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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暮尔尔，烟火年年；朝朝
暮暮，岁岁平安。春节是中国四
大传统节日之一，有贴春联、放
烟花、发红包等习俗。

我喜欢过春节。因为那时，
我们朝思暮想的亲人会从遥远的
他乡回到温馨的家，与我们相聚
一堂。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和亲人
们在谈笑声、在烟花声中度过那
些美好的日子。

我喜欢过春节。因为那时，
大人们总是张罗这儿，张罗那儿
的，买了不少好吃的年货，还做
了许多美味的饭菜。我常使劲嗅
着空气中的香味，但也只能干巴
巴地看着，要过好一会儿才开饭。
大年初一，我们一家人都去

了淹城跨年，其中最让我感到震
撼的项目便是打铁花。
我曾听说打铁花是河南非遗，

有“民间焰火之最”的美称，但
亲眼见过之后还是被惊艳到了。
我听到主持人在台上高喊道：

“一打财运滚滚，二打身体健康，
三打婚姻美满……”随着主持人
的呐喊，观众们激动地探出头来。
那是一场视觉盛宴，铁水把天空
染成一片火红，铁花就如盛开的
花瓣从天空中婆娑而落，犹如火
红的梦，照亮了漆黑的夜空，我
顿时想到了那句：“铁花飞舞，
似火如霞。”

过了正月十五，这个年就算
过完了，但我会永远记住今年的
春节。

火树银花除夕夜
阴 五（10）班 徐梓晨

又是一年除夕，夜幕降临，
天空中点缀着点点星光，星星们
眨巴着眼睛、羡慕地看向繁华的
大地。因为新年要到了，今晚必
将是个“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
开”的举世欢庆之夜。

团圆饭后，我迫不及待地要
去放烟花。“爸爸快点，晚了要
没位置了！”我们很快来到西太湖
边，有很多人已经在放烟花了。
大大小小、五颜六色、形态各异
的烟花将夜空照亮，有的像盛开
的菊花，有的像五彩缤纷的花瓣，
还有的像一条条金蛇，扭动着升
上夜空……天空好似一张黑色的

画布，五彩斑斓的颜料在上面变
幻成各种美丽的画。

爸爸将烟花放到空旷的地
方，点燃引线快速地跑回来。红
色的火光在引线上一点点前进，
引线越烧越短，突然火光不见
了 ， 难 道 灭 了 吗 ？ 忽 然 ，
“嘭———”的一声，一束火光从
烟花盒里蹿出来，直冲云霄，
“啪”的一声炸开成外面一层绿
色、里面一层黄色的同心圆。圆
圈在黑暗中不断发亮、放大，然
后好似流星，拖着金色的“尾
巴”慢慢坠落、慢慢隐去，直到
消失。一束接一束的金光排着

队、有序地冲上天空，幻化成绚
丽的流星雨，不仅点亮了夜空，
西太湖的湖面也忽明忽暗，好像
镜子般呈现了同样的一场烟火盛
宴。
后来我们还放了既像巨大羽

毛扇，又似瀑布的“黄果树”金
色烟花，还放了可以手持的“加
特林”。“嘭！嘭！嘭！”的声音
一直没有停歇，空气中弥漫着阵
阵白烟，充满了烟火的气味。

越来越多的人不约而同地来
到西太湖边放烟花，五颜六色的
火光照亮了每一张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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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美“馒”蒸蒸日上
阴 五（10）班 王语欣

“腊月二十八，把面发。”我
们这里从古至今过年都有蒸馒头、
蒸团子的习俗。

馒头的“馒”谐音“满”，和“团
子”一样寓意一家人圆圆满满，
“头”寓意第一，“发”寓意“发财”
“发家”，“蒸”象征来年的日子蒸蒸
日上，年年有余粮。

腊月一到，农村家家户户忙
着去加工厂磨面粉，外婆家也不
例外，外公一大早就去排队磨面
粉，准备开“蒸”。蒸馒头当然要
先发面，外婆早早地起床把面和
好，给它穿上厚厚的棉衣。在等
发面的过程，外婆拌好香喷喷的
馅料，有竹笋馅、萝卜丝馅，还
有香甜的豆沙馅。下午，掀开棉
衣就看见原本小巧玲珑的面团变
成了一个“大白胖子”。

到了傍晚，外婆家就更热闹
了。请来村里几位有经验的婆婆
帮忙一起包馒头，当然我和妹妹
也不会闲着。外公从外面抱来了
柴，在灶膛里架起来，生火烧水。
太公用草像编麻花辫一样编了一
个大大的草圈，我很是纳闷，蒸
馒头为什么要用草编麻花辫呢？
太公耐心地告诉我，草圈是用来
垫蒸馒头的蒸笼的，防止热气淘
气地跑出来。

终于要开始包馒头了，外婆
先把发好的面团揉成条状，再把
它切成一块一块，我学着婆婆们
的样子把一块面团用力揉搓了一
下，然后放在手心压平，把我最
爱的豆沙馅放在面皮上，接着把
面皮一点一点捏出褶皱，但是我
捏了好一会儿，馅料一直往外跑，

怎么也包不起来。后来婆婆们告
诉我放的馅料太多了，原来是我
太贪心了，总想着多放馅料，我
可以多吃一些，结果还是失败了。
当然我可不会轻言放弃，我把馅
料少放点，再把馒头捏好，虽然
捏得不是很完美，但是看着自己
做的馒头还是很开心。终于轮到
我包的这笼馒头上蒸锅了，等了
足足 20分钟，本来一个个小小的
馒头经过蒸汽的拥抱，变成了一
个个白胖子，香气四溢。我们等
不及馒头变冷就准备开吃，一口
咬下去香甜软糯。婆婆们也一起
放下手中的活，大家一起吃起香
喷喷的馒头。

屋子里笑声、谈话声和柴火
的噼里啪啦声汇成幸福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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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
阴 五（10）班 钱槿希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
风送暖入屠苏。”新年的钟
声缓缓敲响，绚丽的烟花绽
放在大街小巷，空气中那不
易察觉的年味萦绕在鼻间。

家乡的年味躲在可口的
年夜饭里。大年三十，妈妈
喊我一起去采购年夜饭的食
材。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
里，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
人。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
里，人们都毫不吝啬于自己
的钱包，一头钻进了这阖家
欢乐的热潮中。傍晚太阳收
敛起刺眼的光芒，慢慢地钻
进薄薄的云层，家家户户早
已灯火通明。厨房里交杂着
炒菜声和厨具碰撞的声音，
时而紧凑，时而舒缓，像一
首美妙的交响曲。我则给妈
妈打下手，拿出只有过年时
才会用到的高脚碗。听妈妈
说，这是温州人独有的风
俗，除夕夜大家都会用红色
高脚碗摆十样地道美食，温
州话中“碗”和“稳”的发
音相同，寓意着红红火火、
稳稳当当、十全十美。北方
的年夜饭离不开饺子，你

猜，我家乡的年夜饭离不开
什么呢？那便是象征着步步
高升的“腊肉炒年糕”。鸭
舌也是年夜饭中的必备美
食，“舌”与“赚”的温州
话发音相似，不仅好吃，还
非常吉利。还有象征年年有
余的黄鱼、寓意着黄金白玉
的鱼饼、代表着和气生财的
蚕豆……餐桌上的佳肴琳琅
满目，真是让人看了垂涎欲
滴。家人团坐，在一阵阵欢
声笑语中，在一次次的推杯
换盏中，我感受到了浓浓的
年味。

家乡的年味藏在绚丽的
烟花里。吃完年夜饭，孩子
们就兴高采烈地拿出早早准
备好的烟花爆竹。我最期待
的就是“加特林”，爸爸一
点燃我就吓得捂住了耳朵，
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烟花。
看，各种烟花飞上空中，伴
着声响绽放成一朵朵花。跳
跃的火苗映红了半边天，也
映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灿
烂的烟火划过天空，仿佛预
示着即将到来的一年所愿皆
成真。

家乡的年味
阴 五（10）班 姜佳璇

年味渐浓，随着归家的
脚步裹挟进每个细微的角
落，藏进千家万户。

年味，藏在舌尖。每逢
除夕，炒菜的浓香味儿便充
满了整条小巷。那味儿是灶
台上用大火烧出来的菜，也
是酒坛子里弥漫出的丝丝酒
香，更是孩童手里的粒粒糖
香。饭香醉人，酒香醉人，
年味更醉人。它停留在舌
尖，味蕾的记忆反反复复，
串联起过往与现在。

年味，藏在笔尖。小时
候，每逢过年，我便最喜欢
看伯父写春联了。从伯父铺
开红宣纸，摆好笔砚，再到
蘸墨、落笔、运笔、收笔等
一系列动作，都似行云流
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
中。如今的我，也会写几副
春联了，虽远不及伯父，但
在墨香中也能依稀嗅得出掺
杂于其中的年味。“一舞醉
千回，”笔尖的字仿佛化作

最美好的愿望，飘飞到天
边，将新春的喜悦处处传
递。年味停留在笔尖，墨香
融进旧岁新年的梦，书写出
心底的期盼。

年味，藏在心尖。屋
内，几张木椅，大人都团团
围坐在一起，看着春晚，嗑
着瓜子，聊着家常，等着新
年钟声的敲响，可谓是“家
人团坐，灯火可亲。”屋外，
小孩子手里拿着摔炮和烟
花，成群结队地在院子里四
处奔走，随时准备和邻家的
朋友打一场“炮仗”。除夕
夜，偶尔这儿几声喧闹，那
儿一阵笑声，一家人就这样
其乐融融，享受着简单而又
纯粹的幸福。

人们常说人年纪越大觉
得年味越淡，但其实是因为
儿时想要的东西现在可以轻
而易举地得到了。或许，过
年让我们知道的就是要珍惜
每一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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