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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民
间最隆重、最热闹的
传统节日，戊戌年春节
已过，但年味儿一直
存留在我们的记忆
当中，因为传统里有
我们的文化根脉，年
俗里有说不完的故
事、道不尽的风情，
也给我们的中国年
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编者

欢度春节，普天同庆。耳闻目睹中，在乡村，春节接人气，更接地气。
村上的年节是一首诗，有眼有板，有拍有韵。
正月初五，到千年古镇铁门南边的刘岭村走亲戚，白天在文化大院

观看了社火表演和戏曲后，又听说晚上还有九莲灯，于是，那晚我没回。
九莲灯是刘岭村特有的传统舞蹈文艺，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在

豫西也是独一无二的，为河洛文化艺术一绝，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些年曾两次在央视播出。

晚上八点，九莲灯专场表演拉开帷幕。我坐在人山人海的露天剧
场里认真观看。

鼓乐响起，那声，仿佛是春汛，又像来自深厚的大地气息，嘹亮而不
刺耳，浑厚而清脆，抑扬顿挫，如灵魂的细雪飞扬，如田间的春雨飘洒，
时而又如春潮奔涌。

这是序幕。在孔雀灯的指挥下，32盏莲花状花灯，上下翻飞，八马
灯前后呼应而出。灯马穿插，队形多变，有“过街路”“蛇蜕皮”“翻大马”

“剪子箍”“辘轳把”“莲花盆”等，千姿百态，各具情调，紧跟时代频率和
生活节奏。

九莲灯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舞蹈，还可舞出许多剧情和历史故事，
可以在舞蹈中贯穿演绎出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歌曲、小
品、相声、戏曲等，叫人惊叹不已。在刘岭，《瓦岗英雄》《忠臣救王》《雷
奴救主》等剧目，是经典之作。

两个小时过去，传统剧目演完，本以为将近结束，谁知高潮却在后边。
文化自信，文艺与时俱进，古老的九莲灯舞蹈也在创新演变。九莲

灯舞，舞出诗句，舞出文字，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体现，也是刘岭
村村民文化素质提高的象征，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生活水平提升的结果。

随着乐器齐鸣，九莲灯舞蹈队如龙游凤舞，或徐行或疾驰，或跳跃
奔腾，闪闪烁烁，灯马穿行，交相辉映，队形变换，花样繁多。花灯上下
翻飞，忽左忽右、忽聚忽散，组成不同的“字符”“标语”，引得现场群众掌
声雷动，连连叫好。

此时此刻，所有观众都情不自禁地站立起来。为看得更清，我干脆
站在了凳子上。

“对字”，是九莲灯表演的压轴戏，是绝活儿。
九莲灯“对字”，有诗意，更符合民意。观看中，不难看出随着时代

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九莲灯的“对字”艺术越来越具穿透力、感染力。
舞台上，以“红五星”为重要标志的轴线上，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走进新时代”到“实现中国梦”，千变万化，字
字珠玑，无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传播与传递。

村上年节，春意浓，节味重。据说，刘岭村的九莲灯表演，每年都要
在各村巡演，一直演到元宵节，演到春意真正在田间地头拔节。

村上年节春意浓
□灵魂鸟

过年荡秋千是家乡人的一种习俗。秋千搭建在街口，
高大结实，很有气势。从大年初一开始直到正月十五才结
束。这段时间是百姓最高兴、最喜庆的一段时间，也是农民
一年中少有的一段清闲日子。这当间，秋千让人们好好地
陶醉了一把。

过年的秋千年前已经架好了，只等大年初一吃过饺子，
人们陆续走到街上，鞭炮声中“秋千头儿”在众人的簇拥下
解开缆绳，放下秋板，那荡秋千的欢乐也就开始了。

初一这天，整条街的男女老少都要荡一荡秋千，除旧迎
新，千秋福寿。小孩儿，妈妈抱着；老人，家人搀扶着，坐上悠
一悠、荡一荡。荡出笑脸，荡出欢乐，荡出一年的好心情。

尤其是老人，只要看到老人来，人们便夹道欢迎，一个劲
儿地鼓掌、叫好，这边早有人拉开绳子，扶好秋板，待老人坐
好，一边有人护着爷爷、奶奶地叫，一边又有同辈人调侃说乐
子，逗起满街的笑声，老人更是乐得脸像盛开的菊花。

大姑娘小媳妇儿，平日里遵规守道，言行谨慎。而初一这
天，她们是可以在秋千上放肆一把的。媳妇们拿出当闺女时的
本领，高高地登一次天。她们穿红挂绿，装扮一新，喜气洋洋靓
丽出场，矜持地站上秋千，然后，张扬个性，可劲地登高荡远。

秋千上最具表演实力的是男人们。他们不像
女人们文雅地并脚，深蹲，屈膝，用劲狠登把自己

送上高空，而是叉开双腿，挺直站立，抖动腿部
和绳索把自己抛向空中。绳在空中抖，人在
空中飞。一个个潇洒勇猛得像个斗士，又
像叱咤风云的将军。更有艺高胆大之人，
身体荡得几乎平了横梁，还要在空中嘚瑟
几下，博得更多的喝彩和掌声。秋千展示

了男性的雄风，增添了年的欢乐。
半大的孩子们除了在家门口荡

秋千，更乐意逛秋千。三五一伙，
走街串巷去寻觅。逛到哪里人少
了上去玩一把，人多了就跟着哄
笑一阵子，然后，跑跳着继续逛
下一个。

秋千，也能荡出爱情和朋
友。青年男女因秋千而结缘，
千绳就做了红娘，把他们牵在
一起；过路的客人，荡了秋千，
结交了这里的朋友，以后过年笑
着就来了。

乐年醉秋千
□静言

那些年的年，带着贫寒简陋的烙印，但每个人的心底，不失
单纯的乐趣与味道。

年节玩社火是最为热闹的。社火班子要几十人，涵盖老中青
各个年龄段。老年人精神矍铄，负责教授鼓乐技巧；中年人老成
持重，掌管敲锣拍镲；青年孔武有力，热衷舞狮耍龙；少年灵活聪
慧，喜欢击鼓踩跷。一村人汇在一起，成为一支欢庆的急流。

铿锵的锣鼓，把空气都震得战战兢兢的，耳膜嗡嗡作响。我
二爷拍铙钹，表情泰然安详，身体款款前倾后移，一双金铙倏然
腾空，在空中飞速打转，踉踉跄跄，忽而收回手中，乍然作响。我
们少年艺不压身，擂起鼓痴迷卖力，擂得浑身淌汗、虎口发麻、震
天动地。

小娃娃们干什么呢？一到了晚上，一准儿夜游神一样，在阒黑
的夜幕里疯窜。那时电视机是稀罕物，去街坊蹭电视，这是不少娃
娃干过的囧事。有的人家慷慨，门敞开着，小凳子都拿出来了，欢
迎观看。乌泱泱的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围着小手绢般的小黑白，
眼睛齐刷刷地放光。我最喜欢《铁道游击队》电视剧，打打杀杀痛
快淋漓。随着剧情，我们傻愣愣地瞠目、张口、引颈、喟叹。

老街坊的大爷们也颇有意思，他们腿脚不灵便，不喜欢瞎
跑，往往就坐在街巷的阳光里负暄，把拐棍往墙上一靠，一屁股
偎在石头上，三五一伙，在石板上用小石子走格子。走格子有

“狼吃娃”，有“挤茅坑”。“狼吃娃”以把对方棋子吃完为胜，“挤茅
坑”以把对方挤得无路可走、掉进“茅坑”为胜。走格子能看出一
个人的智慧、心性。一个捻须蹙眉，作思考状，一个眉眼舒展，作
呵呵状。格子里边有“江山”，有时候，他们也会争得面红耳赤，
不依不饶。可是，末了都呵呵一笑，天下太平，各自回家吃饭。

那些年的年，给了我们独特的情景，独特的感
受，独特的记忆，那是我们生命岁月的叙事，它具有
不可拷贝与粘贴的特性。唯此一份，所以珍贵。

那些年的年
□陈重阳

成年人凭自己的感觉，想当然地说，如今的年越来越没
有年味儿了。孩子们呢？冷眼瞧去，也确实少了几分过年应
有的激动和兴奋，这是他们“00后”的“通病”——处变不惊，
或者，这一代人将来是要干大事的？够淡定！

以前的春节是“五件套”：贴春联、吃饺子、穿新衣、放鞭
炮、守岁。有了这五样，年必定是有滋有味的。这些对那时

的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诱惑，我们在春节前一个月就数着
指头盼起来，等啊，盼啊，熬啊，终于到了年三十。跟着

大人在一堆火前守岁、跨年，想着第二天的新衣服
和压岁钱，还有红艳艳的鞭炮，怎能不兴奋。

现在“五件套”还在，加上新兴的抢
红包、集五福、看春晚，春节成了“八件

套”，甚至更多，可似乎对孩子们依然
缺少吸引力。去年大年初一，我给

四岁的儿子换新衣，他一脸迷茫
地问，为什么要穿新衣服？我说要

过年啊。他说，过年为什么非得穿新
衣服？我的心里一股飓风呼啸而过，想

当年，我可是为了一件新衣服年三十晚上连
觉都睡不着啊。
所以我想激发孩子的热情，让他嗅一嗅年味

儿。年三十那天下午，我特意让孩子和老公一起贴对
联，告诉他，这是过年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家家户户都要
贴上对联，来庆贺新的一年。然后让他参与包饺子，对他

说，除夕夜里吃团圆饺是我们雷打不动的风俗。孩子
似懂非懂，还是愉快地接受了。

吃完饺子，开始等春晚。我告诉儿子，我看
春晚已有二十年，而且每年都坚持听完《难忘今

宵》。对我来说，春晚里藏着浓浓的年味儿。
每年除夕夜，我早早准备好花生瓜子和糖

果，再加一件军大衣，开始我的幸福
时光。从打开煤炉，到插上电暖

器，到打开空调，再到暖气加身，
以前在父母家，如今在自己家，
二十年来从未间断过。

尽管春晚被严重吐槽，我依然是它最忠实的观众，不
是因为有多好看，而是早已成了一种习惯。看着春晚守
岁，对我更像是过年的一种仪式。

孩子终于同意和我一起看春晚守岁，还被小品《学
车》逗得直乐，而且表现良好，时不时帮我抢抢红包，坚持
到了十一点半，睡倒在我怀里。看着他熟睡的模样，我
想，总有一些东西，要传承下去。

寻找年味儿
□阿紫

拜年，城里和乡村是不一
样的。

城市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住在
单元楼，拜年就简单一些。村里的人
大多一个姓、一个家族，或是异姓但
几辈人都居住在一起，拜年就讲究
一些。

我婆婆家在豫东北的农村，初一
早上天不亮，拜年活动就开始了。堂屋
正中挂起谱轴，八仙桌上摆着焦花、麻
糖、馒头、肉碗，肉上插着两双筷子，大人们
面对谱轴恭恭敬敬地磕头祭拜。

哥哥嫂嫂带着孩子给爹娘拜年来了，一进门
就趴在地上给父母磕头。很快屋里院里站满了来拜年的
人，本族的晚辈都要给长辈磕头，长辈总是还没等晚辈跪下就连
忙拉起，说：“免了，免了。”街坊邻居们拱手问好，拉手寒暄，调皮
的小孩子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向老人要核桃，相当于压岁钱。

从初二到十五是走亲戚拜年，媳妇娘家，舅舅家，姑姑家，父
母的兄弟姐妹，爷奶的兄弟姐妹……都是最重要的亲戚。不论
路途远近、刮风下雪，都要想方设法带着礼品去拜年。若漏了谁
家就是失礼，就会遗憾一年，或找个机会补一下。亲戚多的一天
要串好几家，只在最亲的一家吃饭，其余的放下礼品，祝福几句，
说说话，立马就到另一家。

城里人除了给家人、亲戚拜年，还时兴到同事、朋友家里拜
年，以表示自己对别人的尊重。各家的桌子上、茶几上，摆着花
生、柿饼、糖果、瓜子招待来拜年的同事。拜年虽只是一种礼节，
却也是人与人之间联络感情的契机。有意思的是，过年时人的
度量都显得格外大，境界也特别高。登门一声“拜年啰”，虔诚的
笑脸，诚意的祝福，立马其乐融融，拉近了距离，亲热了许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
式。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近年又兴起了网络拜年。从大
年三十就开始了，人们边看春晚边发祝福，唯恐网络拥挤信息发
布不出去，大多在零点以前就开始了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微信
拜年、红包拜年。

年复一年的春节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尽管过年的形式、
内容有所改变，正在用现代化的方式营造新的年俗，可是，依然
包含着阖家团圆、祈求幸福的内容。

拜年
□微澜

岁月回首

文化记忆

民俗民情

若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