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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
难忘那儿时的“年味”

接着，下饺子，吃团圆饭。之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穿上新衣服，提上灯笼，走出去拜年。全
村的街巷，霎时间流动着点点荧光，洋溢着吉祥问候，沸腾着声声道贺。邻里之亲，乡亲之情，融
入天地之间。那种气氛，在城里、在现在、在将来，是再也感受不到了！

记得小时候在农村老家过年
非常开心，现在回忆起来，主要是
好在那种气氛上———“年味儿”
浓。

每年的腊月初八吃过“腊八
粥”后，人们便进入了“忙年”的阶
段。首先给我们带来“年”的信息
的是第一个进村卖“滴滴烬”的小
商贩，那是一种用细纸筒卷入的
用硝土、木炭和硫磺按一定比例
混合而成的“火药”，样子类似于
炸药捻子，只燃放烟花不爆响，这
样对儿童构不成危险(有时也引

起火灾)。这是当时乡村的孩子们
非常喜欢的“响火(货)”。孩子们看
到他们一进村，刹时唿啦啦围上
一大堆，看着不过隐，便调头往家
跑，将家里穿烂的旧布鞋拿来换
滴滴烬。因为那时家里都穷，称盐
打油都相当困难，更别说给孩子
买玩的了。

一般来说，过了腊月十五，各
种集市就被称作“年集”了。那时
候，大人孩子都喜欢赶年集，大人
可以从集上买回过年用的肉、菜、
面、鞭炮等年货，而孩子们或到鞭

炮市儿看放鞭炮的，或到羊市儿
看“羊抵头”凑热闹；女孩子可以
从集上买回自己喜欢的头花、新
鞋、新衣服等。

腊月二十三，是送灶王爷上
天的日子，一年来，他老人家在灶
前经受了整整一年的烟熏火燎，
以保护和监察一家，这会儿该去
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
的善行或恶行。据说，玉皇大帝根
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
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
的命运交于灶王爷之手。因此，对

一家人来说，灶王爷的汇报实在
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家家都
不敢怠慢。

送过灶王爷之后，厨屋里就
开始空前地忙碌起来。一是进行
卫生大扫除，准备干干净净地过
新年；二是蒸年糕、花糕、年馍，炸
丸子、煮肉等，准备一家人半个月
的主食；三是要准备好走亲戚拿
的礼品。至于蒸什么，蒸多少，都
要由全家女性中最年长者来决
定，由媳妇、姑娘们来执行。这期
间，夜里醒来，常能听到厨屋里

“咕当——— 咕当”地拉风箱和女人
们说话的声音，听着它会感到一
种非常特别的气氛，这深夜里的
响动告诉你，真的要过年了。

大年三十的下午，家家有件
重 要 的 仪 式 要 做 ，那 就 是“ 上
林”——— 即到祖坟上献上供品，烧
香、磕头、行礼、放鞭炮等，请祖先
们的在天之灵回家一起过年，仪
式严肃认真又亲切简单。“上林”
之后，过年的气氛加速地浓重了。
除夕之夜，家家都在大门前挂起
了灯笼。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开
始守岁，大人们抽烟喝茶，小孩子
们则吃葵花子、大枣、花生等，大
家吃着、喝着、抽着、说着，不时传
出朗朗的笑声，那种温馨和谐、其
乐融融的情景至今难忘。

刚进入下半夜，忽然有一处爆
竹声起，随后就会出现左邻右舍、
四面八方的爆竹声声。顿时，全村
沸腾了，象炸了营、似开了锅，那种

情景是难以用语言去形容的。一时
间，各家的灯笼相继亮起来了，先
是各家自己过年，最老的坐在上
首，晚辈们轮流来磕头拜年，然后
依次按辈分再拜，发放压岁钱。接
着，下饺子，吃团圆饭。之后，在黎
明前的黑暗中，穿上新衣服，提上
灯笼，走出去拜年。全村的街巷，霎
时间流动着点点荧光，洋溢着吉祥
问候，沸腾着声声道贺。邻里之亲，
乡亲之情，融入天地之间。那种气
氛，在城里、在现在、在将来，是再
也感受不到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主要的活
动一是在村里玩耍，如踢毽子，摔
纸片，放炮仗，敲锣鼓……一是走
亲戚，若遇到亲戚村上有唱大戏
的，还可能住下听几天戏；再就是
各村的高跷队、狮子队相互之间
的拜年性表演，这是最让我们高
兴的时候了。尤其正月十四到十
六这三天的晚上，是耍狮子踩高
跷表演和燃放花炮的高潮，也是
过年的最高潮和尾声。过完了十
六，年也就结束了。孩子们背起书
包走向学堂，大人们开始捣粪送
粪，忙活春耕了。

(乔方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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