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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过年，岁月褶皱里的一场盛欢，记忆深
处的一抹浓香。

街头巷尾，乡野村舍，大红灯笼高高挂
起，宛如一汪星火，点亮了寒冬的寂寥。红
彤彤的春联，宛如龙飞凤舞的诗行，书写着
对来年的美好祈愿。想当年，我们还是孩子
的时候，父亲买了红纸把我从暖被窝里叫
醒，让我去找胡先生写门对子。那时候雪很
大，到处是冰天雪地，胡先生身材高大，肥
胖，他教我们的语文，他的毛笔字属于正楷，
丰满、遒劲有力，只是每年几乎依旧是那几
幅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父
亲不识字，说他小时候找不到写对联的人，
就买瓶墨汁，把墨汁涂抹在碗底上，倒过来
印在红纸上，所以人们看到的都只是自上而
下的圈圈。

孩子们穿着新衣，欢笑着，奔跑着，走进
集市。街上人声鼎沸，摊位上也摆满了琳琅
满目的年货，五彩的糖果、精美的窗花、喜庆
的福字……每一样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节
日氛围。摊主们热情地吆喝着，脸上洋溢着
朴实的笑容，仿佛这一年的辛勤劳作，都在
这几日的忙碌中化作了满足与欣慰。

家中，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灶火熊熊，
映红了她的脸庞。锅里炖着的鸡汤咕噜咕
噜地冒着泡，香气四溢。父亲则在一旁仔细
地擦拭着桌椅，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包着饺子，说着笑着，温馨的
气息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家人闲坐，灯火可
亲。”这一幕，便是年给予我们最珍贵的馈
赠。

年夜饭是年的重头戏。满满一桌的佳
肴，鱼是少不了的，年年有余，图个好兆头。

猪、鸡、鸭都是自家养的，也算是自给自足，
丰衣足食了。有时母亲还会做点土菜给我
们吃，像萝卜丁拌黄豆、油炸小酥鱼、油条粉
丝烩大白菜、凉拌荠菜……很多时候，大鱼
大肉几乎不动筷子，一家人欢声笑语却把几
盘土菜吃得一干二净，应了汪曾祺老人的那
句话“寻常滋味，欢喜人间”啊！过年的每一
道菜都承载着家的味道和亲情的温暖，在一
家人举杯共庆，祝福声中，旧年的疲惫与烦
恼渐渐消散，新年的希望与憧憬在心中升腾
起来。

夜幕降临，烟花绽放，璀璨的光芒照亮
了夜空，也照亮了人们脸上的幸福。

可今年不能回家过年了。这年味里啊，
又多了一份思乡之情。

寻味过年时
张新文

年味，是最让人心生幸福的一种滋味。
在年味中，人们的脸上都挂满了开心的笑
容。每个人都喜欢年味，是的，年味让人心
生美好，对来年的时光充满着快乐的期待和
憧憬。

我一直认为,年有着其独特的香味。
腊八，这一天，也是腌制腊八蒜的日子，

家庭主妇们把刷洗的干干净净的瓶瓶罐罐
拿出来，把一棵棵白白胖胖的蒜腌进去，再
倒满米醋。哦，年，带着香甜的粥香和微酸
的蒜香，已经由远而近的走来。

走到楼下，又看到楼上的邻居在单元门
口空地上支起了大铁锅，锅里是热气腾腾的
方块肉和大骨，邻居一家齐上阵有说有笑分
工明确。他们见到我，和我热情的打招呼：

“一会儿等着吃肉哈。”那幸福的肉香飘满了
整个楼道。这时，儿时过年的记忆就像打开
闸门的洪水，一下子涌入我的脑海。

儿时，临近过年前，舅舅就会搭起临时
灶，上面支起大铁锅，锅下燃起红彤彤的柴
火，那锅里翻滚着肉块、大骨，舅妈手里拿着
大勺子，时不时伸进去搅动一下，渺渺的蒸
汽里飘散着令人痴醉的肉香。煮好后，舅妈
就会给我们送来一盆大方块的猪肉和大骨，

我和妹妹迫不及待拿起一块贪婪放入口
中。哦，年味，就藏在这浓浓的肉香中。

那时，每当过年前，母亲和父亲总会一
起登高爬低的大做卫生，上上下下的收拾，
扫尘擦玻璃擦灯。哦，年味，就藏在父母的
忙活中和一尘不染的房间里。

每到年末，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母亲都
会把家里所有的被褥重新拆洗晾晒，然后再
铺在大炕上重新缝合。晚上，我和妹妹身上
盖着暖暖的被子，痴痴嗅闻着被子上散发出
的阳光的味道，一脸幸福的甜蜜入睡。那
时，年味藏在干净清新的被子里。

母亲忙完一天的工作和家务后，在昏暗
橙黄的夜灯下，一针一线的为我和妹妹赶制
过年新衣服。深夜醒来，我总是能看到母亲
那不知疲倦的双手上下翻飞在衣服上游
走。母亲那低垂的发绺和身影，在灯光的映
照下，被深深地印刻在墙壁上。那时，年味
藏在孩子的新衣服里。

过年前，母亲也总会不嫌腥气，亲手洗
净带鱼，然后炸炖；把肥肉在油锅里炸成酥
香的油渣和脆脆的丸子；用白面蒸出各种动
物样子的馒头、糖包、豆包……每每此时，家
里就会被浓浓的饭香菜香包围。那时，年的

味道藏在喷香的食物里。
大年三十，忙碌一年的父母背着一大堆

备好的年货，带着儿时的我和妹妹回到老家
和爷爷奶奶团聚，一家人围坐在摆满各式美
味菜肴的炕桌上，吃着饺子举杯相祝……窗
外是震耳欲聋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鞭炮
声。在炮声隆隆中再去贴上红红的对联和
灯笼，再准备好大年早晨的饺子。那时，温
馨的菜香饺子香酒香鞭炮香，就是浓浓又幸
福的年味！

我们长大了出嫁了成家了，娘家就成了
我们年年岁岁都会魂牵梦绕的家！每一年，
所有的父母们，他们都会很早的准备各种年
货和美食，满心期待着离巢的儿女们奔赴归
巢，共享团圆的幸福！

已近除夕，早已是家庭主妇当了母亲的
我，也如同当年的母亲，登高爬低里里外外
大收拾，精心准备各种年货，学习各种美食
制作，备好过年的福字、对联、各种饰品……
然后把公婆老俩口接过来，一起兴奋的等
年、守年、幸福的过大年！

腊月年味香，这样的幸福之香，会代代
传承，浓浓的经久不失。

我的故乡江苏淮安，过春节很
隆重。腊八的粥香尚在舌尖萦绕，
年味便似被一双无形巧手悄然撩
拨，在忙碌的筹备中迅速氤氲开
来，弥漫到家宅的每个角落。彼
时，一身崭新的衣裳、满桌的珍馐
佳肴，便是新年给予孩童的最甜美
期许。寒风拂过，农活暂歇，村里
的妇女们趁着这闲适时光，三两成
群聚在一起，织毛衣、纳鞋底、挑花
布，忙得不亦乐乎，人人皆沉醉于
这细腻温情之中。

蒸馒头、蒸包子，堪称年前筹
备的重头戏。那个年代尚无发酵
粉助力，全凭老一辈相传的面引
子。为等候那面团恰到好处的蓬
松涨发，母亲宛如虔诚的守夜人，
天际泛起鱼肚白，她仍目不转睛盯
着面盆。若面团“闹脾气”，发酵迟
滞，母亲通宵不眠亦是常事。

父亲在村里的米场操劳，事务
繁冗，家中事务大多由母亲操劳。
但到了大扫除时，父母一同携手，
配合默契。父亲驾轻就熟登高扫
除屋梁、墙角的积垢，家中内外拾
掇得纤尘不染、窗明几净。每个灯
罩擦的锃亮，桌椅也挨个重拾稳固。母亲则趁
着晴天将被褥、床单洗个遍。那时布料拮据，母
亲心怀柔情，缝缝补补为我这个老三制衣。而
我从未因身着补丁衣裳觉得委屈，反倒满心欢
喜与温暖，只因那细密针脚里，编织着母亲无尽
的爱。

年关之际，风俗谨守，忌言“没有”，要以“还
有、许多、满的”等吉利语替代。如果孩童偶犯
忌讳，母亲便言童言无忌，驱之散去。一时没有
约束的孩子们像脱缰的野马撒腿狂跑出去，在
年关下纵情嬉闹。结了冰的河面成了天然溜冰
场，房檐上的冰凌当作宝剑挥舞，小脸冻得通红
亦难掩喜悦欢畅。

写春联的仪式庄重开启，仿若一场肃穆的
家族盛典。大弟与小弟受父亲悉心教导，笔锋
刚劲洒脱、气韵灵动，引得邻里乡亲纷至沓来，
求写对联。父亲虽未涉足学识殿堂，却对文化
满怀赤诚尊崇。每至写联时刻，他便凝神静气，
于一旁专注审视，要求春联用词精准凝练、寓意
深远。大门之上，联句仿若巍峨门楼，气势恢

宏，祈愿家宅新岁顺遂康泰、昌
盛兴隆。厨房水缸之畔，满含

“清水盈盈，财气洋洋”的祥瑞
期许；灶边字眼里，透着融融烟
火暖香；就连猪圈、鸡鸭栏旁亦
有“六畜兴旺，福运满圈”的质
朴盼头，诸般联语皆凝聚着对
生活的极大热忱与美好向往。

故乡过年，春联张贴有着
不成文却被默默遵循的规矩。
我家大门对联，总是在邻里皆
已张灯结彩、喜庆满院之后，才
缓缓贴上。那“开门大吉”的小
联，更是要等父亲临睡，才会轻
轻贴上。起初，我对这迟来的
张贴满心疑惑。直至后来，年
三十傍晚，总会有一两个身影
匆匆而来，在屋内短暂停留后，
带着赧然与感激离去。我才知
晓，他们是来借钱的。老家风
俗淳朴温厚，若“开门大吉”未
贴，便是默许贫寒乡亲前来借
取钱物，以解过年燃眉之急；一
旦贴上，便如无声宣告，示意不
能再来开口借钱借物。父亲不
善言辞，却似有预感般默默等

待，即便自家日子亦不宽裕，也要为艰难邻里在
年关留一丝慰藉。那迟贴的门联，并非疏忽，而
是一份无声的大爱。在父亲心中，年是团圆，更
是守望相助。这份传统与善良，如门联上的墨
痕，深深镌刻在我的心，让我明白，富足并非仅
是钱财累积，更是心灵深处为他人着想的一抹
温情，岁岁年年，永不凋零。

年三十晚上，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压岁
钱与果包是新年的惊喜。当父亲递来红包，钱
虽稀少却重若千钧，这个时候大弟小弟围着父
亲又蹦又跳，父亲一高兴就会多给他们一毛两
毛的，小弟举起钞票在我和姐姐面前显摆时的
样子真是很可爱。母亲准备的阜宁大糕，含“步
步登高”之愿，各种糖块裹于红纸，藏着无尽的
慈爱。

岁月流转，生活优渥，然春节却失往昔华
彩。父亲的离去，如梁柱倾颓，团圆盛景残缺，
年味添了几分酸涩。幸母亲仍在，她的身影是
家的依靠，我愿以爱守护，祈愿母亲健康长寿、
喜乐长安。

腊月年味香
刘成彬

每逢佳节倍精神，
五谷丰登四海屯。
抱住蛇头辞旧岁，
打开电脑唱新春。
银屏曲荡生新曲，
机器人勤助世人。
大展宏图歌午夜，
狂飞瑞彩压朝晨。
红红烛焰红吾体，
碧碧松烟碧我身。
饺子犹如元宝阵，

汤圆好似玉球珍。
淮扬菜美烹鱼绝，
中国饭香斟酒醇。
口夹甜糕旋地跳，
手抓蜜果向天伸。
醉邀吉斗三星到，
笑庆祥年百福臻。
年度一家巡海峡，
风吹两岸接埃尘。
连根之树穿云长，
当慰炎黄共日轮。

爷爷过年写对联
徐怀庚

要过年了，一些卖对联的店家又把大红对
联挂出来卖了，对联有楷书的，有隶书的，也有
草书的，有五字联，七字联，也有十几个字的
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老家溪南陆庄爷
爷处上学，庄上邻里乡亲家每有砌房盖屋、子
女婚嫁、做寿等都拿着红纸到我们家，请我爷
爷写对联。

爷爷过年写对联，大多放在腊月二十六、
二十七下午，晴天把八仙桌抬到院子中，阴天
则把桌子挪到堂屋门口亮光处。他先把大砚
台上放上水，让我砚墨。他把红纸按五字联、
七字联、九字联等长短要求裁好、叠好，从他书
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木盒和一个大本子，木盒里
有十几支毛笔，有大有小，有长有短。由于他
为邻里乡亲们写了多年对联，对各户的院门、
堂屋门、房门、厨房门的大小都很熟悉，写长
联、短联，宽的、窄的都心中有数。

院门、堂屋门、房门对联有：
春光遍地，喜气盈门。
江山如画，大地皆春。
红梅报喜讯，紫燕唱春歌。

田园春光艳好，农家岁月更新。
春生红梅香万树，岁更爆竹响千门。
厨房对联有：
厨中调美味，囤内有余粮。
猪圈、牛棚、羊栏对联有：
春染红棉迎旭日，羊衔金穗报丰年。
槽头兴旺都是辛勤所得，厩内平安皆因劳

动换来。
还要写些“福”“满”“禧”“财”“川流不息”

“福水长流”等，贴在粮囤、笆斗、石磨、水缸上
的吉庆字和喜语。

我的家乡地处绿草荡边，水乡弄大船人家
众多，少不了要写些贴在船上的对联：

江河湖海乘破浪，通达逍遥远近行。
日行江淮三千里，风送南北第一舟。
九曲三弯随舵转，五湖四海任舟行。
桅高好比摇钱树，舱深犹如聚宝盆。
顺风顺水一路风平浪静，潮起潮涌百帆起

航逐流。
爷爷每次过年要写200多副对联，任乡邻

们自选，如不够则要再写些。

七排

欢度乙巳年春节有感
赵星庞

(一)
腊鼓催春岁月新，红联映日梦初温。
堂前剪纸飞灵鹊，檐下悬灯耀玉门。
户户蒸糕祈顺意，家家祝福接乾坤。
归来共话团圆景，笑语欢颜父老尊。

(二)
瑞气盈门岁月悠，新春旧俗韵长留。
扫尘净室除陈迹，祭祖焚香念故丘。
淮剧连台歌盛世，花船共舞闹村头。
儿童最喜烟花放，爆竹冲天乐景休。

(三)
寒尽春回瑞彩彰，屠苏香暖韵悠长。
桃符焕若驱邪祟，柏酒盈杯祝健康。
夜放烟花村晚灿，晨飘腊味满庭芳。
品茶漫话团圆意，守岁情浓岁月光。

蛇，又叫小龙，传说人类始祖伏羲氏和女
娲氏均为蛇身人首。蛇具有镇邪与护卫、智
慧与机智、长寿与再生、财富与财运的象征，
又有阴险与邪恶之意。故很少有人用蛇起名
字，在地名使用上更少。淮安市含蛇的地名
仅两个，一个在清江浦，一个就是我的家乡车
桥镇蛇峰村。

蛇峰的历史可追溯到宋朝。清朝同治
《山阳县志》记载，按嘉定《志》云：“凡境内之
滨于淮湖者多沟浦。”说到了宥城浦、东作浦、
荆口浦、官渡浦、蛇风浦。嘉定《志》是南宋嘉
定八年（1215）编写的《山阳县志》。“淮湖”是
射阳湖，这几个地名在车桥镇东边从南宋一
直沿用至今，有800年以上历史。荆口浦是
现在泾口居委会，蛇风浦就是蛇峰村。

蛇峰名字传说与蛇有关。在我小时候，
听老年人常讲地下有条大蛇，蛇头在村东闸，
蛇尾在村西边，一直护佑着全村人福祉康
宁。也有人说古时候，这里是射阳湖畔，有一
个巨大蛇窝，窝里的蛇与人为伴，互不欺负。
不管哪种传说对错，但在我印象中有一点，我

们村过去田里的蛇确实很多。
宋元时期，蛇峰就有人居住，都是射阳湖

内打鱼为生的渔民。因战争，到元末已荒无
人烟。明洪武二年，朱元璋为修复战争创伤，
强行将南方人口驱赶到苏北。一般驱赶都经
过苏州阊门。陈氏兄弟四人与老表万氏、盛
氏也都从阊门来到山阳县蛇风浦，开荒垦
地。陈氏四兄弟按照老大到老四排行顺序分
别在蛇风浦的东南西北处开垦。这便是后来
直至现在称呼的陈家东大门、南大门、西大
门、北大门。我是陈家北大门的，是陈家到蛇
峰后的第26世。

清朝蛇风浦是山阳县东南经济繁盛的重
镇，改称蛇峰镇。当时蛇峰镇前庄有条一里
长的街道，叫官巷心，是方圆十里范围内最热
闹的地方。有布行、米行、肉店、豆腐店、银匠
店、中医诊所等100余商户、行当。我的曾祖
父曾在那里经商。官巷心一直繁荣到解放
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变得没落了。

历史上蛇峰陈氏宗祠在方圆百里范围内
很有名气。建于清代光绪年间，是由族人集

资建成。原址在现村卫生室后面，毁于1941
年。祠堂为砖木结构四合院，坐北朝南。正
殿三间，前殿也是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
东西院墙下半截为墙砖，上半截是隔扇。正
殿后墙外有1.5米高神台，上有隔房，内供列
祖列宗与各支亡人牌位。每年清明节，都举
行盛大祭祖仪式，各宗支代表参加，祭祖后聚
餐。每年除夕，族中富户和头面人物，都自发
到祠堂祭祖、守岁。

1941年新四军来到苏北后，建立了淮安
县政权，成立了泾口区。泾口区的抗日民主
政府是以蛇峰为中心，在周边村庄开展游击
作战，是全县最大的抗日民主政府。蛇峰小
学建于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车桥、泾口、
流均、博里一带第一所完小。

蛇峰村村委会与村民自办以陈天马名字
命名的“淮安县（市）天马私立初级中学”，为
村里及周边乡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开
创了苏北地区兴办民办学校的先河。

蛇年地名话“蛇峰”
陈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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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零下八度的寒夜
我的思绪像长了翅膀的海鸥
掠过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每一次的惊险过后
迎来的一定是一场惊喜
也许我们是幸运的
因为，良心的背后是一个大写的责任

市河旁亮如白昼的抢修画面
那一个个佝偻的身影
那时不时搓着冻僵的双手
怎能不叫人为之动容
又怎能叫人安然入睡

那不是佝偻而是伟岸

是藏在心底那一份沉甸甸的果敢和担当
是败而不馁的从容和坚毅
是包容天地沧海的宽阔
是文旅人滚烫的胸膛
严冬过后必是新春
让我们去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植根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是文旅人矢志不渝的追求
愿2024所有的遗憾
终能成为2025惊喜的铺垫
抱团奔赴，何惧风霜

繁花满地是文旅人永恒初心
祝福每一个早起赶路的文旅人

筑梦不休文旅人
孙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