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

小朋友们哈哈笑；新年到，贴对

联，放鞭炮，噼里啪啦吓一跳；新

年到，包饺子，蒸年糕，全家团圆

乐淘淘。”这是新年的童谣，唱出

了春节到来，小孩们欢快的气

氛。如今又到过年了，以往的情

景，历历在目，那种愉悦在我血

液流淌，温暖整个身心。

小时候，令我最高兴的，就

是大年初二去外公家拜年。那天

一大早，母亲就嘱咐我们：“千万

要注意卫生，不要一会儿就把衣

服弄脏了，不然，别人会说你是

‘皮蛋’娃；见到外公外婆、舅舅

舅妈要给他们拜年，要说‘恭喜

发财，新年愉快’，并且要作揖。”

母亲边说边示范。完了之后，她

让我们演练，直到满意为止。

有一年，大舅从部队回老家

探亲过春节。母亲很开心，也很

重视，不停地教导我和弟弟要注

意礼节。

一到外公家，我和弟弟连忙

给外公外婆、舅舅舅妈拜年。这

些长辈听了，乐得合不上嘴，直

夸我们乖。不一会儿，舅妈就把

好吃的，拿出来招待我们。瓜子

啊，花生啊，糖果……这些在平

时可是没有的，只有过年才能吃

到。我一看到这么多好吃的，高

兴坏了，敞开肚皮使劲吃。大人

们看到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在

一旁哈哈大笑。母亲提醒我们：

“慢点吃，没人跟你们抢，别把衣

服弄脏了。”

一会儿，表弟表妹也来了，

还带来了烟花鞭炮。我们几个孩

子一边吃一边玩儿。

其实，拜年让我们最兴奋的

事，莫过于拿压岁钱。

大概大人们聊得差不多了，

只见五舅从皮夹子里，掏出一沓

2 元面值的崭新的钞票，再抽出

一张，用力一甩，发出哗哗的脆

响。这么耀眼的钱，让我的心砰

砰直跳，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五舅

数钱。也许是我最大的缘故，或

者是我最馋的原因，五舅最先把

压岁钱发给我。我捏着厚厚的压

岁钱，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正

面瞧瞧，反面瞅瞅，不敢放在兜

里，生怕弄皱了，可珍惜啦！

这个时候，其他的几个舅

舅，也都纷纷给我们压岁钱。我

们小孩的脸上，大人的脸上，都

洋溢着喜悦———给的人开心，得

的人更高兴。到吃饭的时候，我

还不时把手伸进口袋抚摸着刚

刚得到的压岁钱，饭都忘记吃

了。

母亲走到我面前说：“你赶

快吃饭，过一会儿有更大的惊喜

呢！”在好奇心地驱动下，我急急

忙忙地吃完了饭。

原来是大舅和大舅妈，特意

给我们每个小孩子买了一件新

衣服。当我穿上时，得意地跑遍

了全村，到处炫耀，招惹得小伙

伴们羡慕不已。

给舅舅拜年，多年之后让我

产生了很多感慨。几个舅舅觉得

给我压岁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哪怕我的孩子上小学了，他们都

还拼命地塞给我，说不能坏了规

矩。我心里最清楚，在那几年，是

我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不忍

心看到我的日子过得如此清苦。

转眼间，我快 50 岁的人了，

回想起给舅舅拜年的情景，一股

暖流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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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口彩 >

“讨口彩”是利用语言

的谐音和一些事物的特性，

人为地加以创意获得新的

寓意，来寄托人们的某些良

好的心理愿望。

过年时候要是孩子们

在吃饭时候不小心把碗给

摔碎了，老人们就会马上说

一句“岁岁平安”。

过年，老百姓餐桌上的

菜肴除了好看好吃，还要有

“好口彩”和“好意头”。以吉

祥的菜名烘托节日的喜庆，

是年俗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蕴含着浓浓的人情，寄托了

人们对于来年生活的美好

期盼。

“吉祥如意”：听起来十

分吉祥喜气，其实啊，它就

是我们常吃的黄豆芽，因其

形似如意；“恭喜发财”：就

是我们常吃的花菜；“鸿运

当头”：“红肉”带来“鸿运”，

而浓油赤酱的红烧肉想必

是许多人忘不掉的妈妈的

味道；“金玉满堂”：一般原

料取玉米、青豆、胡萝卜、松

子、腰果、虾仁等，玉米炒过

后呈金黄色，似金，青豆炒

过后颜色碧绿，似玉；“年年

有余”：“鱼”绝对是春节必

不可少的一道菜，寓意年年

有余，丰盈富足；“团团圆

圆”：汤圆肥嘟嘟圆滚滚，象

征着合家幸福甜蜜、团团圆

圆……此外，白菜为“百

财”，蜜枣象征“甜蜜”，花生

代表“生生不息”，百合寓意

“家庭和睦”“百年好合”，绿

色蔬菜为“翡翠”，南瓜、板

栗代表“金”，芋头、萝卜代

表“银”，苹果则预示来年的

“平平安安”……这些都代

表了人们对来年生活的美

好祝愿。

邻村一个耄耋老人比

较迷信，儿孙满堂，阖家几

十口人，但他喜欢清静，自

己独住，一间屋里两口锅，

一通土坯炕床，床头边放着

他的“寿材”。除夕夜儿孙给

他辞岁后讨要“压岁钱”，他

为了讨口彩，就说：“在‘财’

头上呢”（意思是压岁钱都

在“财”头上，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有了重孙时，太爷

爷给他取名“来福”。“来福”

五岁那年除夕夜，吃罢年夜

饭，奶奶怂恿孙子去给太爷

爷辞岁，要压岁钱。太爷爷

一见重孙子来辞岁，高兴地

合不拢嘴，大声叫着：“来

福！来福！”这是大年夜最好

的口彩。重孙子要压岁钱

时，太爷爷说：“在‘财’头上

呢！”重孙子个小够不到，气

愤地说：“太爷爷该死，只有

棺材，哪有钱？”

本想讨口彩，没想到撞

上了不吉利的话，一家人都

感到晦气。虽然童言无忌，

但心里还是不免膈应。

（紧接上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