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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春节临近，我总能在母亲的忙
年中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从我记事起，进入腊月门，母亲都
要到集市上扯一些粗布，回家“挑灯夜
战”，为 我 们 兄 弟 三 人 缝 制 棉 衣 棉
裤——— 尽管家庭清贫，母亲还是会在过
年的时候为我们置办一身新衣裳，让我
们在小伙伴面前有面子。
　　到了腊月中旬，母亲就要忙着给房
子扫尘了。农家老屋通风不好，房梁
上、顶棚上、边角旮旯里到处都积满了
灰尘。母亲把屋里的全部物品搬到院
子里，用绑在竹竿上的笤帚把全屋上下
清扫一遍，再用抹布对所有的物品进行
擦洗，陈旧的老屋焕然一新。
　　那个时候，平时吃的米面还没有机
械来加工，每当春节临近，母亲都要起
早贪黑领着两个哥哥，把小麦和黄米分
别用石磨和石碾磨成白面和糕面。母
亲会选一个好日子，发动全家上阵，制
作过年的大饽饽和大黄糕，既是年关供
品，也是过年主食。
　　春节做豆腐也是我们村每家每户

必做的功课。母亲把泡好的黄豆用水
磨磨出豆浆，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流程，
做成热气腾腾的豆腐。母亲亲手做的
热豆腐是我们的最爱，全家人蘸着用蒜
泥、蟹酱、香油调制的蘸料吃上几块，真
是相当解馋！
　　在完成这几项工作后，母亲就开始
装点房间。她先用报纸把四面墙壁糊
上一层，再用花纸把顶棚装扮一新，最
后在墙面的显眼位置贴上年画，整个房
间立马亮堂起来，浓浓的年味就来了！
　　大年三十这天，家里格外忙碌。上
午母亲要带着我们包饺子，按照老家习
俗，这天还要包足大年初一、初二吃的
饺子，所以必须全家人齐上阵，用一上
午把这个“大工程”搞定。下午，母亲就
要准备全年之中最丰盛的一顿大餐了，
她充分发挥做家常菜的特长，一人忙出
一大桌子菜，并且色香味俱佳。
　　一年之中，母亲最清闲的一天是大
年初一。在农村老家，按照风俗，大年
初一女人是不干活的，由男人承担全部
家务。这一天，母亲端坐在炕上，接受

晚辈们的拜年祝福，她也拿出提前准备
好的糖果，分赠给前来拜年的晚辈。
　　正月初三之后，母亲又忙碌起来。
一大早她就开始张罗饭菜，准备招待前
来拜年的亲友，她的拿手菜有肉丸子、
白菜卷、蹄子冻，这几个菜是每年必做，
客人们也是好评连连。
　　我结婚后在城里居住，每年春节都
带着爱人和孩子准时回老家过年。每
次回到老家，母亲都张罗好过年的一
切，一进大门，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我
们内心宁静而踏实。
　　步入晚年后的母亲，独自在乡下过
着恬淡的生活。我们兄弟三人不定时
地就会把她接到城里轮流照顾。每逢
春节，母亲都要指导我按照老家的风
俗，布置家中的陈设，使春节的风俗传
承到我的小家，营造出浓浓的年味。
　　前年，母亲因病离开了我们。眼看
又一个春节马上要到来，近日我与母亲
在梦中相见，她仍像年轻时一样，事无
巨细、精神饱满地张罗过年的一切，温
馨而幸福……

诗四首

人生要像一株花
□耿庆鲁

岁月如刀剑
总在年轻的脸上
刻下沧桑沟壑

　　 

岁月是砺石
磨去生活的棱角

让人在挫折中悟出道理
在打磨中走向成熟

　　 

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
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

对社会做出贡献
这样的人生才值得赞美

　　 

人生要像一株花
尽力绽放自己的美丽

挥发出芳香
才无愧于生命的本质

母亲忙出的年味
□薛立全

新年寄语
□田雪梅

　　也许是为了讨个好兆头，也许是多
年的习惯，每年春节我总会以自己喜欢
的方式写一些感悟和愿望，也收藏亲友
点点滴滴的祝福。
　　上小学时，过年流行赠明信片。正
面是刘德华、毛宁等明星的照片，或是
热播剧《还珠格格》的剧照，反面可以写
寄语。同学们一丝不苟、郑重其事地写

“赠给XXX，祝新春快乐、学习进步、身
体健康”之类的祝福语，赠给要好的朋
友。小小的明信片，传递着同学间最真
挚温馨的祝福，架起了美好友谊的桥
梁。盒子里珍藏的一张张明信片不光
是岁月的见证，还是我们那代人美好的
记忆。
　　大学毕业那年，我远在他乡。过年
时，我打电话给父母，把问候与祝福送

给他们。我在QQ空间写下了新年寄
语：愿在新的一年里，爱我的人和我爱
的人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工作后，过年时学生送的跟金钱沾
边的礼物，我一概不收。反倒是他们用
卡纸剪剪贴贴、粘粘画画后送来的一张
张贺卡，总能让我边看边笑，眼里闪动
幸福的泪花。这些贺卡大大小小竟收
了一抽屉。一张张翻看，火红的桃心、
挺拔的大树、茁壮的小树、蹦跳的小白
兔、一讲桌一粉笔……“祝老师青春永
驻，桃李芬芳”“祝老师笑口常开”……
读着看着，那一张张笑脸如花儿般在眼
前绽放……
　　这两年流行微信拜年，方便的同时
传情也快。可看到那些千篇一律的套
话，我怎么也感受不到儿时收明信片时

内心的悸动、惊喜，也感受不到收学生
贺卡时的那种幸福，人与人之间交情的
深度停在了复制一条精彩的祝福语群
发、再收到一条回信上。盼望这个新年
不再有成篇套话的祝福，而是更多发自
肺腑、值得回味、能将感动留在记忆深
处的问候。
　　一年之计在于春，虎年春节将至，
我又在QQ空间写下了新春寄语：站在
新旧交替的时光窗口，回顾匆匆而过的
一年，有苦有甜、有喜有忧，哭过笑过、
迷茫过退缩过，我们品味着生活给予的
快乐，也忍受着岁月给予的痛苦，在成
长中有了懂得，在懂得中获得了感悟，
在感悟中变得成熟，在成熟中有了收
获。新的一年，愿我们的生活更加
美好！

大寒之美
□程磊磊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
也是人间的至冷时刻。古语云：“寒气
之逆极也。”但浸润其中，却能让人体
味出至真、至纯、至善的美感，犹如人
之岁暮，其言句句饱含真情实感。
　　大寒之美，美在冷得透彻，毫不做
作。古人将大寒分为“三候”，“水泽腹
坚”为其中一候，说的是大寒时节，河
流、湖泊的冰可以结到中央，而且是最
厚最结实时候。这个节气处在三九、
四九时段，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期。民
谚的“大寒大寒，无风也寒”“大寒大
寒，冷成冰团”足以证明大寒之寒。
　　大寒之美，美在自然的简约纯粹。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
诚如李清照所描绘的美景，白雪皑皑
之中，万物寂静，只有粉红的梅花在寒
风料峭中傲然开放，点缀了整个冬色。

“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在寒冷的
冬夜，雪花伴着皎洁的月光，一片片轻
舞，人隔着窗户，也能观赏到极致美
景。寒鸦数点，寒梅几枝，雪落几场，
这几乎涵盖了大寒时节的所有风景，
却给数九寒天增色无数，让人流连忘
返。简约不简单，是大寒时节留给世
界的人生至理。
　　大寒之美，美在节日的温馨喜庆。

“小寒大寒，杀猪过年；过了大寒，又是
一年。”大寒在岁终，冬去春来，大寒一
过，又开始新的一个轮回。过年，是大
寒节气的主旋律，家家户户都忙着扫
尘洁物、除旧布新、烹羊宰牛……远方
的游子忘却了一年漂泊的酸甜苦辣，
脚步匆匆把家还，内心反复吟唱的是
父母烹制的家乡菜肴，是自家院里的
灯火可亲，是走街串巷的熟悉风景，是

百转千回的浓浓乡愁。小孩子更是欢
天喜地，穿上新衣裳，无忧无虑地接过
大人的压岁钱，眼里是五颜六色的糖
果和噼里啪啦的鞭炮。因为有了家庭
港湾的停靠，因为有了亲情养分的补
给，哪怕是一颗失落的心灵也会因此
而变得温暖无比。
  大寒之美，美在人们对春的期盼。

“坚冰深处春水生”，在这个四季轮回
的终点，孕育着春的暖意和希望。大
寒，立于冬春的交界，即使银装素裹，
冷风狂啸，依然无法阻挡农民对来年
的期望，那馥郁的麦果香，正在向他们
招手，似乎丰收的场景就在眼前，随手
可摘。“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寒
夜过去，春天的黎明即将来临，让我们
静心等待，和时光一起，去开启新春的
大门。

瑞雪新元庆
□许华凌

瑞雪新元庆，华夏景光新。
万家千户喜乐，杯酒管弦频。

环境青山绿水，百姓安居乐业，
老少两欣欣。

笑语欢声里，岁月总流金。
  

担使命，圆大梦，抖精神。
为民福祉，念念不忘是初心。

回首功勋赫赫，放眼旌旗猎猎，
策马踏征尘。

盛世清明在，紫气满乾坤。

年的颜色
□李继红

灯笼铺红回家的路
母亲蘸取风中的梅香
贴上一副迎春的佳句

饺子里藏着新年的寓意
糯米糕开出雪花的模样

乡音在月色里柔软
一年的收获缀满了星光
扛过的艰辛叠放在昨天

我枕着家的厚度
畅想的芽肆意舒展

春运
□蔡同伟

每年的这个时候
那个叫年的情种

总会勾起游子的魂儿
乡愁疯长茂盛

天南海北的人流
汇集个个客运大厅

卷起滚滚浪潮
拍打出喧嚣涛声

浓重的归心
奔泻立体大交通 

哦 春运
雄鸡版图独特的风景

澎湃着天下游子的念想
汹涌着华夏儿女的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