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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领导杜亚峰、纪林虎到赵庄镇开展春节走访慰问

楚汉风云人物谱

盘点2021——“数说”丰县纪检监察工作这一年

运动过后吃什么减肥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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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又叫做“春贴”，是人
们过春节时的重要标志，伴随
着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的岁
月。不管是印刷的春联还是手
写的春联，到了年根底下，家里
不贴春联，好像就缺少了过年
的气氛，门上贴一副对联，红底
黑字，整个家的年味儿都浓郁
起来。

上世纪 80 年代，经济还不
繁荣，那时根本买不到现成的
春联，人们贴的春联都是用毛
笔书写的。乡村里能识字的人
不多，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
人更少。父亲是一个特例，不
仅能识字，还会教书，更重要的
是会写春联，而且写的很漂亮，
这在乡亲们眼里就是有能耐的
人。

父亲的毛笔字，工整细腻，
排列在红彤彤的纸上就有了一
种不一样的美感，就像一枝枝
的腊梅盛开在冰天雪地里，很
是鲜艳夺目。乡村里有红白
事，都会请父亲去写几幅大
字。而能请父亲去写大字，就
成了一种传承。

在我的记忆里乡亲们请父
亲写的最多的就是过年时贴在
家里的春联。一到腊月的门就
有人家陆续拿着裁好的红纸请
父亲写春联了。那几天家里人
来人往，热闹非凡，土炕上、圆
桌上、甚至地上都摊晾着写好
的春联。人多，要求也多，但是
父亲不会偷懒，也不会偷工减
料，每一幅春联都会写的尽善
尽美。洗手，铺纸，研磨，然后
拿起毛笔，气沉丹田，一气呵
成。父亲有一个习惯，他写完
春联必会要求对方晾干透了才
可以折叠起来拿回家，父亲不
希望一副用心写就的春联上沾

上除了大字以外的墨迹，那样
会影响美观。往往给乡亲们写
春联就会耗掉几天的时间，但
是父亲不抱怨，也不生气，累了
就喝口水歇一下。父亲觉得乡
亲们看的起你，才会找你写春
联，不能应付了事。

写春联时也会碰到有的人
家只带了一副春联的红纸，但
是还想再写一副或者干脆就没
带红纸来求春联的。父亲来者
不拒，就会慷慨的拿自家的红
纸顶上。这时我总会嘟嘟囔囔
的不乐意，不仅搭了功夫，搭了
墨，还要搭上一摞红纸。等写
春联的人家都走了，父亲就会
给我一顿教训：“丫头，都是乡
里乡亲的，大家都不容易，能帮
就帮一下！咱们不也经常能吃
到大娘婶子送来的瓜果梨桃
吗？你都忘了。”

父亲就是这样，一辈子都
勤劳朴实，热忱善良。用微笑
和耐心接待一波又一波求春联
的人，而自家的春联总是最后
才能写，还是那种工整细腻的
大字，贴在大门上，贴在粮仓
上，贴在鸡圈上，整个院子都喜
气洋洋起来。就这样，父亲的
手写春联，带给我们姐弟几个
一年又一年的快乐和幸福。

随着物质的丰富，经济的
富足，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在
集市上，商店里买现成的春
联。但是父亲依然保持着手写
春联的习惯，每年过年老家的
门楣上贴的都是父亲书写的春
联，还是那么的工整细腻，透着
一股质朴。我想不管岁月如何
变迁，只要帖春联的年俗不消
失，手写春联也就不会绝迹，它
将会带着浓浓的年儿味永远的
传承下去。

虎年伊始，初春悄然而
至，不经意间，嗅到了丝丝缕
缕春的气息，若隐若现的清
甜。四季中，春最令人迷恋
和向往，有着明媚的容颜，夹
杂着的冬的清冷，包裹着寒
风剩余孤寂。风在低吟：春
来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写道：“立春，正月节。立，建
始也。”一个立字，让春有了
韵味和色彩。寒冬渐去，初
春妩媚，大地复苏，春暖花
开。春是一支优美的恋歌，
春是宠柳娇花的盛景。冬的
沉寂和落寞，是一种沉淀，一
种休憩，一种静待花开的美
好。于是，春来了，没有轰轰
烈烈，也没有大张旗鼓，有的
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四季中，对春的印象来
自杜甫的这首《春夜喜雨》。

有一年开春，一位喜欢
彩铅的文友送我一幅图。嫩
绿为底色，翠绿的柳枝袅袅
婷婷，摇曳多姿。两只翠鸟
轻盈掠过，展翅、拢爪，姿态
优美惬意。不远处，一清澈
的 湖 水 碧 波 荡 漾 ，潋 滟 一
色。这幅图，鸟儿的每一根
羽毛精致细腻，每一张柳叶
都有着欲滴的生命的绿色，
连那湖水也是透着春的气
息。都说是绿是生命的颜
色，那么春便是一场隆重的
生命的起点。春光美，犹如
悠长岁月中的点缀，滋养的
是灼灼年华。嫩柳如丝，春
光正好，美不胜收。

文友配的是诗是贺知章
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涤，不知细
叶 谁 栽 出 ，二 月 春 风 似 剪
刀。”此情此景，清晰的记忆
跃然而出，读小学时，这是老
师教我们的第一首古诗，当
年朗朗的读诗声，稚嫩的童
音，饱满的情绪，跟随着一字
一字生动鲜活的诗句，我们
迎来了春。摇曳的柳枝、欢
快的鸟儿，栩栩如生的画面
让人感动。

有人说，春天是适合恋
爱的季节，其实，也听说过夏
是恋爱的季节，甚至秋也是，
冬也是。原来，恋爱啊，什么
时候皆是佳时好日。不过，
春自然有着不同之处。王维
在《相思》中写道：“红豆生南
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
撷，此物最相思。”意境优美，
令人有着无限的遐想。南国
红豆，相思的根源。细小，红
如血，艳丽夺目，于是，春便
有了风韵、风情和风骨，让爱
情多了几分浪漫。

冬是万物收藏，春是建
始，一收一开，有着旦古不变
的定律。不会总是寒风侵
袭，总有内敛稳妥时，也不会
总是春风得意，总会有夏日
酷热时。像极人的一生，不
会让你走在阳光大道上，总
会有坎坷险境让你闯。不
然，又怎么会期待下一站的
精彩呢？

四季轮回，年年如此，生
生不息。一年之际在于春，
由春开始，走一条喜欢的路，
由春花引路，漫步向前，虽然
一路上不一定会花香萦绕，
但心如春，面向阳，便可以日
日如春。

爱人说：“小时候，过年是一种心

里长草的感觉。一边还在地里施着

化肥，一边就听到村子那边锣鼓喧

天，滑旱船的已经来了。”我一边听

着，脑子里一边闪现的都是浓郁乡土

气息的年。

小时候，我在城市里长大。每年

过年，都可以用一个字“忙”来形容。

先要确定附近的集市，爸爸已经提前

准备了一个采购清单。除了蔬菜、糖

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买猪肉。往往

爸爸拉着我，先看看哪家的猪肉好，

再一一比价。最后，才确定要买哪一

家。爸爸往往看好一块，就指着半扇

猪肉，说：“称称这个。”往往都是很贵

的一笔钱。爸爸买好后，我们就一人

一头地抬着往外走，一边走，都会有

人一边问：“多少钱一斤啊？”我们一

边答，一边挤着人群，还生怕把猪肉

蹭到别人身上。

猪肉采购到家，就开始有些年的

味道了，爸妈也就更忙活了。爸爸开

始切割、炖肉。妈妈则留出一部分，

自己用绞肉机绞肉馅。临近过年，每

天似乎他们都要忙活到深夜。到了

除夕，爸爸妈妈终于放假的时候，我

们就一边看联欢晚会，一边用小煤火

炸丸子。肉丸子可好吃了，妈妈炸得

又极为精致。小小的，圆圆的。“吱

啦”一声，圆圆的肉馅放进油锅里，不

一会儿就炸得金黄。我忙不迭地吹

几下，赶紧吃到嘴里，那个香啊、脆

啊。如果妈妈再做一个甜醋汁一浇，

就更加美味了。妈妈还会做炸藕荷，

肉的香和着藕的脆，是我的最爱。

除夕夜，妈妈会包饺子。妈妈包

饺子是一把好手，不仅饺子漂亮，还

速度极快。我和爸爸一起擀皮，才能

赶得上妈妈包的速度。吃过饺子，爸

爸带着我去放炮。焰火璀璨，爸爸的

眼神也是亮亮的。俗话说：“初一的

饺子，初二的面。”到了初二，就是爸

爸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爸爸会做一手

特别棒的手擀面，卤也做得地道，吃

起来果然是非同一般。

为了让春节的美食不重样，爸爸

会自制很多美味。比如猪头肉，自己

买来大猪头，自己煮卤，轧制，做好

后，配上一碟腊八醋，那种味道真是

妙不可言，在哪里也吃不到。这是爸

爸的“独门绝技”。爸爸还会为我蒸

制既好吃，又好看的卡通馒头，比如

捏个小老鼠，活灵活现。或者做些小

猪，肥嘟嘟的样子，憨态可掬，让我根

本舍不得吃了。那小老鼠里多是美

味的豆沙包。豆沙都是爸爸自己做

的，绵软甜蜜，让你吃了，根本停不下

来。

年前爸爸最忙，忙着煮肉，炖鸡，

连楼道里都飘着香。年前妈妈也忙，

忙着打扫卫生，贴福字，粘春联，做新

衣。除夕之夜，妈妈会把我里里外外

的新衣服，都准备在床头边。新年可

以穿新衣，戴新帽，吃美食，那种盼

望，似乎要数着手指头，很难很慢地

才能盼到。

到了初一，穿上漂亮的新衣服，

吃过美味的饺子，就去拜年。我跟在

爸爸妈妈后面，遇到人，就甜甜地说

着吉祥话，感觉很有一种“仪式”的庄

重感。每每见到长辈儿，还会收到些

许的压岁钱，那更加欢天喜地了。

那时的年，似乎最有味道；那时

的时光，似乎总是很缓慢。人们喜气

洋洋地忙年，忙碌着，似乎也幸福着，

如一幅浓重的水墨画，风情万种，写

满了年的涵义和味道。

春联翩跹年味儿浓 日日如春

忙 年

□杨丽丽 □何小琼

□刘云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