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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父亲 要爬一段不短的坡
孩子叫苦不迭 嫌陡

父亲佝偻着背
严重弯曲的脖子
靠着强的松安痛定压制的肩膀
挂着公社奖励的皮革医药箱
一直走得很稳健
父亲属虎 牛羊猪见他十分乖巧
这是自学成医的他
最得意的时候

乡党们纷纷翻过秦岭
用车辆尾气洗刷着身上的泥土味
父亲的医药箱开始褪色
哪怕他一天擦拭三遍五遍
开始好酒的他
扶着门 弯着腿 挺着腰
努力地抬头
一次次眺望走过千万回的山路

后来
不能直立的父亲
跪在田间 细心地侍弄庄稼
他一度怀疑
这是不是对他背叛土地的惩罚
晚上 昏黄的灯泡下
拿惯注射器的双手
擦拭农具

或许 他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
对农民身份的救赎

最终 父亲还是躺在了祖辈的脚下
这半坡之地 有山有树，有草
有阳光 有风
能看到村庄，土地和房子

大年三十
我和弟弟接父亲回家
母亲和她的两位儿媳已做好了饭菜
水是从父亲打下的井里取的
很甜

父亲属虎
冀志刚

冬闲好读书。读陆游诗“腊月风和意已
春”；读杜甫诗“今朝腊月春意动”，不知怎么
眼前展现的满是芳草连天、一抹春色的景
象。在春深、在他乡、在天边、在云端……春
意萌动，春意盎然，春意正浓。一幅幅春满大
地的动态图，频频向我们走来。

腊月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处在兴奋的
冬日暖阳中。元旦过后，暖阳普照在山城大
地，如同春季二月天，处处充满着生机与活
力。街道上，行人满脸春风，笑意连连，逛大
街的男女老少游动在大街小巷，骑小黄车的
年轻人不时按动喇叭鸣叫，穿梭在涌动的人
群中。山城馒头山、体育场、秦唐街公园，人
们好像赶赴一场春天的盛会，涌动在这美好
的时光里，漫无边际地散步，或三五成群扎堆
看景。下象棋、玩扑克、拍抖音，还有公园里
歌唱的自乐班，唱的是眉户《梁秋燕》，吼的是
秦腔《周仁回府》，这经典的唱段让人百听不
厌。演唱者全身心投入，观看者乐于倾听。
更好玩的场景在山城体育场，那里是老人的
福地，儿童的乐园。看好商机的人，手中舞起
各具形态、五颜六色的气球，叫卖声在你耳边
回旋。领着儿童的老人紧跟在向前跑的孩子
后边，一个个气球在体育场上空飘摇飞翔，

“哇、哇——”的赞叹声在四周回荡。一不留

神，谁手中的气球拉线松动了，气球在空中飘
扬向上，飞得老高，飘向远方。人们的目光一
齐向上空聚焦，望着一个个气球飘向云端。
天空格外蓝，像被水洗过一样，湛蓝透亮。云
朵变着动态，任你想象的翅膀飞翔。体育场
周边，到处是玩具的摊点，又是叫卖说好，又
是示范玩法，尽显其风采。活跃的场景，祥和
的氛围，不由人吟唱、赞美！

腊月初八前后，罕见的暴雪倾注山城，激
扬的雪花漫天飞舞，山城热闹的地方少了热
闹的人群。上班的人依然迎着雪花行走在路
上，闲在家里的人，或围炉煮茶，或吟诗作画，
或玩手机抖音，享受高雅的生活情趣，享受新
生活的诗意远方。

这是难得的一场雪，少有的一场雪。这
几年似乎雪藏起来了，躲躲闪闪，偶尔的一场
雪让人惊喜！犹记年少时，那雪下得真够大
啊，“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一场接着一
场，年前年后大地被雪覆盖，直至正月过后，
山洼那边依然有积雪。下雪天居家，一家人
说说笑笑，围火炉，听雪声，给贫瘠的生活增
添些许的色彩。下雪天上学，行走在路上，一
群孩子玩着雪球，你追我打，无所畏惧。那
时，同学之间的友谊，师生之间的情谊，真的
是纯真无瑕。放学路上，老师把我们送出校

门老远的路程，叮咛路滑，注意安全。同路的
同学看着一个个走进家门，招手致意！那年
初中毕业前一学期，给我们代语文课的王老
师因家庭困难调动回家乡学校任教，同学们
舍不得王老师离开，冒着腊月的雪花帮老师
推着带行李的自行车，默默地走出了二里多
地，当挥手离别的那一刻，相对，无语，有的同
学竟哭了，分别是多么的艰难啊！“山回路转
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此刻，雪花在窗外飞舞，鸟儿在小院花
枝上跳跃。我坐在城郊“樱花居”书房南窗
下，阅读胡竹峰的《雪天的书》，文字清新朴
拙，古雅成趣，飘逸出尘有味道。读一篇发
表于《新民晚报》上的美文《逢雪》，“春意迷
离、乍寒未暖时逢雪，不妨丢开伞，迎着吹面
微寒的风，没遮拦信步溜达”“雪花大如席，
关上柴门，斜剌剌歪在炕上，手执一卷文章，
红泥火炉托一罐野味。少顷，满屋生香，少
不得做些馋虫状”，好可爱的读书郎，颇有风
雅之美。既工笔又写意，此画境，乃中国画
功夫点化而成。雪敲窗，读出了一味雪落纸
页、雅士遗风的古气，让我能静坐在雪花飞
扬的窗前潜心读一册书，品一卷雪花的文
字，实乃人生一大乐事也！

“好文章雪泥鸿爪”，捧一卷书在手，有

趣，有味，文笔洗练有古意，令人品味不尽。
此刻，窗外飘来一股夹着雪花的风儿，顿觉书
房内弥漫草木的清香。环顾四周，书房一角
花架上，迎春花的枝头缀满了黄色花蕾，鹅黄
的花朵不大，像个小喇叭。哦，书房有草木，
清澈抚我心。

雪停了，清扫小院积雪。给花园地里添
雪，滋润花木；留下堆雪人儿，与孙女果果一
起玩乐。给雪人涂上漂亮的颜色，果果说：

“还要莱德一起玩。”她把玩具莱德放在雪人
手中，“好玩的，莱德！”天真的童趣，让我回
味起儿时的岁月，没有玩具的年代，逢雪是
我兄弟姊妹最大的乐趣，堆雪人，学着闰土
捕鸟，扫出一块空地，用短棒支起一个草笼，
撒下玉米糁，看鸟雀来吃时，远远地将缚在
棒上的绳子一拉……那喜乐不亚于过年穿
新衣、放鞭炮……

腊月天，日子一天天紧起来，打工的人群
陆续回家，带着春天般的温暖与家人团聚。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人们临近春节常
说的一句话。这一年，无论在外成功与否，家
是我们最温馨的港湾。

腊月梅花香，雪后两三枝。春意动，鸟儿
飞，草木青，春回归，不尽春潮滚滚来，商山洛
水笑开颜。

腊 月 春 意
任 文

每个落雪的日子
都很想念那个叫草滩村的地方
虽然现在，在百度地图上可能已找不到标注
但雪花可以找到

记忆中，没有一场雪能盖过草滩村落雪的厚度
没有一场雪能比过草滩村的雪白
没有一场雪能比草滩村，雪地上的画更美
课本上，小鸡画的竹叶
小狗画的梅花
都在草滩村的雪地上落下
雪地里，草滩村的小麦苗露出的头角
也是极美的
还有母亲从雪里刨出的柴火

上学路上，小学生提着火盆甩出的炭火
掉在雪里发出欢愉的嗞嗞声
童年的回忆，就被烙在了草滩村的雪地上

草滩村的雪
若 水

七 言

一帆风顺神龙祥 万事通达伟业兴
红梅吐艳迎春到 金龙呈祥送福来
人间共庆康泰世 龙岁同迎幸福春
龙蟠虎跃平安岁 燕舞莺歌锦绣春
人逢盛世豪情壮 龙到新春喜气盈
云飞霞舞千重彩 龙腾虎跃万里春
玉兔啼出千门晓 神龙唤来万象新
国泰民安逢盛世 风调雨顺颂年华
登枝鹊叫全家福 耀眼花开大地春
迎新年全家欢喜 贺新春满屋生辉
春回大地风光好 福满人间喜事多
和顺一门添百福 平安二字值千金
五湖四海皆春色 万水千山尽得晖
喜居宝地千年旺 福照家门万事兴

花迎旭日千家暖 柳荡春风万物苏
盛世安居歌国泰 新春乐业颂民安
福临宝地千秋盛 财进家门万事兴
人逢盛世千家乐 户沐春阳万事兴
福旺财旺运气旺 家兴人兴事业兴
春有笑颜春不老 岁无忧虑岁常新
巍巍商山歌盛世 滚滚丹水谱新篇
红梅含苞傲冬雪 绿柳吐絮迎新春
开门迎春春满院 抬头见喜喜临门
春雨丝丝润万物 红梅点点绣千山
冬雪寒梅伴青松 春风绿柳催桃红
德艺双馨育新人 精品力作歌盛世
商山扬臂书盛世 洛水奔腾奏新曲
公正清廉心无愧 光明磊落梦不惊
政廉风清民心顺 纪肃法明国运昌
阖家和睦春晖暖 举国安宁气象新
福气降临全家福 春光晖迎满堂春

莺歌燕舞逢新岁 鸟语花香正阳春
国有鸿恩春日永 家传仁德福星明
岁月温馨天赐福 家庭和美地生美
辛劳育得花朵艳 汗水换来桃李香
胸有宏图乾坤大 心无私念天地宽
家风化作春风暖 福泽并随德泽长
门迎春日财源广 户纳春风吉庆多
和顺门第生百福 崇德人家纳千祥
春回大地千山秀 福泽人间万年长
鸟语花香新岁月 花红柳绿好风光
喜随节气时时长 福伴春风天天来
创业门庭鸿运起 和睦宅院财源来
新春大吉行鸿运 佳岁平安照福星

九 言

山清水秀处处皆春色 国泰民安人人尽笑颜

政策暖人心心心向党 科学铺富路路路朝阳
道德传家诗书增室雅 文明处世翰墨润华堂
风和日丽山河添秀色 物华天宝沃野沐春风
瑞气满神州青山不老 春风拂大地绿水长流
张灯结彩欢庆丰收岁 笑语欢歌喜迎艳阳天

十 言

立党为公社会和谐稳定 执政为民百姓安居乐业
上善若水心底一片纯净 厚德载物大度万事能容
文化绿洲名扬大江南北 戏剧之乡唱响长城内外
悬明镜惩腐败秉公执法 颂廉洁拂清风治国安邦

十一言

翠柏苍松装点祖国千年秀 朝霞夕照染就江山万代红
惠通邻里门迎春夏秋冬福 诚待世贤户纳东西南北运

挥毫泼墨朱红春联千门瑞 改革开放翠绿柳风万户新
盛世中华梅兰竹菊展英姿 美丽商洛书画歌舞谱新篇

横 批

龙马精神 龙腾虎跃 龙岁春浓 龙年纳福
龙年大吉 神龙生旺 福寿康宁 福如东海
迎春纳福 纳福迎祥 福气临门 福喜盈门
吉庆有余 抬头见喜 福满人间 新春大吉
吉星高照 喜迎新春 春赐天祥 国泰民安
盛世祥和 鸿运当头 财源广进 一元复始
四海同春 四季呈祥 五洲同庆 五谷丰登
百业兴旺 千祥云集 万象更新 万事如意
吉祥如意 莺歌燕舞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公正执法 清正廉洁 执法为民 教育为本
为民服务 崇德尚艺 同心同德 众志成城

（王良整理）

龙 年 春 联 集 锦

（总第2553期）

刊头摄影 杨 鑫商 洛 山商 洛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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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
粥，喝几天，哩哩啦啦廿三……”儿歌声中，我
们又迎来了每年最热闹的日子。童年时，一进
腊月，街道上的人就多了起来，上街买卖年货
的人挤满大街小巷，吆喝着，挑选着，小孩子随
着人流欢快地跳跃着，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嘴
巴里的糖球还没有吃完，大人又塞给他们一些
热气腾腾的年糕，孩子们更兴奋了，挤着跳着
奔向远方……

吃了美味的腊八粥，旧年就进入倒计时，写
春联、买年货、打扫卫生、置办新衣，干完这些活，
新年就到了！

腊月廿三是小年，为什么叫小年，这里还有
一个有趣的故事。话说，朱元璋年轻时是一穷
光蛋。一年过年，他身无分文，想在肉铺里赊欠
几斤肉过年，老板不肯，他说那赊一个猪头吧，
老板也不赊，他无可奈何，随手在街道墙壁上写
了一首打油诗：可怜可怜真可怜！别人有年我
无年，赊个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当皇帝，老子
要过两个年。

想不到朱元璋后来真当上了皇帝，快过年
了，他想起曾经写在墙上的打游诗，为了显示自
己的金口玉言，他颁旨，从这年起过两个年，一
个小年，一个大年。当时已是腊月廿二了，就指
定腊月廿三是小年。由于交通不便，圣旨传到
南方迟了一天。所以就有了北方人小年是腊月
廿三，南方人的小年是腊月廿四。

经过朱元璋这么一闹腾，人们要过两个年。
现在的人们对年的感觉不是那么浓了，因为年
货、新衣这些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物资供应充
足的今天，平常就可以买得到，不用等到过年。
但在我们小时候，春节是小孩最喜爱的节日。

腊月廿四这天，爸爸把家里所有的家具都
用报纸蒙上，拿一个特别长的扫帚扫屋顶、墙角，
我们则是抹桌子扫地，往往要干上一天，才能把
家里的犄角旮旯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每年的
新衣服总是买得很迟，那时候工资低，妈妈总是
掂量要不要买，最后还是拗不过我们，才带着我

们去买新衣服。这时候，大街上已是人山人海，
密得感觉连一股风也钻不过去。置办年货时往
往是妈妈带着我，爸爸带着弟弟，兵分两路去市
场上。那时候特别冷，走在大街上，戴着手套的
手都被冻得僵硬，身着棉衣却也是瑟瑟发抖。
卖莲菜的老农将带着泥的莲菜摊了一地，让大
家挑选，东关街道一街两巷都被各种肉摊子、零
食摊子挤满了。妈妈买了我们平时吃不上的带
鱼、虾，还有很多菜，我帮忙拿着，到家时手指头
被塑料袋勒得生疼。弟弟帮着爸爸拿东西，回
家一看，哇！买了两只鸡、十多斤猪肉，还有糯
米丸子等零食。

备齐年货，妈妈就开始蒸馍了，我们则跟着
爸爸出去买春联。当我们把红艳艳的春联拿回
家，白白胖胖的馍馍也出锅了，我和弟弟就馋得
咽口水，当即拿起一个塞进嘴里，味道真是鲜美。
多年后，我还跟两个儿子念叨外婆蒸的馍馍是
世界上最好吃的吃食！

最热闹的莫过于年三十，商店都关了门，大
家都在家里过除夕。下午，爸爸做了一桌子菜，
等到天渐渐黑下来，我们打开电视，就到了中央
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时间了，一边看着春晚，
一边品味着美味佳肴，我们觉得简直是太幸福
了！现在，我还记得《吃面》《警察与小偷》等节
目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快乐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春晚渐渐到了
尾声，十二点的钟声已然敲响。我们簇拥着爸
爸站在阳台上，他买了一大盘炮仗，十二点一过，
爸爸就用烟头点燃鞭炮，“噼里啪啦”震耳欲聋
的鞭炮声连成一片。不仅我们家，全院子甚至
全商州城区炮声几乎同时响起，绵延不绝，声声
震耳，我们捂着耳朵，欢呼着迎接新一年到来。

一年又一年，一路生花。现在我们都长大
了，离开了父母组建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依偎在父母身边过年的日子依然历历在目。
那些日子，有父母对我们成长的期盼，有我们对
好年月的希冀。就像现在，我们仍对下一代和
未来充满期待，希望岁岁多珍重，一年胜一年。

一年又一年
杨丽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