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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喽，拜年喽……再过
几日，各种拜年短信、微信、电
话就会铺天盖地而来。但除
了这些，若还有自制的贺卡等
作 为 贺 岁 礼 物 ，“ 礼 轻 情 意
重”，定会让您更加感动！当
然，更不能忘了还有各个群里
的“红包雨”，抢着抢着新春就
更喜气了…… ——编者

我国自古就有拜年习俗。大年初一至
十五，人们拜长辈后，还要给亲朋、邻里、同
事拜年。对至亲者、德高望重者亲自登门入
堂道贺新喜；交情泛泛者可差仆人送去名
刺，也就是名片，称“投刺”，表示已来拜过，
也兴送红帖子，上书“某某拜贺”字样。旧时
称后一种形式的贺年为“飞帖”。不少人家
粘红纸袋子于门上，以便接收拜年的帖子，
上书“接福”或“代僮”二字，这样宾主不用
见面便完成拜年礼节，既省事又不失礼仪。
接帖子多者自然脸面有光。

现代社会，时兴用明信片拜年。卡片上
印着精美的图案，留有空白供人书写情思、
表达祝福。也有印好新年贺词的，或正儿八
经公文式样，或亲密无间诙谐有趣，或公开
内容人人可用，或暧昧得只有两人能品出滋
味，或辞藻华丽引诗摘文，或朴素清雅直掏
心窝，因人因情而异，各类情况均可应付。

前些年我是常常寄送贺年卡的。结识
了多年的好友，平时各自忙于生计很少见
面，寄张贺年卡表明挂念之情；志同道合、
爱好一致的朋友虽常见面，寄一张别致的
贺年卡也会添加意外之喜；天天在一个单
位甚至一个科室上班的同事收到一句新年
祝语，也能增近友谊，活跃气氛。

我自小痴迷金石书画，总觉得街上卖
的贺年卡过于雷同，体现不出自己独特的
意趣。于是，扬己之长，自制贺年卡。

每年我先精心构思刻制一方肖形印，
1992年的猴年刻轻舒猿臂抱一大寿桃的灵
猴，桃上篆“壬申吉祥”四字；猪年制坐在粮
仓里的小胖猪，肚兜兜上嵌着大大的“福”
字……然后，再凿一方吉语篆刻，马年配

“马到成功”，牛年配“和气生财”，蘸了深红
色的印泥，端端正正地钤在淡红色的名片
纸上，题好上下款，一张贺卡便制作成了。

先是只赠本部室的同事、爱好书画的
朋友，或回赠常寄来贺年卡的文友。有人压
在玻璃板下，那一抹淡红、二方朱印、三四
句祝词便散发出缕缕情丝。市糖酒公司一
位朋友的同事竟拎了两瓶好酒来换贺卡，

让我更加臭美。那些年，一盒整百张贺年卡
竟能派发罄尽，盖印盖得手腕酸困好几天。

眨眼间，羊去猴来，一轮十二生肖均担
当过我的拜年大使。怎样再出新意？

2002年金秋，我约两位爱好摄影、写
作的朋友骑着摩托车，痛痛快快地走了趟
长江三峡，闯了闯神农架，游目骋怀，享受
了“奇从险处生，快自艰余获”的乐趣，圆
了自己多年的梦想。新年将临，听说邮局
可以印制个性化明信片，于是挑了两幅出
游照片，选了两幅自己的山水画新作，设
计好版式，去印了一些带资明信片，兴冲
冲地填好送往邮局。算是特殊经历特殊纪
念吧！窃喜着也给自己寄了一张，署名“天
下无双贺年”。

近些年，先兴短信拜年，又成微信贺
岁。现代通信方式真是方便，内容写完，手
指一点，千里万里，瞬间呈现。网络拜年不
用纸张，既快又环保，值得提倡。微信图文
并茂，还有种种动画程式供人挑选。我乐于
原创，发挥喜欢书画的特长，去年就裁红纸
蘸香墨，写了篆书春联：“宝马腾飞迎福至，
灵羊起舞报春来。”

拍成照片，用微信一一发去。也传新画
的《繁花似锦》，牡丹丛中，锦鸡有神，金冠
红腹，青翼赭尾，五彩缤纷，祝亲朋生活多
彩、锦上添花！

中华民族重亲情重友情，贺岁拜年是
凝结情义的重要礼仪。在辞旧迎新之时，用
明信片，或打个电话，或发个微信，甚或在
心里默默祝愿，为亲朋、同事们真诚送去祝
福，自己也会收获快乐。如此一来，老朋友
毫无隔阂的情谊会如老酒一样温暖心田，
新同事阳光灿烂的笑容会映亮心房……在
这些美好回忆、感受汹涌而来时，生活中的
所有龃龉、不快都会荡然无存、不值一提。
诚心诚意祝福每一位亲朋、同事是多么幸
福的一件事哟！

时代在发展，载体在变化，但心情如
一，向爱我者及我爱者祝福，向天下所有人
道一声：新年快乐！祝您平安！

真情贺年
□寇兴耀 文/图

节日里，学生给老师发短信，甚至打
电话拜年，在通信发达的今天，应该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每年的除夕是
我给学生打电话拜年：

“喂，是××吗？你好，我是你的班主
任姬老师，新年到来之际，我祝你及你的
家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同时，也愿你
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进步！”

这是我在除夕夜给学生打电话拜年
时常说的一段话，在我当班主任的十几
年里，每年除夕夜都会有这样的规定动
作。我坚持做这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那
便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到爱。

让爱一个都不能少！
当然，并不是班里所有学生都会接

到我的电话，除夕夜里，我会像过电影一
般把班里学生回想一遍：哪些学生我已
经好久没和他谈过心啦，哪些学生我至
今还未提问过他一次，哪些学生我对他

总是批评，却没有应有的鼓励……这样
的回想，实则是一种反思，让我可以静下
心来。最终，能被我选中的“幸运儿”,其实
就是在日常管理中，我关爱最少的学生。
我相信，随着电波送出的虽然只有寥寥数
语，但电话的那头，学生及家长的心里一
定是暖暖的。

让爱一个都不能少，其实是关乎教
育公平的一件大事。可是，在实际中，有
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比如，九年级的
老师为了完成上级及学校下达的重点高
中升学目标，目光总是盯着班里十个、八
个的所谓重点培养对象，讲课中只要这
些学生会了，便不再管其他那些一脸茫
然的学生了；作业的批改也是优秀生认
真批改，其他学生随便改改，批个日期即
可；平时提问，也只是提问那些所谓的优
秀生。难道，成绩差就不配老师关爱？相
反，这些学生是我们最应关爱的，也许你

的一点付出，就能改变一个学生学习的
态度，就能使他重新燃起人生的希望及
对未来的憧憬，也许就此改变一个人一
生的命运。

让爱一个都不能少！真的需要我们
付出很多吗？其实不然，一个善意的微
笑，一个期待的眼神，一句关心的话语，
就能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力量。

谈谈我自己吧，我在上初二时，成绩
很差，春节后开学的第一天，我的班主
任刘淑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
虽然现在成绩不好，但将来一定会有大
的进步的。25 年后，当我写下这些文字
时，我的心里还是暖暖的，眼眶也湿润
润的。刘老师也许想不到，她或许是漫不
经心的一句话，却跨越时空，一直被我藏
在心里。

让爱一个都不能少，让这成为每位
老师心中坚守的目标。

让爱一个都不能少

□姬学鹏

要过年了，按照习惯，要给女儿买一身
新衣服。星期天，与妻子上街，看到花花绿
绿的服装，我突然就想起了我的父亲，印象
里，父亲从来就没有穿过新衣服。

父亲是工人，两年发一套工作服，父
亲的工作服虽然很多，可是他从来就不
穿新的，在我的记忆里他穿的工作服也
只有两套，那种劳动布每洗一次都会掉
一次颜色，到了最后他的衣服几乎都是
白色的了。父亲的简朴节约那是出了名
的，但是，他的节约是不得已的事情。

那个年代很贫穷，父亲弟兄四个，他
是老大，且都在农村住，他要把钱省下来
给他的三个弟弟。那时候在农村，能有一
套工作服穿也是很体面的事。

后来，父亲换了工作岗位，这个岗位上
每半年就给他们定做一套衣服，他依然不
舍得穿，不是给我们就是给我的叔叔们。

渐渐的，我们长大成家了，没有人稀
罕他的衣服了，他自我宽慰地说：“哼，你
们不要，我还不给了，这是我的宝贝哩！”
然后，他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

不知不觉中，父亲一天比一天老了。
某次，他患了大病，把我们都叫到了他的

面前，对我们说：“我这一辈子什么遗产
也没有给你们留下，只有几件像样的衣
服给你们，你们也别嫌弃，自己看着拿
吧！”母亲在一旁哭着说：“都还愣着干什
么呀，都拿去吧，这是你们爸爸最后的心
意了呀！”我们拿了父亲的衣服，都忍不
住泪流满面！

那年父亲熬过了新年，在新年到来
之前，我大哥把我们几个弟兄叫到了一
起，他说，这么多年来，都是父亲给我们
买新衣服穿，我们未曾给父亲买过新年
的衣服，眼瞅着父亲有一天没一天了，给
他买件好点的衣服，让他高高兴兴地走
吧！我们每人给大哥500元钱，大哥到城
里给父亲买了一件三千元的皮衣，父亲
虽然批评了我们乱花钱，但还是在母亲
的劝说下穿上了新衣。

新年过去了，父亲的身体也彻底不
行了，临走的时候，他拉着母亲的手，说：

“这辈子值了，从来不舍得穿件好衣服，
没想到孩子们给我买了件这么好的衣
服！”父亲是穿着那件衣服走的。

如今，父亲去世十多年了，可每次去
买衣服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

父亲的新衣

□郭红勤

早上刚醒，手机上QQ群里已经开始
抢红包了，口令红包上有人写“天冷，注意
保暖”，有人写“恭喜发财”……抢了几毛钱
的温馨和祝福，我美滋滋地起床、做饭、上
班。晚上临睡前，我家的微信群里两代人
轮番上阵发红包，大小十几口人抢得不亦
乐乎，表情、语音、文字交替出现，其乐融融
的场面，就好像我们并没有天各一方。

和家人一起抢红包的快乐，把我的
思绪拉回到了从前。

小时候，谁家有了嫁娶喜事，会在自
家房顶上安一个大喇叭。在高分贝的唱
戏声和《百鸟朝凤》的召唤下，街坊邻居
们主动来到主家帮忙，小孩子们则在人
群中钻来钻去，挤着看新娘子漂不漂
亮。看热闹的人越多主家越高兴，新娘
子接进家门，主家笑眯眯地端出一盆混
了花生、红枣的喜糖撒向热闹的人群，一
时间欢笑声、尖叫声此起彼伏，有人跳起
来抢，有人弯腰抢……不管抢到了什么，

大家都因抢到了喜气而笑容满面。
到了大年初一，我总是在鞭炮声和

二姐的推搡下惊醒，急忙穿上新衣服来
到院子里，大哥已在竹竿上挂好了鞭炮，
看见我们，父亲一声令下，二哥蹦着去点
火。天还没亮，“噼噼啪啪”的鞭炮上蹿
下跳地闪烁，煞是好看。鞭炮刚放完，二
姐、二哥和我就一拥而上，大哥也扔下竹
竿跑过来，我们抢着在碎炮花中扒拉没
响的哑巴炮，谁找到一两个就像捡到了
宝贝一样兴奋。看着我们欢呼雀跃，母
亲笑着喊：“不抢了，吃饺子啦！”

如今，已经很少有什么能勾起人“争
抢”的欲望了。

前几天看到一段伊川话配音的搞笑
视频，里面有一个人指着另一个人说：“看
看你那木出息样儿，抢红包抢红包，你就
恁欠那几毛、几分钱儿，你往马路上扔一
块看有人拾木有……”看完我不禁莞尔，
不抢红包的人，又岂能知道抢的快乐！

快乐抢抢抢
□杜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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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洛阳市第二十六

中学教师靳磊务必于

2016年2月21日（农历

正月十四）前返校上班，

否则按旷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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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自制的贺年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