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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篱灯影贺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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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与向往
南萧萧

时光就这么浸润着，蜿蜒着，漂

染着，流泻着，奔涌着，激荡着。日

子，一晃，又是一年。在时钟分分秒

秒、永不懈怠的步履中，在记忆的屏

幕上，烦恼有过，无奈有过，痛苦有

过，忧伤有过……当然，也有许多甜

蜜美好的追忆和怀恋。

人的一生总在追寻着，向往着。

追寻着生命的快乐、事业的成功；向

往着情感的圆满、生活的幸福。人生

的每一步，或滞涩，或沉重，或激越，

或轻快，或优雅，或悠闲……就算一

步一颤、一步一颠，也绾结着情趣盎

然、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谱写着荡

气回肠的生命乐章。我们需要在意

的不是故事中的风雨阴晴，争夺搏

杀，曲折崎岖，爱恨情仇……而是我

们的生命是不是擎起了可以照亮他

人、温暖他人的火焰。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缤纷的

焰火和欢快的乐曲中，

生活又铺开了一幅崭

新的画卷，又展开了一

篇新的篇章。也许迎

面而来的日子，依然免

不了苦涩和艰辛、坎坷

和挫折，但只要心有所

系、心有所托，一切困

难都将成为我们前进

的动力。新的一年，许

多事情等待我们去完

成，许多想法等待我们

去实现，我们面临的是

新的挑战、新的跨越。

星光点点，闪烁缤

纷绮丽的梦想；春色无

边，荡漾至性至美的情

愫。新年总是醒目的，

新 春 总 是 透 着 新 意 。

就算还有几丝寒凉，又

怎能敌得过心头融融的暖意；就算

还有几分萧瑟，又怎能挡得住蓬勃

向上生长的力量？斟一杯浓酒，酿

几缕思绪，以心驰神往的姿态，留下

新年最欢快的祝福，许下新春最美好

的愿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每

个人的梦想，都需要脚踏实地地付

出。过去的一年，我们以奋进的姿

态，闯过了许多难关，生命历程厚实

而值得回味。而新年的抵达，意味着

我们的人生旅途有了新的起点、新的

高度。

在新年的意蕴里，一个不囿于现

状的人，一定会以昂扬的姿态点燃太

阳的信念灯，扶持弯月丰收的犁，播

下星星的种子，以汗水为肥，经历风

雷雨电的冶炼，饱尝霜雪冰雹的雕

琢，在十二个月簇新的枝桠上，结出

甘甜的果实。

朋友在深圳机场给我发来微信

说，要去哈尔滨看一场新年的雪！

瑞雪兆丰年，看新年的大雪也

是一场浪漫。

古人同样是热爱雪的，晋代赫

赫有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儿

子王子猷也是一个有艺术气质的

人。那晚一觉醒来，一股寒意袭

来，他打开窗户，惊喜地发现外面

大雪纷飞，好一个白茫茫、银装素

裹的世界！于是，他命仆人热菜、

温 酒 ，忽 然 想 ，友 人 戴 逵 在 干 吗

呢？越想，思念越甚，他索性唤仆

人摇橹驾舟去千里之外的郴州拜访

老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到了

戴逵的家门前，仆人正欲敲门，王公

子却摆摆手说：“回吧！”仆人那个气

啊，疑惑地看着他们的公子，王曰：

“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

戴？”王子猷雪夜是何等的浪漫，估

计后人只能望其项背了。

儿时的新年是在农村度过的，

特别喜欢风止大雪飘的场景，雪精

灵般地飘舞着、纷飞着，又似从天

庭倾泻的棉絮，将寒冷的原野、村

庄、道路覆盖。我们一帮孩子顾不

了大人的呵斥，跑到雪地里堆雪

人、打雪仗，甚至躺在地上，让雪花

静静地落在自己身上，嘴里还念着

一首打油诗：“天下一笼统，井上黑

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冰是雪的脚板，硬邦邦地，也成了

我们的乐园。雪给我幼小的心灵

种下了文学的种子，今天的创作，

与雪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新年大雪天，把稻草帘放下

来，关了门不插门栓，因为左邻右

舍可能随时推门造访。一家人围

着土制火盆烤火取暖、谈天说地，

时不时火盆里噼里啪啦开出几朵

玉米花来，物质匮乏的年代，爆米

花就是我们最好吃的零食。

最浪漫的莫过于雪夜独行，黑

主宰着无数个夜晚，唯独雪夜它无

可奈何，天地间亮如白昼，冷冷的

风儿歇息去了，鸣叫的虫儿歇息去

了，瑟瑟发抖的猫头鹰也歇息去

了，整个静寂的世界被雪拥抱着、

温暖着。

雪夜，可以让人排遣孤独和彷

徨。高考前那年的新年雪夜，因为

数学成绩不好，我感到很忧伤郁

闷，泪水湿透了被角。待家人鼾声

四起的时候，我轻手轻脚地穿上衣

服溜出了家门。走在无垠的雪地

上，感觉整个洁白的世界都是属于

我的。我抓起一把雪放到炽热的

前额，雪慢慢融化，雪水和着泪水

滚落进嘴里，原来的苦涩没有了，

竟有些甜丝丝的感觉。抬头仰望

天空，一轮皓月升起，清冷孤寂的

夜空，星星们扑闪着明亮的眼睛，

似乎在鼓励和安慰着我。返回家

的途中，我发现脚印深的地方成了

沟，脚印浅的地方成了坎，在路上

走就会遇到沟沟坎坎，人生何尝不

是如此呢？只要努力，没有过不去

的坎儿，我感觉脑子清醒多了。在

后来的求学和工作中遇到挫折时，

我时常会想起那晚的雪中行，默默

地给自己加油鼓劲。

下雪的新年，母亲最爱做的事

就是准备过年的元宵面。她把细

长的糯米放进竹篮淘洗干净，再将

篮子放到水里浸泡。晚上下雪了，

气温骤降，母亲用长长的绳子把竹

篮吊到树上冻。糯米冻好了，再在

石磨上磨成米浆，沉淀后去水、晾

晒，就有了极好的元宵面。用经过

雪天冻的糯米面做元宵，面白、黏

性强，入口绵软甘饴，至今仍是让

我念念不忘的人间美味。

在时间的河流里

蹚过时间这条河时

我成为星光的一部分

带着期待和梦幻

远方

在河的下游

向我招手

那些温润的感动

柔软如清湲水流

平凡地流淌

每一次沉淀与回忆

都加重心灵的分量

如夕阳洒在河面上

涌动的波光

此刻，在岁末的尽头

我的心

比河流还宽广

攀登一座山

时间

仿佛一座挺拔的山

我信誓旦旦地

要登上顶峰

俯瞰风光无限

无奈，山陡路滑

我无数次摔倒

又无数次爬起

身心俱疲

又再次出发

坚硬的岩石

仿佛时间无情的面容

我怀揣着柔软

渐渐平息失败的阴影

是的

人生没有退路

攀登

是一种勇敢的前行

待抵达峰顶

我会自豪地说：

二○一九，我没有虚度

一列飞驰的高铁

遇见的人，经过的事

像一列飞驰的高铁

窗外的树木

被白雪覆盖

默默退后

在回忆的幽谷

等着我将它们

一一唤醒

多么快啊

这一年

就这样轻轻挥手

没有典礼，没有仪式

甚至没有打声招呼

那些酸甜苦辣

那些鲜活的过往

都在二○一九的日历中

随风而逝

擦去昨日的忧伤

卸下烦恼的包袱

这一趟旅程已结束

下一趟高铁

正开往二○二○

写给元旦
黎 凛

星星因为沉浸于黑夜

而更加明亮

人们因为走过漫长的冬天

而更懂得温暖

将流过的汗水与眼泪

酿成生活的酒或蜜

所有的风儿

开始了嫩绿的歌唱

所有的小河

接纳了冰雪的目光

所有的蝴蝶

已准备好翩翩舞姿

所有的种子

已向春天发出邀约

所有丰盈的心灵

因为祝福而展开翅膀

所有的脚步

因为目标而沉稳坚定

今天，我要穿一身大红的衣服

站在洁白的雪地

与一树树腊梅

一起迎迓

那喷薄而出的

新年第一缕朝霞……

时光的扉页
陈海金

一圈年轮

为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画下完满的句点

一群优雅的雪花

翩翩起舞

一朵朵红梅

是盛满芬芳的酒杯

在风中频频敬贺

高挂的灯笼

点亮每一个祝福的字眼

在一片寒意里突围

看往事的炊烟

渐渐消散

一串钟声，远远传来

这岁月的跫音

当你静静聆听

一个背影

早已穿越去年的黄昏

关于梦中的情节

又被一场雪

留白成时光的扉页

清脆的钟声
塘 萍

这个夜晚很美，

要和旧的告别，

要和新的相逢。

这个夜晚很静，

要静静地回想岁月，

静静地聆听。

聆听大地的吟唱，

聆听新年的钟声。

子夜里的钟声，

那般悠远长鸣。

是从张继的

客船上听到的，

很像寒山寺的夜半钟声。

曙色里的钟声，

那般清亮恢宏。

是从古都的

钟楼上听到的，

是永乐年间铸造的铜钟。

新年的钟声，

是纳福迎祥的吉庆。

在呼唤风调雨顺，

在欢奏四海升平。

新年的钟声，

是化雨润绿的春风。

能播撒希望的种子，

能带来姹紫嫣红。

有诗意的夜晚才难忘，

有期盼的夜晚才有梦。

我们一起聆听吧，

聆听新年的钟声！

不知不觉中，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孩子期待已久的狂欢，是亲情

集结的牧场，是守望村庄的老人幸福

的时光。

回家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

市的回归和旅行。故乡的腊月是农

村一年到头最绚烂的日子，集市上的

年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鞭炮、窗花、

对联红红火火，大门上的红灯笼高高

挂。村子里杀猪宰鸡吹响了年的集结

号，所有年货的准备都紧锣密鼓。孩

子们撒欢儿地在人流中窜来窜去。

节日是一场热烈的盛宴，人们总

要用红色来增添喜庆，大红的色彩表

达着人们对新年的憧憬，喜悦从红红

的喜气中散发出来。

此时要是能来一场大雪就好了，

给草木盖一层厚厚的棉被，孩子们可

以尽情地堆雪人打雪仗。忙碌一年

的打工者向故乡奔来，带着一年外出

的酸甜苦辣，回到家，那一串串熟悉

的乡音让人陶醉，看着这熟悉的街

景、熟悉的人，道一声：回家真好！

仰望星空，烟花璀璨。诗书在

手，故园依旧。思归当归，年味扑面

而来，是心底蕴藏了太久的那一缕清

香。正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守岁》中

写道：“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红

烛点燃，烛花盘绕，喜气洋洋。唐代

杨巨源的“一片彩霞迎曙日，万条红

烛动春天”，将万道霞光比作万条红

烛来描绘佳节，何等壮观。宋代姜夔

《鹧鸪天（丁巳元日）》诗：“柏绿椒红

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元代诗人

赵孟頫在诗中写出了家家爆竹、户户

焰火的红火景象：“柳絮飞残铺地白，

桃花落尽满阶红。纷纷灿烂如星陨，

赫赫喧豗似火攻。”宋代席振起在《守

岁》中写道：“相邀守岁阿咸家，蜡炬

传红映碧纱。三十六旬都浪过，偏从

此夜惜年华。”红色的蜡烛烘托出节

日的气氛。

老一辈革命家林伯渠的诗：“通宵

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正是

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光。”写出

了对国泰民安、百姓幸福生活的礼赞。

新年在唇齿间荡漾，在内心深处

徜徉，像一把火点燃满眼春色。新年

是切换到童年时代，吃得饱睡得香。

与亲朋好友相聚，酒逢知己千杯少。

一张圆桌，两三瓶好酒，四五人言欢，

六七碟小菜，围炉闲聊，觥筹之间，将

新一年的好梦成全。

走过漫长的冬，追逐翠绿的春

色，邂逅一捧瑞雪，从城市涌向乡村，

走进一潭久违的乡愁。雪是新年的

馈赠，期许一场大雪，雪花使大地多

了氤氲之气。雪夜或灯窗课读，或著

书染翰，或交朋会友，或品茗论道，座

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瑞雪丰年，

田园风光，寻常人家。

新年仿佛设置在人生路途上的

一个路标，我把灵魂留在了故乡，无论

飘向何方，也不会忘记行囊里故乡的

泥土。作家冯骥才说，不管一年里有

多少失落与遗憾、自怨自艾，但在大年

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夜饭的桌旁，必

须笑容满面。脸上无忧，来年无愁。

“腊八粥，甜又香，吃了一碗又一

碗，来年家家富又康。”一年一度的腊

八节又到了。遥望家乡，思绪悠悠，

母亲又在准备煮腊八粥的食材了。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每年农历腊

月初八，母亲总要给我们熬腊八粥。

那时家庭条件差，买不起桂圆、栗子、

核桃、果仁等，腊八粥所用的食材大

都是农家自产的，如红枣、花生、玉

米、绿豆、青菜等，虽然尽是些“土老

货”，但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

在腊月初七的晚上，母亲就开

始忙碌起来，淘米、泡豆、剥皮、精

拣，下半夜则开始煮。母亲先把不

易煮烂的赤豆、黄豆下锅，用小火不

急不躁地慢慢熬，待它们膨胀了，再

加入其他几样杂粮，用文火慢悠悠

地细熬煮。当粥滚沸时，母亲用长

柄勺不断搅动，以防粘锅底。然后

用微火熬，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腊八

粥才算做好了。这时候，浓浓的香味

儿 在 我 家 那 不 大 的 三 间 草 屋 里 弥

漫。不用母亲喊，我一骨碌从床上爬

起，来不及洗脸就奔到粥锅前，那自

锅盖边沿袅袅升腾起的蒸气裹挟着

缕缕诱人的清香，撩拨得我直咽口

水。我手捧青花瓷碗，性急地踮起

脚尖，催促母亲赶紧盛粥。母亲捶

了捶酸楚的腰，笑眯眯地说：“别急

呀，灶神、祖宗还没敬拜，吃不得！”

说罢，母亲先盛好一碗腊八粥敬神

祭祖，然后才给我们姐弟几个每人

盛 一 碗 。 而 她 自 己 的 一 份 舍 不 得

吃，送给村里的五保户王奶奶。母亲

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庙的和尚手持

钵盂沿街化缘，将收集来的米、豆、枣

等煮成腊八粥分发给穷人，穷人吃了

可以得到佛祖的保佑。

母亲做的腊八粥极好吃，口感绵

软滑嫩，醇香清甜，视觉上更是一种

享受：浓稠的米汤里，红中透紫，紫里

润黄，黄中染绿，端在手里，不忍下箸；

喝在嘴里，甜香溢满味蕾，吞下去只觉

得有一种暖，慢慢传到四肢，那是一种

透心的暖。母亲做的腊八粥原料有薏

米，有健脾、补肺、清热、渗湿的功效，

薏米还富含膳食纤维，防止三高。花

生有“永生果”的美称。黄豆含蛋白

质、粗纤维、钙、铁等，营养成分丰

富。红枣则能补肾益气。腊八粥易

于人体吸收、老少咸宜。吃完母亲熬

的腊八粥，年味儿就越来越浓了。

冬去春来，物换星移，三十多年

的光阴如白驹过隙。如今超市有色

香味俱佳的八宝粥，但每次吃，都感

觉不及母亲做的腊八粥滋味绵长，因

为母亲的腊八粥里，有着无法替代的

亲情和爱。我似乎又闻到了那熟悉

的腊八粥的馨香，香味从故园飘来，

撩拨着我心思念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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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腊八粥
吴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