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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群

动词是古诗词的眼
有了它 诗文生动无限
动词是年味儿的魂
有了它 人间喜地欢天
腊八
香粥美味飘 源于一个熬
风霜雨雪 苦尽甘来
二十三
糖瓜香酥甜 还带一点黏
黏住灶爷的嘴
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
除夕
扫院子 画麦囤
剪窗花 贴春联
包饺子 炸麻花
挂灯笼 架旺火
里里外外 焕然一新
开怀畅饮 共享丰盛年夜饭
大年初一
凌晨点旺火 放烟花
五彩缤纷 噼里啪啦
红红火火 祥光映面
天亮去拜年
磕响头 发压岁钱
互相问候衷心祝愿
尊老爱幼代代传
正月十五
赏花灯 滚元宵
扭秧歌 踩高跷
舞长龙 跑旱船
敲锣打鼓 女妆男扮
兴高采烈闹故事
意气风发 走进美好春天

年味儿
是动词的欢聚

□杨永敏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春节一到，年的盛会就开始了。

从城市到乡村，从天南到地北，从初一
到十五，年的盛会无处不在。它摆满了超市
的大小货架，挤满了集市的犄角旮旯，铺满
了家家的灶台厨房，上满了百姓的炕头餐
桌，要多丰盛有多丰盛，要多喜庆有多喜庆，
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要多欢乐有多欢乐。

而元宵社火，是我儿时最喜欢看的热
闹，是家乡捧给儿时的我最丰盛、最美味的
年之“美味”……

河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古老的黄河文化，孕育了这里的璀璨文明，
给予了这方土地灿烂的民俗文化和多情的
风土人情。如珍珠般散落在家乡大地的元
宵社火，更是把这种古老文明和民俗文化
提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元宵社火在河
东俗称“热闹”“故事”“闹社火”，河东的民
间社火多在元宵节前后，其内容丰富多彩，
包罗万象，锣鼓、秧歌、抬阁、高跷、龙火、旱
船、转灯、纸马、武术、干板腔、舞狮等一众
文化盛宴，把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有诗为证：
半城锣鼓一城人，社火满街争闹春。
狮抖威风欲昂首，龙腾浩气正回身。
高跷踩出曾经路，彩袖舞来今日新。
乐得故园佳景象，秧歌犹带老精神。
元宵社火是年的盛会里最丰富的一道

硬菜。在河东，“破五”一过，每个村就开始
积极谋划筹备了。年轻后生、小媳妇、小孩、
七旬老人，人人皆可报名，个个都能参加。
一时间，大队场部、学校操场处处都成了练

兵场，花鼓锣鼓响连天，高跷秧歌舞蹁跹，
场外导演指导得认真，场内演员练习得投
入。彩排期间，大家人人奋勇争先，只为集
体表演时能技压群芳，夺得一个好名次。家
乡热土上到处迸发出的这种向上力量，把
河东人“勇为人先，激情豪迈，义薄云天”的
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家乡的社火远近闻名，从每年正月十
四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七。届时，各个
乡镇都会精心组织各自的表演队到县城献
艺。开演那几天，通往县城的道路两侧，都
是看热闹的人。马路中央，化好妆的社火队
伍从南到北依次排开，静待家乡人的“检
阅”。参与表演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都会
收获一大群社火“铁粉”。一声令下，表演开
始了，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响起，一众
节目纷纷亮相，一时间，小小的县城沸腾
了，男女老少人人乐得合不拢嘴，个个脸上
绽放着笑容，把年的盛会咀嚼得咯嘣脆响，
滋味盎然。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锣鼓队。锣鼓表
演，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敲打起来威风八
面，粗犷豪放，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色，表
现了河东儿女纯朴率直、激昂豪迈的情怀。
《刮刮风》鼓点强烈奔放，如风过梢林，似松
涛怒吼，一时让人的情绪振奋起来；《取雨
鼓》鼓点密集紧凑，敲打起来如急雨，时奔
马，其声悲壮，感天动地，具有强烈的震撼
力；《上庙鼓》拙朴大气，古色沉雄，寄寓着
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追溯与寻根；《威风锣
鼓》气势磅礴，威武雄壮，表演时可原地、可
行进，姿势灵活变换，演奏者排开方阵，众
臂齐挥，那动人心魄的鼓声，如波澜冲破九
霄，似雷霆滚过天宇，以其雄浑壮阔的气势

和撼天拔地的伟力，一展黄河儿女的阳刚
之气，擂出了中华民族激昂奋发的伟大精
神。

紧随其后的是抬阁。抬阁分单抬和高
抬两种，单抬亦称肩抬，由一人肩扛，一小
孩在铁拐上扮相表演；高抬一般由几人手
抬肩扛或车辆负载，多人在上面的铁拐上
扮相表演。高处的演员漫舒广袖，摆动身
体，下面的演员稳步向前，密切配合，虚实
相生，真假混同，可谓是道具制作精妙神
奇，表演惊险动人，甚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是我们河东人团结协作、勇攀高峰、不惧艰
险、战胜困难等人格魅力的精彩呈现。

伴随着高跷、龙火、旱船、转灯、纸马、
武术等社火表演队伍一个个走过，最激动
人心的舞狮子表演开始了。河东人把舞狮
子称作“耍狮子”，两人顶狮、一人引狮。开
演时，锣鼓齐鸣助威，引狮人以快速的舞步
引雄狮绕场一周，然后以箭步或筋斗跃身
于出场正前五六米处，举灯、挥手高声喊
逗，狮以猛虎下山势扑来，双方反复搏斗多
次，打完“四门”（即十字形），雄狮作驯服
状，引狮人指挥其进行杂技表演，如打滚、
跳桌凳、上高台、滚绣球等。最后，引狮人手
牵狮头或飞身骑狮绕场结束。

年的盛会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七，才渐
渐落下帷幕。看热闹的人意犹未尽，眼里带
着些许不舍，心里怀着无限期盼，一步三回
头地向年的盛会告别。

春风暖大地，佳节送晴柔。回家的人
们望着道路两旁已经返青的麦苗，心里不
由得想：庄稼该施肥浇水了。想到此，他们
不由得加快脚步，向着远方的家，向着希望
的田野大步奔去！

年 的 盛 会

□南俊

年是什么
是父母期待的眼神
是千里奔波只为和家人团聚
是亲人思念的眼泪
是无法阻挡的回家脚步
是携家带口的归途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血脉相连
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年是什么
是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
是平仄对仗的春联
是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
是红彤彤的中国结
是火树银花不夜天
是舞动的金黄色长龙
是欢喜跳跃的舞狮子

年是什么
是油锅中的煮麻花
是各式各样的花馍和藕曲莲
是香甜软糯的枣糕
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团圆饭
是热气腾腾的饺子
是四碗八碟的美味佳肴
是举国欢庆的日子

年是什么
是漫天绚丽的烟花
是飞雨般的红包
是刷爆朋友圈的祝福
是父母脸上洋溢的笑容
是合家团圆的欢声笑语
是走亲访友的传统美德
是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年是什么

□郭少峰

日月更迭，岁末年初。一年一度的春
节是华夏民族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神州
大地，家家户户贴对联、吃饺子……这是游
子与家人团聚的时刻，是探亲访友的时刻，
是告别过去的一年、满怀激情迎接新年的
时刻。人们庆祝过年的方式五花八门，内容
极为丰富，但总的目的都是为了欢庆团圆。
这其中，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却又不可或
缺的现象，就是“有钱没钱，也要理发过
年”。人们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不管农业
收成如何、学习成绩好坏、挣钱多少，过年
都要理发。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把凌乱的头发理

得整整齐齐、美观大方，在新的一年里给自
己一个好心情，给别人一个好形象。究其原
因，很多人心里或许都是这么想的：“今年
好也罢、坏也罢，明年重新开始。”这是人们
对未来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就付
诸实际行动，“从头”开始吧！为此，过年前，
几乎人人都要理发，长的剪一剪，白的染一
染，干的焗焗油，想飘逸的拉拉直，想拉风
的还要烫一烫、卷一卷。

每当这时候，你看理发店里，生意那叫
一个火爆，理发师、美容师有时候忙得连吃
饭的空当都没有。早先理发使用的工具，基
本上就是一把剃头刀、一条磨刀布，有人把
磨刀布叫“鐾刀布”，剃头刀剃不快了，在磨
刀布上正拉反推几下就快了，再“啪、啪、

啪”亮个路数，给人一种神秘感。过去剃一
个头的报酬就是两三毛钱，或者一张剃头
票，到年终理发师凭票结算。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先是有了手
动推子，后来有了电动推子、掏剪、吹风机
等。出于卫生和安全需要，剃头刀也换成了
一次性的。在短暂的排队等候期间，人们难
得闲下来，便开始谈天说地。有时候，理发
师和客人开玩笑：“不行噢，你这头大，得多
掏钱哩！”也有客人说：“我这头发快落光
了，该少掏点钱吧？”

玩笑归玩笑，理发过年，总归是有“从
头”开始的美好寓意。人们以一种崭新的面
貌，与家人共度新春佳节，这样的年，更有
奔头。

理发过年

□苏国榜

年前的大街上，售卖春联、中国结、红
灯笼的摊位上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唯独难
以见到那曾经盛行数十年，且溢满浓浓年
味的年画。

年画与春联、爆竹、红灯笼、压岁钱一
样，是年味的象征和体现。20世纪60至90
年代，年画是抢手的年货，也是年前集市上
的一抹亮色。开本大小不一的年画，内容丰
富、色彩艳丽，平凡人物、影视剧照、壮丽河
山、花草虫鸟无所不有，满足了人们不同的
欣赏趣味与喜好。那时每到过年，人们即便
手头不是很宽裕，也要买上几张年画带回
家，张贴在打扫得焕然一新的屋子里，以增
添节日喜庆、祥和的气氛。

内容丰富、色彩亮丽又崭新的年画，主
打的是一个“新”字。过年时节，走进哪怕并
不是很宽敞的房间，年画带给人的都是清
新和亮眼，传递出一种精神振奋、积极向上

的感觉，让人身心愉悦，对未来充满信心和
希望。它呈现出的满满年味，给平淡生活带
来了很不一样的新鲜感。

我上小学的20世纪70年代初，每年春
节前，我都会买几张自己喜欢的年画。记得
有一年，墙上贴了几张年画，一张是老师和
小学生玩游戏，名为《老鹰抓小鸡》；一张绘
制的是劳动模范汇聚一堂的场景，名为《群
英谱》；还有一张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
山》中战斗英雄杨子荣的剧照，杨子荣身着
绿色军装，目光炯炯直视前方，军帽上的红
五星十分亮眼。年画《智取威虎山》让我对
英雄充满了无限向往和崇敬之情，也给了
我向上的力量。每当躺在炕头，我都会注视
着年画好长时间，去思考未来，去放飞想
象。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每
当放寒假时，都会到所在城市的新华书店
或大街的摊位上，精心挑选几张心仪的年
画带回家。我总感觉，这是把年味、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一并带回了家。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师范学校的一名

老师。每当元旦来临，学生们都会把多彩的
年画作为礼物送给老师，表达心中的祝福。
我无法拂逆同学们的一片心意，只好把他
们的心意收下，并且贴在房间里。至今，我
当年结婚的婚房墙上，还贴着学生们赠送
的可爱年画。每每回老家看到后，就会想起
那段无限美好的时光。

年画不仅在新春佳节时带给人美好、
喜庆与祥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
人们还把它作为贺礼赠送给家有喜事的亲
戚朋友。那时，谁家有人结婚，院子里都会
挂满邻居与亲朋好友送的年画，既装点了
婚礼现场，增添了喜庆气氛，也表达了美好
的祝福。

回忆年画盛行的那个年代，脑海里是
满满的童年和青春的记忆，一切都是那么
朴实无华、清新自然，那么富有朝气、充满
活力。

年画，那浓浓的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