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

又是一年年关了。掐指一算，再

有十天就过大年了。大人们都老

了一岁，孩子们都长了一岁。

去年过大年的一幕幕往事

尚在眼前晃动，紧接着年又来

了。不管平时多么忙碌，也不管

这一年收入如何；不管平时多么

操劳，也不管那些不开心的事

情，大家一起，为了年这个共同

的目标，开开心心、喜气洋洋地

迎接大年的到来。

时间就像过眼云烟似的，不

知不觉的快到了退休的年龄，轻

叹时光如流水。记得小时候过

年，节日气氛更加浓烈。虽然那

时候人们都很贫困，但人的互助

精神，是无法比拟的。童年的年

令我永远难忘。每到大年初一，

我们族上的孩子们天刚蒙蒙亮

就起床了，根本不用大人们催

的，然后喊上一些小伙伴，从村

庄的东头挨家挨户的转到西头。

转下来，上衣、裤子上下兜里的

瓜子、花生、糖果灌满了，个个小

朋友都收获满满。然后初二始，

大人们就开始行动了。特别是新

婚的人，大包小裹的赶往老岳父

母家拜新年。再就是姑父舅舅也

不能怠慢的。每到一家，女主人

系上围裙，挽起袖管，经过一阵

忙碌，一桌香喷喷的菜肴跃入桌

面，男人负责摆碗筷和椅子，客

人依主次坐下，接着就是酒上场

了，首先主人家洗上一圈，每人

喝了三杯后，便开始划船，凭本

事赢酒，好在那时用的是小酒

杯，大概五杯酒才一两，不像现

在一大杯就有三两，一般人不倒

第三杯，能喝两杯者，酒量就算

很厉害了。想想那时，虽然是粗

茶淡饭，但人们的精神十分富

有。

年关临近了，办年货的人们

手提肩背，大小超市人满为患，

乡村集镇更是人来人往、人头攒

动，人们脸上洋溢着热心的微

笑，一个个笑嘻嘻乐哈哈的。

由于小儿子从小学一年级开

始就在信阳上学，除小学放假回

光山老家过年外，初中始我们就

在信阳过年了。不过，与在老家

过年的感觉不同，我总有一种

“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触。怎奈

是小儿子已入信高了，学习是第

一要务。好在儿子勤奋好学，成

绩一直名列前茅，我和爱人都非

常欣慰。我的感觉北方的年味淡

一些，习俗上也有一些区别。但

无论如何，一家人能欢聚一起过

大年，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

我们中华民族讲究团聚，五千年

的优良传统代代传承。

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春夏秋

冬，轮番登场。在新春佳节即将

来临之时，我衷心地预祝所有炎

黄子孙幸福团聚，快乐过年，身

心健康，一切安好。祝福我们伟

大的祖国日趋富强，国泰民安！

欢欢喜喜迎大年 光山县 蒋志明

在我的家乡———信阳，过农历

新年，也就是春节，差不多从腊月

初八伊始，就拉开了序幕。家乡有

句俗语“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是

进入年关的标志性日子。这一天，

家家都要熬腊八粥，这种粥不是单

纯的大米白粥，而是用大米，以及

各种豆类、红枣、莲子、花生米等混

在一起熬煮，这不是一碗普通的

粥，而是一年忙到头，五谷丰登的

象征。

从腊月初八起，乡村集市上就

摆满了货摊子，用两条长板凳，铺

上一个竹帘子，就是一个小摊位。

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挂历的；还

有卖鞭炮的，卖糕点的，卖纸灯笼

的，琳琅满目，这时比平时更加热

闹，也更加复杂，有些物品仅在腊

月才出现，过了这个季，有钱买也

买不着。

在城镇一些偏僻的胡同里，小

贩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炸炒

米”，“卖打糖”、“卖落生”一阵阵的

吆喝声，此起彼伏，原本寂静的胡

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差不多是

春节的预演。这天晚上要祭灶王，

家家准备糖果、糕点、鞭炮，特别是

芝麻糖，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大帝

面前美言几句，带来吉祥和好运。

等太阳落山后，一阵又一阵的鞭炮

就响起来，随着鞭炮声，把灶王的

纸像焚化，美其名曰“送灶王上

天”。这一习俗渐渐演化为风俗，小

年的鞭炮响起后，一家人围在桌

前，七个盘子八个碗，有“能饮一杯

无？”的亲情，也有“把酒话桑麻”的

唠叨。家家也备有糖果，都是由亲

朋好友享用，再也不会用来沾灶王

的嘴了。

小年过后，大家更加忙碌起来

了。我们这里有大扫除的风俗，家

乡称之为“扫洋囱”，我记得小时

候，住在明港高中家属院，那时住

房条件差，是学校分配的两大通

间，自己用竹帘子隔成一间一间

的，在竹帘上糊一层旧报纸。年关

临近，家家“扫洋囱”，更新竹帘子

上的报纸，用扫帚清理屋里的蜘蛛

网，打扫屋里屋外的卫生。时至今

日，虽然“扫烟囱”的内容变了，但

打扫卫生，干干净净过新年的传统

一直未变。

在物质匮乏的年月，没有冰箱

保鲜食物，为确保春节来客人时，

能及时吃到美味。春节前，家乡人

就开始买油支锅，用热油来煎炸食

物，这成为过年的必修功课。什么

炸红薯丸子，炸萝卜丸子，炸豆腐

泡，炸馓子、炸糍粑，炸“起草子”，

凡是能炸之物，皆可以一炸了之。

“馓子”、“起草子”是春节待客的零

食小吃，是作为点心招待客人的。

而丸子、豆腐泡、糍粑之类，可炒、

可煎、可煮。那时没有电话、手机等

通讯工具，家里如果突然来了客

人，就可以应急。三下五除二，这些

油炸食物，既可以独立成为一道

菜，立刻就端上桌，也可作为家乡

火锅的配菜，一边吃一边添，其乐

融融。

除夕当天，户户都要贴春联，

贴门神。贴春联时，要等到家里人

到齐后，才能张贴，以免把家里人

贴到门外。这是什么规矩，我一直

也没弄清楚，年年照此办理罢了。

贴春联也有避讳，家里有亲人过世

后，一般不贴春联，等到满三年后

才能贴。这一习俗，或许是从古老

传统的守孝三年演化而来。孝，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孔子在

《论语》中反复阐述，什么“父在，观

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父之

道，可谓孝矣。”孟子也曾说“诸侯

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

矣。三年之丧，齐蔬之服，饘粥之

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自

汉代以后，服丧纳入法律，官员父

母去世以后，要辞官回家守孝三

年，这就是“丁忧”。这一官风影响

到民风，在民间渐渐演化，用三年

不贴红春联，来寄托对亲人的哀

思。

“爆竹声声一岁除”。除夕的鞭

炮响起，一家人就要吃年夜饭了。

在饭前，要祭祀祖先和过世的长

辈。早前，在豫南乡村，堂屋里正中

间，都摆放有一张大供桌，顾名思

义，供桌就是祭祀用的。有的供桌

是用土坯垒起来的，条件好一点

的，是请木匠专门制作的大长条

桌。上面摆满鸡、鱼、肉等供品，点

上三柱高香，就开始祭祀，完毕，就

进入年夜饭的程序。一家老小，围

着大盆火，喝着自酿的米溜酒，家

长里短，祖上遗事，爆竹声中弥漫

着天伦之乐。

我有一个小姨，上世纪六十年

代初，下放到光山县北向店公社，

后与当地一位农民成婚。返城以

后，我的这位小姨夫沿袭当地习

俗，每逢除夕，就要用红纸写上“天

地君亲师”几个字，贴在供桌前。年

夜饭开吃前，焚香祭拜。我当时还

不理解，后来查资料得知，这一祭

祀方式历史悠久，发端于《周礼》，

形成于《荀子》，明朝后期以来，在

民间广泛流行，这是儒家传统文

化，在民间的潜移默化，让你不得

不感叹佩服。

初一早起，吃罢饺子，就开启

了拜年模式。“初一走自家，初二走

娘家，初三、初四走亲戚。”到了初

五，我们家乡称之为“破五”，这一

天过后，就百无禁忌了。大年初六，

鞭炮声声响起，店铺又开张了，年

过去了，一切又恢复正常。

春节，传统的节日礼俗，家乡

人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

年，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来了又

去，去了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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