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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的年，可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盛大的
节日了。哪个民族会像我们一样，把一个节日过
得如此悠长快乐，摇曳生姿？“过了腊八就是年”，
我们的年从腊八开始。“正月里来是新年”，我们的
年到过完正月才结束。我们的年，隆重，喜庆，欢
乐。年还未到，我们就开始预支快乐和幸福，我们
用二十多天的时间准备过年，提前感受年的味
道。年到了，我们再用一个月的时间，回味年味
儿，让幸福长长久久地停留。

所以说，年是岁月的犒赏。时光长长，岁月漫
漫，每一年就像一段艰辛的旅程一样。道阻且长，
而年是胜利的终点。我们走着走着，就在快要走
累的时候，看到年的旗帜在高高飘扬。渐行渐近，
年的烟花砰然绽开，灿烂辉煌。我们心中的喜悦，
顿时升腾起来，脚步也变得有力了。年是对我们
长途跋涉的犒赏，是对我们努力生活的犒赏，是对
我们心怀热爱的犒赏。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年这
个喜庆的节日，岁月中是不是就像少了一次盛大
花开？如果日子少了一次这样的华丽绽放，我们
的生活该多么黯然失色啊。

还好，我们用过年的形式来犒赏自己。过
年了，我们终于可以心安理得放松了。平日里
紧绷的神经，因为年的到来得到了缓解。这段
日子，是一段有趣而精彩的慢时光。我们放慢
了脚步，学着享受生活的种种美好。我们就像
辛 勤 耕 耘 的 农 人 一 样 ，春 种 夏 耘 秋 收 冬 储 ，一
年 四 季 忙 忙 碌 碌 。 到 了 年 底 ，必 定 要 好 好 犒
赏 自 己 一 番 。 付 出 的 汗 水 ，必 定 要 用 看 得 见
的 硕 果 来 验 证 。 只 有 如 此 ，才 是 对 自 己 和 生
活的善待。

年是岁月的犒赏，快乐是生活的赐予。时光
不负有心人，我们默默积蓄，默默努力，终于赢得
了这样一段悠长而幸福的时光。一年中，只要有
这样一段时光，生活就是亮闪闪的；只要有这样一
段时光，日子就是温情幸福的。这一年，无论你过
得艰难还是容易，无论你过得慌张还是安定，无论
你过得沉重还是轻松，年都会如约而至。年可以
雪中送炭，慰藉你一年的辛劳；年可以锦上添花，
赏赐你最大的幸福。

过年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年带来的美

好。穿新衣，吃美食，看美景，只要你愿意，享受
一切美好是天经地义的。平日里不敢随心所欲
消费，过年却可以奢侈一回。年是岁月的犒赏，
安心享受属于自己的幸福。过年了，每一个日子
都是令人欣喜的，生活的细节中到处都有幸福的
痕迹。

年是岁月的犒赏。年把轻松和愉悦犒赏给我
们，把快乐和幸福犒赏给我们，把团圆和美满犒赏
给我们，把吉祥和如意犒赏给我们，把期许和憧憬
犒赏给我们……一切都被年涂上了缤纷的色彩，
日子也被镶上了金边。张弛有度一直是生活之
道，过年这段时间，我们放松了心情，放缓了生活
节奏，日子多了甘美醇厚的味道。过年了，畅饮一
杯幸福的酒。这杯酒，是经历春夏秋冬慢慢酝酿
出来的。珍惜岁月的犒赏，把生活的滋味融入其
中，一饮而尽。

年是岁月的犒赏，幸福是时光的恩赐。让我
们以年的名义，纵情欢歌；让我们以年的名义，尽
享欢乐；让我们以年的名义，拥抱幸福；让我们以
年的名义，憧憬未来！

年是岁月的犒赏
□ 王国梁

还有两周就除夕了。
小时候，新华书店内人声鼎沸，东西南北四面

墙上，挂着人物、花鸟鱼虫以及字画。有五谷丰登
笑逐颜开的农民；有跨在大鲤红鱼上活泼可爱的孩
童；有精神矍烁的工人；有表情严肃手握钢枪的军
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快过年了，谁家屋子里
不想焕然一新？年关岁尾，买几幅喜庆的年画，张
贴在屋子里，顿觉眼前一亮，喜气洋洋。

现在，好多年画会和挂历融合在一起。上面是
喜气洋洋的画，下面是新的一年的年历。有双月份
6张的和单月份12张的。通常春节前就会去文具柜
买几本回来，挂着在门边或显眼处。一方面记事计

时，另一方面欣赏美图美画。有美女明星，有汽车轿
车，有江河山水，有梅兰竹菊。

我们单位是为农服务企业，售卖农机产品，有大
型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打捆机等，为了答谢新老
客户，一到年关岁底，就专门定制一批挂历送给用
户。其实价格也不贵，从几元一本到十几元一本。
上面既有不同的年画图案，还有单位的销售和服务
热线，这样方便农户随时电话咨询。过年前，带着挂
历走访农户，一本小小的挂历成了明信片，拉近了和
客户的关系。所以，每年一到腊月，就有客户主动询
问：“今年的挂历何时有啊？”看来，它已成了过年不
可或缺的标志。

再说说对联，一到腊月底，会舞文弄墨的或自认
为毛笔字写的还不错的，都会在大红纸上泼墨挥毫：

“和顺门第增百福，合家欢乐纳千祥”“瑞雪纷飞丰稳
岁，香梅大放富饶春”“稻菽千重金浪起，春风万里玉
梅开”，还有最常见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等
等。会写的，能写的，送“福”字的，街头巷尾热热闹
闹，也成了年味中的一景。

还有些单位，专门订制些门对、窗花发给员工，
作为年前员工的福利。对联上，是朗朗上口的对新
年的期待，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小小的年礼，虽然才区区几块钱，但它内在的
价值已远不在此。

小小的年礼
□ 郭玉霞

过了元旦，我和丈夫还
没有“阳”，顺利挺进四强。家
居乡村，独门独院，有片菜地
自给自足，子女都“阳”了一
遍，他们不敢登门，怕传染我
们，这是我俩进入四强的客观
条件。当然，我和丈夫前段时
间也格外注意，半个多月没去
超市，也没去人多的地方，偶
尔收个快递，也是戴好口罩，
戴好一次性手套，取完在家门
口拆封消毒后，再拿回家。

元旦过后，子女们都已
经“阳康”了，丈夫还是给他们
下了通知，从现在开始到春
节，就不要来看我们了，春节
都在各自小家过。

为了挺进“决赛”，丈夫
也够拼的了。但这个决定我
是支持的，每年春节人来人
往，没有尚好的体力，根本招
架不住，把子女挡在门外，亲
朋自然也知晓，不再登门拜
年，既能保证进入“决赛”，又
免除了过年辛劳之苦。

春 节 是 阖 家 团 圆 的 日
子，今年这个春节，我们不和
子孙团圆与过去三年有所不
同。过去三年，子孙有在外地
的，因为疫情回不了家，做长
辈的会牵挂；而今年，子孙都
在返回家乡，而且我们和儿子
家，就一碗粥的距离，有事打

个电话，开车五分钟便到，平日时常见面，春节见面与
否便显得不那么重要。

我和丈夫商量好了，年前再去超市采购一次，备齐
年货，就不再外出了。这个外出指的是去人口密集的
地方，家门口的公园还是可以随便逛逛。

没有子孙“骚扰”的春节，一下轻松很多。往年春
节，年前不知道要跑多少趟超市，赶多少年集，冰箱冰
柜都塞得满满的，准备年菜就需两天时间，春节后更是
高朋满座，酒席准备了一桌又一桌，一直过了初七八才
消停下来。

但今年不同了，不用准备一桌酒席，连年夜饭也免
了。丈夫决定一“免”到底，窗户也不打算擦了，说等春
暖花开，天气暖和了再统一大扫除。

负荷卸下后，人便轻松了许多。我和丈夫每天一
早去公园散步，随手携带一兜小米，撒在树丛中，让鸟
儿们有食可吃。

冬日的暖阳下，坐在公园长椅上，看树下欢快啄食
的鸟儿，听它们感恩的啾鸣，心一下就萌化了。

晚上回家，老友打来电话，问身体状况，“阳”没
“阳”是绕不开的话题，我说我们要挺进决赛，老友说她
也没“阳”，春节就不外出走动了。我俩在电话里聊了
半天，难得她有时间，因为她也把儿子一家“隔离”在外
了，没有儿孙打扰，少了缠身的家务，她才有时间和我
聊这么久。

省去了春节走访的礼俗，没了物质捆绑的面子工
程，老友之间的交往更加纯粹。换作以前，年前给老友
打电话需慎重，因为怕一联系上就得礼貌邀约春节聚
聚，徒增不少麻烦，但今年不同了，没“阳”是个不错的
理由，电话网络畅谈一番，皆大欢喜。

春节临近，珍惜这个闲下来的时光，读读书、写写
字、画幅画、散散步、拉拉二胡，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事
儿；电话、视频会会朋友，对我这样喜欢宅又有点儿社
恐的人来讲，是最好不过的过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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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贴春联，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未
的习俗，如今成为千家万户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
写春联、送春联，买春联、贴春联，是新春佳节营造
欢乐气氛的“重头戏”。

随着时代的前进，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
蕴含在春联中，内容更加丰富，精品层出不穷。有
的春联体现了时代特色，歌盛世、颂党恩、跟党走、
记初心，主题鲜明，立意准确，富有亲和力、凝聚
力、号召力。有的春联体现了部门行业特色，突出
了部门和单位“一切为人民”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情
怀。有些春联借喻生肖对当年与来年的祝愿，采
用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手法，紧密结合实际，进行
形象生动的描绘，气势磅礴，意境深远，很具个性，
特点鲜明，令人回味。

贴春联也是有讲究的，春联的大小、贴在门上
的位置，尤其是春联有上下联的区分，贴时上下联
的位置不能颠倒。贴错了就少了文化味，也会被
人笑话。从前的时候，我们面朝大门，上联应该贴
在右边，因为古人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往左写的，同
时春联的横批也是从右往左写的。但是现在人们

书写和阅读习惯都改变了，有很多的春联的横批
变成了从左到右来读，那么我们贴春联的时候，就
应该选择合适的方式。

如何来区分上下联？最简单的方法是按照中
国诗词中的音调的平仄来分，上下联的文字对仗
工整、简洁精巧，音调的平仄分明。上联最后一个
字 的 音 调 为“ 仄 ”，下 联 最 后 一 个 字 的 音 调 为

“平”。所谓“平”：就是指平直，汉语中的一声和二
声；所谓“仄”：就是指曲折，汉语中的三声和四
声。例如：上联为“福旺财旺运气旺”；下联为“家
兴人兴事业兴”，“旺”是四声，为“仄”，是上联；

“兴”是一声，为“平”，是下联。当然，也有的按照
时间的先后和因果关系来区分，如“红梅含苞傲冬
雪 绿柳吐絮迎新春”，“傲冬雪”时间在前，故为上
联；“迎新春”时间在后，故为下联。又如“万事如
意福满堂 福照家门万事兴”，“福满堂”是“因”，故
为上联；“万事兴”是“果”，故为下联。掌握这几个
方面的要点，上下联的区分就会迎刃而解了。

贴春联的时间，一般是除夕前一天的下午 1
点到 3 点，或者是除夕的上午 6 点到 12 点，剥下旧

的春联，贴上新的春联，这就是除旧布新，意味着
过春节正式拉开序幕。正如王安石著名的七言绝
句《元日》的描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贴春联，离不开在门上贴“福”字，来祈求来年
幸福美满、平安吉祥，这是我们良好的祝愿。但在
贴“福”字时，需要注意的是：有的人把“福”字倒着
贴，谐音就变为人人爱听的“福到了”！其实，门上
的“福”字，尤其是大门上的“福”字不能倒着贴，必
须要正着贴，因为大门是家里人的出入门，要显得
庄重、严肃、恭敬、规矩，一定要正贴“福”字。正着
贴，意思是迎福纳福、福寿安康。在我们的民间传
统中，水缸、柜子、垃圾箱等东西上边的“福”字要
倒贴，是为了避讳在倒水和倒垃圾的时候，把“福”
倒走，在这里倒贴就是用“福到来”抵消“福倒
走”。而屋子里面的箱子、柜子、桌子等家具上的

“福”字可以倒着贴，意思是“福到了”，福气倒进柜
子、箱子里了，到了桌子上。

贴春联，贴好春联，让春联给我们过年带来更
多的欢乐。

贴春联的学问
□ 任崇海

我的故乡把年比喻为一幕
大戏，冬至是人们刚刚迈起步伐
准备赶去看大戏；腊八节只是徐
徐地拉开的序幕；接下来小年粉
墨登场，大戏愈演愈热闹……在
我国，实际上过了 2 次年，大年
和小年，大年即春节；小年就是
老百姓说的“祭灶节”。

祭灶，就是祭祀灶王爷，这
是我们宝贵的民俗文化。既然
是灶王，掌管火是其职责，所以

“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
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清《敬灶
全书》）。关于灶王的来历有多
个版本。在我国灶王的民间版
画里，既有灶王爷，也有灶王奶
奶（女性）。从诸多的版本，我们
就明白了灶王是我国劳动人民
创作出来的偶像，本来没有几个
人知道，后来却火了起来，华夏
人都成了其忠实的粉丝。

祭灶时间绝大多数地方在
腊月二十三，也有腊月二十四过
祭灶的，坊间有“官三民四蛋家
五”一说，即官府二十三过祭灶、
老百姓二十四过祭灶、渔民则只
能等到二十五才可以过祭灶。
传说每年的腊月二十三，灶王开
始带上自己的日常记录，去天宫玉皇大帝那里，汇报工
作，直到初一五更才能返回人间，无外乎说说其管辖的
这户人家在凡间都做了哪些行为，善与恶如数呈报给玉
皇大帝。人们期盼灶王“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言”，就
用糖瓜和胶牙糖粘住他的嘴，以为这样灶王就不会胡言
乱语，玉皇大帝就不会给人间带来灾难了。祭灶是不分
富人还是穷人的，有钱的烧烛香，瓜果、零食、糖、甜食包
子样样有；没钱的冲灶台磕个头那也算敬了。我们小的
时候，祭灶那晚父亲会毕恭毕敬地领着我给灶王上香，
桌子上除了其他贡品外，还多了份特殊的礼物——一只
活的大公鸡，听大人说这是为了让灶王能够认识我，保
佑健康快乐地成长。

过“祭灶节”是在晚上，祭祀完灶王后，一个村子里
的人，晚饭吃的是面条，白水煮黑乎乎的红薯叶，而后放
入手擀面条，不加盐，易下箸，却难以下咽。但是，每个
人都得吃，当我们这些孩子哭闹不想吃的时候，可能会
招来家长的训斥，甚至是一记耳光，“不吃苦中苦，将来
你怎能知道甜中甜哇！”

在乡村，“祭灶节”是朴素的，蕴含着无限的文化情
结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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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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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吉祥如意 周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