着料酒、生抽……
一点一点地淋入锅中，手不
灵活的，还真做不了。最后
装 盘 时 ，撒 上 一 点 葱 花 点
缀。我们最爱妈妈做的红
烧肉，乍一看与“厨房小白”
做的没什么两样。细看，汤
汁还在肉上流动——汤汁
被妈妈熬到恰到好处，不细
看还真看不出来。浅尝一
口，冰糖的甜与酱油的咸并
存，流入心房。

过年的重头戏还得是
包饺子。

在父亲一顿“猛如虎”
的操作下，再顽固的肉块都
会失去抵抗力，乖乖“就范”
成细细的肉沫儿。在剁肉馅
儿上，爸爸可是有一套自己
的理论：什么“横竖各剁八十
八下”，什么“切忌肉断筋连”
之类的，颇有一点儿兵法的
味道。和馅儿这一“大动作”
还得由弟弟来完成。别看他
年纪小，做起事来特别认真，
灵巧地演绎着和馅儿的精
彩。一双肉嘟嘟的小手握着
一双筷子，快速搅拌着，让肉
馅儿充分地“吃饱”酱料。

卿且看“老旦”已亮相。
没有绣鞋和水袖，一件围裙
是最亮眼的行头。面光、盆
光、手光，这是奶奶奉行的揉
面“三光政策”。多少水、多
少面，比例都要恰好，揉面的
力道和次数也有讲究：太软
就 失 去 筋 道 ，太 筋 道 又 难
擀。奶奶虽只是在面团上揉
和按，而我却认为那是位舞
者，是在舞动洁白的水袖。
真是“此处无物胜有物”啊!

待到包饺子,那才是戏
的高潮，生旦净丑齐亮相，
热闹矣!爷爷曾是工程队食
堂的白案。他有个绝活儿，
同 时 可 以 擀 数 张 饺 子 皮
儿。只要爷爷一开工，我们
全家包饺子都赶不上他的
速度。方才还是案板上的
几个小剂子，转眼间就成了
一张张薄薄的饺子皮儿飞
到我们眼前。所以啊，爷爷
擀饺子皮儿活脱脱有股花
脸的豪迈气概。且看我这
个“丑角儿”，手忙脚乱，不
知如何是好。不是捏破了皮

儿就是放多了馅儿，急得我
呀，一会挠挠头，一会擦擦
脸。嘿!那白白的面粉就沾
了我一脸，活脱脱的小丑像。

小桥流水的丝竹悦耳，
粉墙黛瓦下的市井繁华，长
街古巷里的人间烟火，百圆
环绕中的古典优雅，这就是
家的定义。只有在家中才
氤氲着年味儿——最纯真
的年味儿。

感年味儿在人间
林睦然 姜堰区励才实验学校七（17）班

《春联》
张紫琳 姜堰区励才

实验学校七年级（17）班

拜 年
夏月中 姜堰区第四中学

桃符新换兔迎春，
丽服靓妆拜岁人。

绿水长流山不老，
声声祝福意尤真。

教海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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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相传写了44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等11部，

对后世的喜剧影响甚大，被称为“喜剧之父”。他拥护民主制，也揭露民主制危机所造成的社

会问题和伦理道德的沦落；谴责上层统治者的虚伪残暴和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倡导和平，

厌恶战争，肯定诚实善良等美德。他的思想反映了动荡时代雅典的自由农民和中产者希望

恢复旧日安宁生活的愿望。

外国文学长廊

撕下的日历在四季轮换
中悠悠然落下了最后一张。

骑上自行车穿过巷口
经过一个卖年货的小摊前，
大大小小的灯笼排得整齐，
对联、福字、挂钱各式各样
的。喜庆的大红色衬得老
板娘的脸色越发红晕，我们
是老熟人了。

我们闲聊起来，说起那
时候的过年，时间一下子就
回到了小时候。

放寒假的第一天便相
约着一起挖胡萝卜，挑野
菜，铲猪草。大人们则算着
日子赶集市准备年货。

妈妈买来几张大红纸，
裁得方方正正后叠好，开始
分配它们的用处。一些用
来剪窗花，一些用来写对联
和福字。对联基本是请村
长写，他写的字好看。妈妈
让我也好好学习写字，将来
家 里 的 对 联 福 字 就 让 我
写。随后她便从木箱子里
拿来一把崭新的剪刀，上下
飞舞两三下，一个栩栩如生
的 小 兔 子 就 呈 现 在 我 面
前。我欢呼雀跃地鼓着掌，
嚷着也要试试，也两三下，

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红纸
时，傻了眼，直跺脚。妈妈
笑弯了腰，让我去打点井水
上来，一会杀鱼。

鱼是村里分的，肉是自
家年猪杀的，鸡鸭羊也都不
需要买，青菜白菜包菜都在
地里长得很好。

“哔哔哔，哔哔哔……”
家里的BB 机响。一定是在
徐州煤矿打工的爸爸打来
的电话。果然，没多久从镇
上转回家的妈妈告诉我爸
爸后天中午到家。我立马
全身充满干劲儿，想着要干
些什么。擦玻璃还是洗床
单呢？还是洗床单吧。冬
天井水打上来不冷，我喜欢
看着长长的床单拧成麻花
的形状，再铺开晾在衣绳
上，等快干的时候从这头钻
到那头，像个公主。

腊月二十四中午爸爸
到家了，我早早就在村口等
着。爸爸的尼龙包里一定
给我带了好吃的糖果和漂
亮的衣服，这能让我在小
伙伴面前嘚瑟好几天。那
时候穷呀，最期盼的就是
过年了。

全家合力打扫好房子，
买回了刚磨好的豆腐，想着
明天就是除夕多好。妈妈
说，“二十八，洗邋遢”。到
了晚上妈妈把浴帐挂好，长
长的木盆里放满了水，再用
夹子把浴帐两边夹起来，形
成一个封闭的空间，等到浴
帐里有像极了仙境里白白
雾气升起时，我赶忙溜了进
去，觉得自己跟神仙似的。

年怎么还没到？我缠
着爸爸问。爸爸说：“二十
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还有两天才过年。你呀，明
天就帮忙贴对联吧。”

贴对联的浆糊是爸爸
自制的，用面粉加开水放在
碗里搅拌搅拌就成了。我
踮着脚尖，一张一张地递给
爸爸，可满足了。挂钱、对
联、窗花、年画、灯笼，一屋
子的红，一村子的红。红得
喜庆，红得耀眼，红得迷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过年好……”电视机里传来
赵 忠 祥 和 倪 萍 熟 悉 的 声
音。厨房的灶膛里火苗红
红火火，大铁锅里饺子热气
腾腾，年开始了。

旧时光里的年
朱海燕 姜堰区东桥小学东板桥校区

过了腊八，过年的气氛
越来越浓，大人们每天都在
忙年，但仍不忘叮嘱放了假
在家疯玩的孩子几句：“马
上要过年了，腊月黄天的，
可不能说呆话夯话呀。”孩
子们连连点头，他们知道这
是过年的礼节和规矩，不仅
自己要小心翼翼地遵守，而
且还要相互监督。在这种
神圣的氛围中，每个人都怀
着激动和敬畏的心情期盼
着年的到来。

除夕这一天，过年的气
氛达到高潮。吃完了团圆
饭，妈妈拿出新衣新鞋让我
们试穿，然后折叠好放在枕
头边。爸爸给我们一两毛
守岁钱。爸妈做这些有点
讨好我们的意思，因为妈妈
接着就会很郑重地叮嘱我
们：“明天早上起来开口第
一句话一定要喊恭喜呀。”

“恭喜什么呀？”我故意问。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嗯，记住了。”
“可不能睡得迷迷糊糊

的说呆话呀，小孩子出口成
金，新年的第一句话能预示
一年的吉凶呢。”

我感到责任重大，向妈
妈保证：“你放心吧，我一定
说好话。”

大 年 初 一 ，我 早 早 醒
来，穿好新衣，准备好要说
的话，然后出来给爸妈拜年：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
如意。”爸妈满脸笑容，竟然
也给我回礼：“恭喜恭喜！”

吃过早饭，我们一帮孩
子集合在一起，走家串户去
给长辈们拜年。妈妈特别
叮嘱不要忘掉几个年老的
爷爷奶奶。我们答应一声，
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每
到一家，我们都说“恭喜恭
喜”，长辈们高兴地拿出炒好
的花生、蚕豆、炒米糖和大白
兔奶糖等塞进我们的口袋，
有些甚至还包压岁钱呢。一
圈跑下来，我们每个人的口
袋都鼓鼓囊囊，满载而归。

大人们也在互相串门
拜 年 ，嘴 上 说 着“ 恭 喜 恭
喜”，手上递着香烟。平时

忙得见不上几面说不上几
句的，今天也要拜个年，谈
笑几句。即使平常有些矛
盾的，今天也要放下恩怨，
上门拱手作揖，说句“恭喜
恭喜”的。我老家有个邻
居，平常喜欢得寸进尺多占
点地皮，两家闹得很不愉
快。每到过年，这个邻居都
会到我家拜年，爸妈也不计
较，总是拱手回礼。因为这
样，两家终究没有闹崩。拆
迁后，两家分开了，但每年
正月初一早上，满头白发的
老邻居照例来到我家，向我
那也是满头白发的老爸老
妈说一声“恭喜恭喜”，老爸
回一声“恭喜恭喜”，然后递
过去一根“中华”。大门口
的对联和喜帘在他们的谈
笑中显得越发鲜红。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
过年的习俗也在悄悄地发
生改变甚至消失，但“恭喜
恭喜”的拜年习俗却传承不
休，因为它包含着一代又一
代人共同的追求，是一代又
一代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憧憬和向往。在新的一年
到来之际，请允许我向所有
人拱手拜年，说一句“恭喜
恭喜，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恭喜恭喜
石巧红 姜堰区实验初中

书法 王慧 姜堰区兴泰中心小学

除夕夜，我们一家四
口顶着寒风风尘仆仆地赶
回老家。

村子里路灯亮着，万家
灯火亮着，家家户户门前飘
着醒目的红，喜庆热烈。妈
妈家的灯也亮着，门口明亮
的灯光笼罩着一个瘦瘦单
单的身子，她在等待。

“ 妈 ，这 是 压 好 的 芝
麻。”我递给妈妈一袋子棕
黑色的芝麻粉，女儿疾步
走到妈妈跟前，说：“奶奶，
咱们快点包圆子吧。”“是
啊，丫头，明早要吃，得赶紧
包好。”“我也要包，我也要
包。”儿子和女儿抢着说。

妈妈倒出芝麻粉，又
端来了水，糖，米粉。她熟
练地将开水倒在米粉上，
开始和米粉了。这可是包
圆子中最重要的步骤，如
果米粉太硬了，就会有裂
口；太软了，圆子懈不拉几
的，“站”不住。儿子和女
儿 负 责 拌 包 在 圆 子 里 的
馅，这也很重要。他们喜
欢 吃 甜 ，所 以 放 了 很 多
糖。妈妈无奈地摇摇头：

“小心牙齿坏掉哦！”
糯米粉和好了，馅也调

好了。妈妈先做一个示范，
她取一块粉团在手掌中搓
成圆球，再用手指在上面按

一个窝，芝麻粉做馅，放在
里面“包”好。又说：“放馅
时一定不可以太贪心，否则
会把皮的肚子给撑破的。”
儿子和女儿看得目不转睛，
生怕漏掉什么细节。

女 儿 按 照 妈 妈 的 方
法，一气呵成。儿子因为
太贪了，皮薄，芝麻粉又放
得太多，皮破了。“如果皮
薄，馅就少点儿。”妈妈耐
心 地 说 着 。 儿 子 天 资 聪
颖，一点即通，之后的圆子
包得十分成功。

普普通通的圆子做三
四个就有点厌烦了，儿子
眼珠骨碌一转，默念一声：

“有了。”把粉团搓成圆球，
压扁，放馅，再把粉面皮两
边合起来，捏一些花边，就
成了煎饺状。妈妈看了拍
着 儿 子 的 小 脑 袋 说 他 是

“鬼毛头”。还没停呢，儿
子又做了一些小圆子，妈
妈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
这是小汤圆，妈妈笑得脸
上像开了花。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
初一，我们吃上了美味的圆
子，当然还有“饺子”和“小
汤圆”。希望明年还一起包
圆子，孩子们准备再一次创
新——俄罗斯套娃，因为这
里面有年的味道。

团团圆圆
徐素红 姜堰区淤溪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