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清晨，窗外，
喜鹊，喳喳，
细雨，沙沙，
奶奶说：哈哈，
快听———
牛牛，你的春来啦！
新年，初一，
灯笼，高挂，
大红，窗花，
爷爷说：哈哈，
快看———
牛牛，你的春来啦！
青檐，滴瓦，
跳跃，莲花，

老梅，新芽，
妈妈说：哈哈，
用心———
牛牛，你的春来啦！
门外，户内，
浓墨，淡染，
对联，国画。
爸爸说：哈哈，
加油———
牛牛，你的春来啦！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来啦！来啦！
哈哈，我的春来啦！

（指导老师：吴明红）

寻找年味
阴 刘海粟小学六（10）班 王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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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是一个让我
熟悉而又陌生的东西，
年味是弥漫在老房子里
的一种味道。

一走进厨房，一股
香气扑面而来，原来是
妈妈在包饺子，一个个
饺子静静地躺在小盘里，
仿佛在引我去吃。我央
求妈妈给我煮一锅饺子，
妈妈欣然答应，一个个
饺子在锅里游来游去，
仿佛一条条小鱼在水里
畅游。饺子端上来了，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饺子，
吃完了，嘴里还有一股

韭菜的香味。
走出门外，爷爷正

在贴春联，爸爸看到了，
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去帮
忙，两人默契十足，一个
撕胶布，一个往上贴，不
久就贴完了。我们一家人
都在期盼新年的到来，脸
上洋溢着笑容，这一抹笑
意是纯粹的，是朴实无
华的。过了一会，爸爸
叫了朋友一起来吃年夜
饭，他们谈笑风生，一
起聊天喝酒，我从未看
过大家笑得那么开心。

（指导老师：彭倩）

过年
阴 武进区实验小学三（20）班 顾子珊

时间就像奔跑的小
马，跑着跑着，就迎来了
春节。

春节到了，家家户户
贴对联、放鞭炮，我们家
也贴了一副对联，上联
是：人和家顺年年好。下
联是：平安如意步步高。
横批是：金龙纳福。贴对
联是有讲究的，上联是仄
声，就是三四声，下联是
平声，就是一二声。上联
要贴在右边，下联则贴在
左边。

春节有许多习俗，比
如：买年货、贴年红、
扫尘、压岁钱。贴年红
是指年廿八、廿九，或
年三十，家家户户“贴
年红”。年红是春联、门
神、年画、福字、横批、
窗花等统称，因为这些
是过年时贴的红色喜庆
元素，所以统称为“年

红”。买年货、备年货、
送年礼几乎是全国上下的
“过年必备”。置办年货，
包括吃的、穿的、戴的、
用的、贴的、送的礼物
等，统名曰“年货”，而
把采购年货的过程称之为
“办年货”。早晨就是年终
大扫除，家家户户都要大
扫除，清洗各种器具，拆
洗被褥窗帘。接下来就是
发压岁钱啦！压岁钱在民
俗文化中寓意辟邪驱鬼，
保佑平安。那个盼望着领
压岁钱的小孩，是你吗？
一般在新年倒计时，红包
由长辈发给晚辈，表示
“压祟”，包含着长辈对晚
辈的关切之情和真切祝
福，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
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听了我的介绍，你了
解过年风俗了吗？过年是
不是很有趣呢？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每逢春节，家
家户户都要贴窗花、放鞭
炮、贴春联……其中我最
喜欢的活动就是放烟花了。

今年爸爸给我买了许
多的烟花，有加特林烟花，
有水母烟花，还有旋转风
车烟花……当大家开开心
心地吃完年夜饭，我便迫
不及待地拉着爸爸妈妈一
起出去放烟花了。我们来
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将烟
花依次排开。我拿着打火
机心惊胆战地点燃了一个

烟花后，便迅速地跑到了
一个安全区域，不一会儿，
原本漆黑的夜空被五彩缤
纷的烟花照亮了。有的烟
花像水母一样争先恐后地
飞向空中，最后消失在无
尽的黑夜中；有的烟花像
流星一样迅速地划过天空，
留下了华丽的身影；还有
的烟花像子弹一样射向四
面八方，同时发出噼里啪
啦的声响……

放烟花真是太有趣了，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安全！

放烟花
阴 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三（2）班 周雅雯

我家幸福年
阴 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三 B班 崔煜博

新春佳节，家家户户贴春
联，放鞭炮，人人心里乐淘淘。

每年春节，我们老家这儿家
家户户都要蒸馒头。因为蒸馒头
可以保佑我们全村人平平安安。
过年前几天奶奶就准备了许多的
面粉、萝卜丝和肉，然后准备做
馒头。“我来！今年的馒头我来
蒸！”自告奋勇的我央求道。
“好啊，你会用灶台蒸馒头吗？”
我心想：虽然我不怎么会，但这
“新年任务”应该也不会太难，
只要注意安全就好，就这样我当
起了小小“火头军”。首先，我
拿起一大堆干草，用打火机把它
们点燃，但因为我怕烧到手，所
以火还没有烧起来我就把它们扔
进了灶膛里。爸爸叫我可以先点
燃一点点，再迅速用那些点燃的

草把干草引燃，这样火就大了。
这办法可真灵，就像放鞭炮的方
法一样，火瞬间大了起来。我再
拉动风箱，火似乎又被吹小了，
这下我可着急了，立刻顺手拿起
一块烂木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
往里一塞，“啊，我怎么这么
笨？居然一下子把火给盖灭了！”
我自言自语道。我随即抓起火叉
把木头拨了拨，看见还有火源，
“嘿，太好了！”我快速折断几根
粗糙的枯树枝，把枯枝往火苗上
一放，再拉动风箱，小火苗终于
把一根枯枝点燃了。渐渐地，所
有枯枝都烧了起来，最后星星之
火变成了熊熊烈火。我乘机“火
上浇油”又加了枯草，不时地折
一把枯枝扔进灶膛。“Oh，my
god！”我惊叹道。没过一会儿，

蒸笼周围便热气腾腾的，厨房里
弥漫着馒头的清香。渐渐地，奶
奶让我不要加柴火了，火慢慢地
变小了，我忍不住去看看我蒸的
馒头。但一不小心把一块烧成灰
烬的木头拨了出来，“啊！”我
吓得跳起来，奶奶看见连忙用火
叉拨到一边，笑着说：“没事”，
我也笑了。最后香气扑鼻的馒头
出锅了，一个个圆润可爱。奶奶
还一一给这些“小娃娃们”点上
红点。我品尝了一下，“嗯，真
好吃！”“你也会烧灶台喽！”这
时候爸爸也来了，欢声笑语洋溢
着这个厨房。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烧灶台，
但是真正做起来也不是很难，我
感受到了其中的乐趣。

（指导老师：郁利菊）

老家
阴 星河实验小学五（1）班 齐梓嘉

春节喜雨
阴 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六（1）班 蔡卓璇

寒假是每个孩子都期盼的，而
我最期待的就是回宁夏老家过年。

常州到宁夏有将近两千公
里，我们踏上绿皮火车，感受着
慢生活带来的惬意。望向窗外，
崇高的山脉起起伏伏，上面堆着
一些积雪，日落后的余光照耀在
上面，竟有一种珠光宝气的独特
之美。大树虽已落尽了树叶，但
那白花花的积雪却给光秃秃的树
枝增添了一分别样的美，让我不
禁想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再往前看，
一片松树林映入眼帘，那颜色从
翠绿变成了深绿，树叶在风中发
出沙沙声，就像一曲交响乐在我
耳边回荡，这种壮观的景象，只
有在家乡的归途中，才能看到和
感受到。

通过爸爸的介绍我还了解
到：宁夏地处大西北，是古代丝

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在古代也是
边关要塞，自古也是兵家必争之
地，有许许多多的边塞诗作，都
是那些诗人在镇守边关时写下
的。著名的 《清平乐·六盘山》，
就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翻越六
盘山的时候创作的。宁夏也是古
代西夏王朝的领地，至今仍耸立
在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向我们
诉说着西夏王朝昔日的辉煌。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
我们终于到达了宁夏老家。春节
前夕，我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一起写了对联和福字，那一个个
红底黑金字，非常醒目也非常喜
庆。我还与妈妈一起剪了窗花，
尝试了刻纸。来到集市上，我最
大的感受就是惊喜和热闹，有社
火、踩高跷、唱秦腔等特色表
演，这些都是宁夏的非遗文化，
这种乐趣也只有在老家过年才能

感受到。让我更惊奇的是，爷
爷、爸爸还加入了打鼓队伍，那
欢快的节奏，默契地配合，加上
集市上处处张灯结彩，真是热闹
非凡。用一个词总结，那就
是———年味十足！

在宁夏老家，看的玩的很
多，吃的也不少呢。一到集市我
就闻到了那烧烤的香味，馋得我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宁夏有很多
牛羊肉，而且都是大块大块地
烤，别说有多香了。在宁夏，有
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习俗，这
一次，我也体验了一把西北人的
豪放与豁达。

宁夏老家真是一片风水宝
地，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
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自然风光、“塞上江南”的年
俗大赏也别有一番风味！

（指导老师：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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