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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贵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明。”“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
边。”杜甫与王湾的诗句，如同一
把钥匙，轻轻开启了游子心中那
扇关于故乡的门，勾起了无尽的
眷恋与牵挂。春节，更是游子通
往故乡的路。每当春节的脚步悄
然临近，那份对亲情的思念、对
故乡的渴望便如同汹涌的潮水，
不可阻挡地涌上心头。人们无论
旅途多远，只要有一定的可能，
都要把颠簸和疲倦捆进鼓鼓囊
囊的背包，在月尽的晚霞中走进
故乡，走进亲人特别是父母企盼
的眼神中，因为那里有游子最深
刻的记忆，最挂念的亲情乡愁。

据统计，每年春节，中国人
踏上回家又离家旅程的人次多
达20亿。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为
宏大壮观、最为激动人心的大迁
徙。有的华人旅居国外，或在纽
约，或在伦敦，或在悉尼，也要想
法回家过年。即使远隔重洋，难以
归家，也还通过现代通信工具和
父母、和亲人一起享受春节的欢
乐。因为在每位游子的记忆中，故
乡就是根，故国就是魂，中国的春
节有着他们的血脉传承，内含着
他们永远割舍不掉的乡愁。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元日》生
动地描绘出春节的喜庆场景。那
声声爆竹，仿佛是故乡的召唤，宣
告着旧岁的离去和新年的到来。
温暖的春风携着屠苏酒的香气，
弥漫在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
都贴上了崭新的春联，寄托着人
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每位中
国人都不会忘记此时的兴奋。

春节集市，“律转鸿钧佳气
同，肩摩毂击乐融融”，一片充满
生活气息与欢乐氛围的天地。也
是刻在游子脑海中深沉而美好
的乡愁记忆。

春节前上花市、赶年集的情
景多少人至老都不会忘记。“迈
街相约看花市，却倚骑楼似画
廊。束立盆栽成队列，草株木本
斗芬芳。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
歌声喜欲狂。”林伯渠的《春节看
花市》将花市的热闹景象展现得
淋漓尽致。走进集市，仿佛踏入
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五彩斑
斓的鲜花，红的似火，粉的如霞，
白的像雪，它们或娇艳欲滴，或
清新淡雅，宛如一个个美丽的仙
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着
迷人的芬芳。琳琅满目的商品摆
满了各个摊位，让人目不暇接。

人们在集市上穿梭着，挑选
着年货，选购着鲜花。他们的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笑容如
同春日的阳光，温暖而明亮。孩
子们在人群中嬉戏玩耍，银铃般
的笑声回荡在集市的上空。老人
们则慢悠悠地挑选着自己心仪
的物品，眼神中满是对生活的热
爱。年轻人手挽着手，一边挑选
着商品，一边谈论着新一年的计
划和憧憬。仿佛一年的辛劳疲惫
都在这欢声笑语中消散，只剩下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鞭炮声声迎新年，妙联横生
贴门前。”每当春节来临，最让人
期待的莫过于那顿丰盛的年夜
饭。年夜饭，不仅仅是一顿饭，更
是家的味道，年的记忆。它代表着
家的方向，是心灵永远的归宿。

对于游子来说，年夜饭是最
深沉的乡愁，是对故乡的深深眷
恋。在外漂泊的日子里，无论经
历多少风雨，心中始终牵挂着那
个温暖的家。

年夜饭的场景，总是那么温
馨而热闹。厨房里，父母忙碌的身
影来回穿梭，锅碗瓢盆的碰撞声
交织成一曲美妙的乐章。一道道
美味佳肴陆续上桌，散发着诱人
的香气。南方的年夜饭，丰富而精
致。新鲜的海鲜是餐桌上的主角，
螃蟹的鲜美、虾的清甜，让人回味
无穷。还有那香甜的年糕和汤圆，
寓意人生步步高，生活如蜜甜。象
征着团圆美满。北方的年夜饭，大
气而丰盛。饺子是必不可少的美
食，包饺子要先和面，和就是合；
饺与交谐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
又取更岁交子之意。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或品年糕，或吃饺子，充满
了温馨与欢乐，此时此刻，游子在
外奔波一年的疲惫与脆弱，迷茫
与沉重，烦恼与惆怅，全都融化在
父母的关爱中、亲人的关注里和
饭菜的香味中。孩子们嬉笑打闹，
大人们谈笑风生，浓浓的亲情在
空气中升腾。

春节守岁是一种特殊的仪
式，承载着人们对过去的缅怀与
对未来的期许。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
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
鬓明朝又一年。”高适的《除夜
作》写出了游子在异乡守岁的凄
凉，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在家乡守
岁的温暖。对于游子而言，乡愁
在这特殊的时刻愈发浓烈。远离
家乡的日子里，心始终在漂泊，
而春节的守岁，就像一根无形的
线，将游子的心紧紧牵向故乡。

守岁时，一家人吃完团圆饭
围坐在一起，看着春晚，嗑着瓜
子、花生，吃着各类水果，尝着各
种糕点，品着茶茗和除夕夜特有
的味儿，屋内弥漫着温馨的气
息。长辈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古老的传说和家族的往事，讲述
着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经验。一
个个珍贵的宝藏，在守岁的夜晚

被打开。孩子们听得入神，眼中
闪烁着好奇与向往。这就是春节
对中国人文化精神的涵养和化
育，让一方乡愁的意义从个人修
养抵达家国理想的层面。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生活
比较艰苦，但除夕守岁的温馨氛
围不亚于现在。一家人围坐在火
炉边，红红的火苗跳跃着，映照
着每个人的脸庞。温暖从炉中散
发出来，驱走了冬日的严寒，直
暖到每个人的心房。嗑几颗瓜
子，吃一截麻花，含一颗水果糖，
都觉得是一种幸福。在昏暗的油
灯下，一家人依偎着、说笑着，仿
佛有谈不完的话题。爷爷时不时
端起温热的老酒，给我们讲家族
的发展史、创业史，要我们守住
勤劳善良的美德和五彩斑斓的
期冀。奶奶时不时提到岳母刺
字，谈到杨家将，教我们长大了
要报效国家。我和弟妹们即使困
得眼皮都开始打架，也不愿去睡
觉。等到交子时的炮声响过，我
们才钻进被窝。直到现在，爷爷
奶奶讲的那些做人道理，点点滴
滴如电影般时常在脑海中回放，
甚至成为生命中的宝贵财富。

春节，是岁月的节点，是心
灵的归航。无论走过多少山川河
流，无论看过多少繁华景象，亲
情乡愁始终是心中最柔软的角
落，最深刻的记忆。在这个特殊
的时刻，让我们放下疲惫与忙
碌，去拥抱那最浓重的乡愁，感
受那份浓浓的亲情与温暖。

最耀眼的节日色彩

春节是一场盛大的庆典，那
一副副红彤彤的春联，一张张鲜
红的福字，一盏盏红艳的灯笼，
一串串火红的鞭炮，组成一抹抹
热烈的红色，它便是这场庆典中
最耀眼的色彩。它红得热烈奔
放，似燃烧的火焰，驱散了冬日
的严寒，带来无尽的温暖与活
力；它红得喜庆吉祥，如璀璨的
霞光，映照着人们的笑脸，传递
着美好的祝福与期盼；它红得动

人心魄，像跳动的音符，奏响了
欢乐的乐章，让整个世界都沉浸
在节日的喜悦之中。

春节色彩中最红的是春联，
起源可追溯至古老的桃符传说。
据《山海经》记载，东海度朔山上
有一棵大桃树，其下有神荼、郁
垒二神，能食百鬼。古人在桃木
板上画上神荼、郁垒二神的画
像，挂在门的两侧，以驱邪避灾。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昶
让学士在桃符上题词，后觉其写
得不对仗，便亲自写下“新年纳
余庆，嘉节号长春”，虽仍称桃
符，却已初显春联的雏形。宋代，
王安石的诗句见证了春联在社
会各层面的广泛流传。“千门万
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那
时，春联虽仍题于桃符之上，却
已透露出浓浓的节日气息。

到了明代，桃符正式更名为
“春联”，朱元璋喜欢春联，而且亲
自给百姓写春联。他的大力提倡
让春联在大街小巷处处“绽放”。
像“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
满门”这副民间书写最多的经典
春联，就是明代嘉靖年间，潮州状
元林大钦所作，寓意着美好与吉
祥。清代，春联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迈向成熟，成为新的文学艺术形
式。“春风送暖花千树；瑞雪迎春
户万金”。不仅皇族贵胄，平民百
姓门前也都有春联，文人雅士更
是热衷追求对仗工整和平仄押
韵，极大地丰富了其文化内涵。

近现代，春联依然是春节不
可或缺的元素。“一帆风顺年年
好；万事如意步步高”“喜居宝地
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春雨
丝 丝 润 万 扬 ；红 梅 点 点 绣 千
山”……一副副寓意美好的春
联，或表达人们对生活事业不断
进步的期望；或展现人世间新的
活力和朝气；或体现对未来美好
的憧憬和信心；或传递人对自然
和生命的敬畏。春联不仅形成一
种独特的节日文化，而且形成一
道亮丽的风景。

春节的灯笼仿佛一条条多
彩的河流。传说姜子牙封神后，

自己却没有神位，只能在人间巡
游。每到除夕之夜，他便在百姓
家门口点一盏灯笼，为他们带来
好运和福气。后来，人们纷纷效
仿，在春节期间挂起灯笼，以祈
求平安和幸福。春节的灯笼，红
得耀眼，红得闪亮，如同夜空中
闪烁的星星，照亮了人们回家的
路，也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希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灯笼的制作工
艺越来越精湛，种类也越来越
多。有圆形的、方形的、八角形
的，还有各种动物形状的。灯笼
上的图案丰富多彩，有花鸟鱼
虫、山水人物、吉祥文字等。挂灯
笼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氛围，
还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

每到春节，那种用墨写在红
纸上大大小小的福字，仿佛是岁
月馈赠的珍宝。散发着家的安宁
与祥和，照亮人们对新一年的憧
憬和希望；点燃了生活的热情与
活力，诉说着日子的温馨和甜
蜜；闪烁着心灵的慰藉与喜悦，
承载着梦想的璀璨和美好。它们
是传统文化的使者，带着古老的
祝福，在新春的时光里，为人们
带来无尽的幸福与温暖。

福，这个简单的汉字，仿佛
蕴藏着整个宇宙的奥秘。似乎囊
括了一切美好的东西。

福，是丰衣足食的满足。盘
中有佳肴，身上有暖衣，生活的
富足带来安稳的幸福。

福，是富贵相望的荣耀。财
富与地位相伴，成就与荣耀相
随，那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
往；福，是健康无恙的安心。身体
强健，心灵安宁，无病痛之扰，享
生命之乐；福，是平安顺遂的宁
静。远离灾祸，一路坦途，在平和
中感受岁月静好。

福，是和谐美满的温馨。家
人和睦，邻里友善，处处洋溢着
爱的气息。

福，是国泰民安的自豪。国
家强盛，百姓安宁，为生于斯长
于斯而骄傲；福，是天下太平的
祈愿。世界和平，无战乱之忧，让
幸福的阳光普照大地。福是民间
最具温度、最理性化的汉字。福
字，包含着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
生活情感。春节贴福字，那是多
美的民俗、多美的色彩、多美的
风景、多美的文化方式和心灵方
式。中华民族，正是凭着这种执
着不灭的精神与追求，在东方大
地上生生不息。每到春节，不论
是白雪覆盖的塞北，还是烟雨濛
濛的江南；不论是灯火阑珊的都
市，还是人迹稀疏的边陲，只要
有人生活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福
字，都如同一缕缕温暖的阳光，
照进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赏
心悦目的美好和希望。

春节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
画卷，燃放烟花爆竹是这幅画卷
中最璀璨的一幕。

爆竹，从古老的时代走来，
它最初或许只是简单的自然声
响，如竹筒在火中爆裂，那清脆
的“劈啪”声，人们以为会驱邪避
灾。随着时光的流转，人们赋予
了它更多的意义和形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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