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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过年
■ 安徽肥西 查鸿林

准确地说，过年是从腊月二十三

就开始了，这个日子是传说中的灶王

老爷升天，为感谢一年来灶王老爷的

关照，老百姓都要鸣放鞭炮欢送，同时

从这天开始进行卫生大扫除，置办过年的物

品。在所有农历节庆中，年是排在第一位的，一

元复始，万象更新。

进入腊月，年的脚步就走近了，家家户户筹办与

年有关的东西。小时候，最期盼的是两件事，一是穿

新衣，过年，家里再穷，大人小孩必定有一身新衣，一

双新鞋、新袜子。当然要等到年初一才能换上，体面、

光鲜，新年新气象，那幸福的笑意就写在脸上。二是

尝美食，家家户户使出招数，施展烹饪技艺，辛辛苦苦

忙一年，再苦再累也要在过年时，犒劳一下家里的每

个人，在艰苦生活的年代，过年时可以开怀畅饮，大吃

一顿，没有配额限制。当然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孩子

们顺便还要接受家长一场“没有苦哪有甜，没有劳哪

有获”的忆苦思甜教育。

买鞭炮，写春联，糊灯笼，储藏过年食品，每家每

户一样一样都忙得不亦乐乎。到了腊月二十七八，开

始炸圆子、磨元宵、炒花生、杀牲口，整个郢子都忙得热

气腾腾。新年里，有一些规矩是必须的。记得年三十

开始，孩子们就不允许说不吉利的话，如果说了不吉利

的话，大人会拿一张草纸擦你的嘴，一边擦一边说：乌

鸦嘴，说话不算话。草纸擦嘴的意思就是哪里说哪里

擦，说的话不算数。吃年饭一定是要放鞭炮的，年饭结

束后，一切忙停当，大人会把剪刀用红绳子拴起来，把

菜刀送到碗柜里藏起来。意思是逢凶化吉，来年不会

遇到那些不顺当的事情。年初一，家里和门口即使放

鞭炮和踏踩泥土产生很多的垃圾，地也是不能随便扫

的，扫地会把财气扫走，必须要到傍晚才能清扫。年初

二，大清早起来要去挑水，把家里大小水缸装满，因为

水是财，聚的越多来年财气越旺。年初三，清早起来要

放鞭炮，送年走。年初七是不能随意串亲访友的，有七

不出八不归之说，初七出门不吉祥。

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营造一些喜庆氛围的，那些

与喜庆无关的事不做或尽量少做，与喜庆无关的话尽

量不说。大人带着孩子熬浆糊贴春联，上蜡烛挂灯笼，

拿火柴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像是在一代一代地传

承。吃年饭和年初一开大门，放的鞭炮一定是最响最

长的，一个是给一年画上圆满的句号，一个是新年第一

天图个彩头。贴春联时在大门的门框上也贴上一些

红、黄、蓝等多色的小方块彩纸，横批下还要贴五福临

门，房间里的家具农具，房前屋后的树上，猪圈鸡舍等

都要贴上彩纸。放眼望去，满是彩色的世界，好不热闹

喜庆，让每个人都感觉到一个新生活即将到来。

过年守岁是常有的事，要守到子时过去，新年钟

声响起。除夕夜晚守岁，要点岁火、守岁火，所有房间

都遍燃灯烛，我记事时就改为煤油灯、电灯，合家欢聚，

红红火火迎接新年。除夕夜遍燃灯烛是通宵不灭的，

谓之“照虚耗”，据说如此照岁之后，就会使来年家中财

富充实。守岁有守半夜的，也有将通宵守夜（熬年夜）

称为守岁，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赶跑驱

走。老年人守岁有珍惜光阴，年轻人守岁有为父母延

寿之说。现在人守岁，大多改为边看电视边守岁了。

其实，过年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个目的：辞旧

迎新，祈求来年平安幸福。所以，过年既是总结，更是

一个新的追求和开始。

春联的形成，要从中国的门神说起。据考证，

五代十国时期，蜀国的皇帝孟昶特别喜爱桃符，

964年除夕，他亲手写在桃木上的“新年纳余庆，嘉

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有记载的一副春联。桃符

上题春联的习俗至宋代变得格外兴盛，宋朝宰相王

安石有一首名诗《元日》，就写到了当时过年换桃符

的风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

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而用红纸书写春联

始于明朝，春联的普及，要感谢明太祖朱元璋，作为

一种表彰或者恩宠，他特别爱写对联赐给公卿大

臣，还常常鼓励大臣们写。

比如朱元璋赐给功臣徐达的对联“破虏平蛮，功贯

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表扬了徐达

的功绩。清代一些著名文人如李渔、俞樾、袁枚、吴汝

纶、吴梅村、梁启超等，皆是“作对”高手。特别是梁启

超，他的“能招过客饮文字，闲看儿童捉柳花”“岂有雄

心骋老骥，不妨余兴看游猪”等，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康熙、乾隆对春联更是独有情钟，紫禁城宫殿园

林中一百多副对联，大多出自圣手。相传，乾隆皇帝

举行“千叟宴”，其中有位老叟一百三十岁。乾隆皇

帝见之诗兴大发，便以此为题，欲与纪晓岚对句。乾

隆出上联：“花甲重逢，外加二八岁月。”六十为一花

甲，“花甲重逢”为一百二十岁，“二八岁月”即十岁，

合计恰为一百三十岁。纪晓岚对下联：“古稀双庆，

内减十个春秋。”“古稀双庆”即一百四十岁，减去“十

个春秋”，也是一百三十岁。

春联是对联的一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语言艺

术，小小的一副春联，沉淀着厚重的文化内涵。自五

代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诞生以来，这一民俗

文化已延续千年，对联问世以来，许多绝对、巧对如天

造地设，妙不可言。明代书画大家徐渭在自己的居室

写有一副读书联：“好读书不好读书；好读书不好读

书”。此联的上下联文字一模一样，难以读懂。但细

细品之，回味不尽，对我们今天来说，仍有启示意义。

老友微信转给我这样一副对联，非常有意思，其

高明之处在于字形与字义完美结合，对联的含义毫不

牵强！上联：若不撇开终是苦。 下联：各自捺住即成

名。横批：撇捺人生。“若”字的撇如果不撇出去就是

“苦”字；“各”字的捺笔只有收得住才是“名”字；一撇

一捺即“人”字。凡世间之事，撇开一些利益纠结就不

苦了；看方寸之间，能按捺住情绪才是人生大智。

早些时候，中外学者研究证明，被英国人斯坦

因、法国人伯希和盗走后分别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和法国巴黎博物馆的《敦煌石室遗书》中就有唐朝人

手写本涉及新春开泰、四季顺达祈祝福寿的民间百

姓春联，写作时间大约在8世纪至10世纪之间，该

春联的最大特点全为四字句，如“年年多庆、月月无

灾”等。古钱币从秦始皇开始统一为“外圆内方”，其

寓意天圆地方，周而复始。有学者发现一古钱币上

也铸有一副我国远古的春联，正面为“年年吉庆”，背

面为“岁岁平安”，且铸造风格古朴，文字书法苍劲，

通体留有浓烈的唐宋遗风，可称钱币与春联相互交

替之文物，巧夺天工。

晚饭后，一家人漫步在小区里，孩子惊喜地说道：

“爸妈快看，景观树上的彩灯一闪一闪的，真漂亮！”走

进超市，售卖春联、中国结、红包的专柜也是人头攒

动，很热闹。不知不觉间，年关近了。“千门万户瞳瞳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不禁想起儿时在老家过新年，

贴春联的场景。就是再穷再苦的人家也会贴上春联，

沾点喜气，图个吉祥如意，让来年有个好盼头。

一到腊月，过年的气氛就发酵起来。从初十开始，

乡亲们夹着红纸，来找父亲写上几副对联。父亲虽然

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毕业后就去当兵了。在部队，父亲

闲时也会读读报，练练字，写得一手工整的正楷。那时

乡村读书人少，毛笔字写得好看的更是寥寥无几，每年

寒冬腊月找父亲写春联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那些日子里，父亲早已摆好大方桌，通常还要向

邻家借一张拼在一起，上面放好“笔墨纸砚”，一切准

备就绪。父亲先是问对联的尺寸，好为裁纸做准备，

只见一把光亮锋利的小刀在父亲手里灵活自如地游

走着，“咔嚓咔嚓”的声响之后，红纸便裁好了。大门

对讲究气派，长且宽，需要把两张红纸拼接在一起，父

亲总是耐心地对接着，然后用浆糊粘牢固，基本上看

不出贴缝的痕迹。有几次，我觉得甚是好玩，便拿着

小刀跃跃欲试。父亲在一旁告诫道：“裁纸，可是个精

细活，马虎不得，手稍微偏了些，抖了样，一张红纸就

白费了，太可惜！”

铺上红纸，起笔之前，父亲会脱掉臃肿的大外套，

只着贴身穿的毛线衣，轻装上阵。乡亲们满怀期待地

在旁边巴望着，父亲屏气凝神，思量着字体的布局、大

小、运笔。他总是斟酌再三，在心中酝酿，怎样笔走游

蛇，一气呵成。待父亲气定神闲后，便开始挥毫泼墨

了。先是写院子的大门，再到堂屋的大门、房门，厨房

的偏门、柴房门、厕所门，最后是窗户、灶台、猪圈，一

个都不落下，真的是“满堂红”“处处彩”。父亲一刻也

没闲着，陶醉其中，乐此不疲，虽是腊月寒冬，额头还

沁出了点点汗珠。

记得那年间，有专门的对联书。乡亲们在上面

仔细而虔诚地翻找着，一般人家写得比较多的，像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做生意的，像

“财源滚滚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家有孩子读书

的，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五花八

门，不一而足，都是些美好的愿景和祝福。左邻右舍

的乡亲们时不时地递上香烟，父亲也顾不上抽，一门

心思都在春联上，刚写好的春联，墨迹还鲜着呢，父

亲便在事先准备好的长凳子上从左到右一字铺开、

晾干，等他们满心欢喜地取走。乡里乡亲的，也都不

收钱，客气的人家会送上一篮子鸡蛋，或是蒸好的米

粑粑，都是自家做的，盛情之下，父亲也就不再推辞

了。记忆中，村头上有户孤寡人家，父亲总不忘让我

送上两副对联，并捎上一大碗刚炸好的肉圆子。

通常是别人家的写完了，快到三十边上，才写家

里的。这时父亲反倒轻松了许多，用他自己的话说

“看得过去就行”。他将裁剩下的边角料充分利用起

来，方正一点的，便写个“福”或“春”字；长条形的，就

写个横批；再窄小一点，父亲也舍不得扔，用作包压岁

钱的红纸，那时还没有成品的红纸包。年三十下午，

堂哥负责刷浆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结结实实刷个

三四遍，我则负责清理头年的陈迹，先将褪了色的对

联大块地撕下来，附着在门板上的小碎片再用小铲子

铲，用手扣，用湿抹布擦，真的是“除旧迎新”。

父亲忙着张贴，母亲在一旁指挥，“要贴正、贴平，不

能有褶皱！”父亲常指着红彤彤的对联问我怎么读，“当

然是从右到左啦，”我不无得意地答道，“老师课堂上都

讲过了。”父亲面露喜色地说：“对，传统文化可不能丢！”

写春联
■ 安徽合肥 吴中伟

话年俗
■ 安徽合肥 董少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