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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紫气人间醉；洛浦春风天下新。
横批：人杰地灵 （李向前）

清梅赋韵齐堂彩；茂竹迎风满眼春。
横批：天地同春 （王飞鸿）

咱洛阳城里，老城的年味总是那么醇厚。
先前，老城无大型超市量贩，也没有

星罗棋布的沿街店铺。计划经济时期，为
方便市民买年货，过了腊月廿三，市政府在
市区设置了许多临时年货市场。那时，老
城十字街年货市场的年货最全，副食品公
司、蔬菜公司、百货公司、糖烟酒公司……
把各种各样年货全摆放出来，像展销会一
样布满一条街。老集市场里外全是卖年
货的；中州东路老城段，从西关到民主街，
卖糖果干果、烟花鞭炮，现场写春联卖春
联，卖灯笼挂饰品中国结……老城的年味
就是这样从卖年货的摊位弥漫开来。

老城的年味溢满了每条老街老巷。
除了中州东路等的临时年货市场，东、西
大街的小吃、字画、工艺品、戏装乐器，都
成为过年的畅销货；老城南、北大街的服
装鞋帽店、饮食餐馆同样生意兴隆，游客
摩肩接踵。戏剧爱好者们，在东大街选购
戏装道具、锣鼓响器。过年要添新衣的顾
客，习惯到老城逛街，因为这里商铺集中，
能货比三家，一些顾客出了这个店进了那
个门，买不买转一转也是一种乐趣，转累

了饿了品尝老城的小吃。即便暂时没买
到中意的服饰，逛老城的过程也是在感受
老城的年味。

老城的年味得慢慢细品。我与老城
为邻四十多年了，之前过年买年货，大都
到老城，除了年货多而全，也奔着这里年味
浓。那热热闹闹的年货市场，熙熙攘攘的
顾客，一件件年货，一张张笑脸，流淌出浓
浓的年味。从小年到年三十，我曾经一趟
一趟往老城跑，一次次地买年货，在来来往
往中感悟老城的年味。品年味犹如品美
酒，小杯小口小酌，细品慢咽最得劲儿。

老城的年味依然是那个味儿。这些
年，时代发展了，老城增添了几个大型商
超，还有许多个体商铺，居民采购年货更
方便了。家在老城的赵哥说：“有了超市，
即便年前来不及采购年货，过年那几天，
超市照常营业，也能买到食品、蔬菜。”每
到过年，小女儿也爱到超市凑热闹。“恭喜
你发财，恭喜你发财……”一边听音乐，
一边买年货，可有年味啦！

老城的年味让人怀旧。去年春节，我
在公交车上遇见两位老人，专门从涧西到

老城寻年味。其中一位老人说，小时候在
老城长大，生活在涧西的几十年岁月里，常
常想念老城的老院子老街巷，惦记老城的
年味。每到过年，他们总要到老城转转，不
是串亲戚，也非拜访故亲老友，只是闲转，
走走熟悉的街巷，感受记忆中的年味。

这些年，老城的年味又多了一道文旅
大餐。丽景门、东西大街、洛邑古城、贴廓
巷文化街、洛阳民俗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
化博物馆……春节前后，吸引众多游客。
客从西边来，进入丽景门，经西大街、东大
街，再穿过新街、大石桥、东关大街、孔子入
周问礼乐碑，又从铜驼暮雨步行转到洛邑
古城，沿途参观浏览洛阳历史文化遗迹。
游客或三五成群，或三三两两，或成双成
对，年轻姑娘身着汉服，吃着美食，打卡自
拍，欣赏沿街景致，踏着青石板一路走来，
倩影汉服点缀了老城，带来了别样的年味。

老城高楼不多，居民区也不算豪华，
但老有老的魅力，古有古的特色。老城有
历史厚重感，有人气，耐品味，留存许许多
多洛阳人的记忆。

老城年味，洛阳年味 ，耐人品味。

老城年味耐品味
提起过年，总有一些事物躺在记忆门

口，比如年画。
打记事时起，腊月的某个集日，母亲赶集

回来总会从自行车后座的长条竹篮里拿出一
卷儿东西。停好自行车，她小心翼翼地把那
卷儿东西放在大床正中央，缓缓解开那根红
毛线，哗啦一下，被束紧的腰身一下子松开，
轻轻剥开包在外边的报纸，一层两层三层，终
于一张张色彩鲜艳的年画映入眼帘。清点之
后，母亲轻手轻脚地把它们运到一个老式大
木箱盖上，双手一遍遍抚平，然后让我和弟弟
摁紧四个角，她则把刚刚剥下的报纸层层覆
上，最后压上我的教科书和父亲的镇尺。

自从年画入住家里后，我就扳着指头等
待它们上墙。祭灶爷，糊屋子，做豆腐，蒸
馍，煮肉……北风把日子送了一程又一程，
终于送到农历腊月最后一天。那天，全家人
都起得很早，为过年做最后的准备。吃罢早
饭，母亲开始盘饺子馅，父亲则领着我们贴
春联、贴年画。那时，农村的房子虽然不大，
但需要贴春联和年画的地方很多，院门，房
子大门，屋里小门，只要是门，都要贴。这还
不算，还有肥猪满圈、六畜兴旺、细水长流、

高登云梯、小心灯火、身体安康等都得贴到
正确的地方。天寒地冻，用面粉和的浆糊时
不时会上冻，北风又总是加劲儿，不一会儿
我就被冻得瑟瑟发抖，父亲眼瞅不见，我便
会躲进屋里火塘旁。

还是贴年画好呀，火塘里的木炭烧得很
旺，屋里暖融融的，时不时还能嗑点瓜子、吃
点糖果。墙壁和顶棚糊上报纸后，土坯房里
亮堂了许多，好像也宽敞了许多。如果说糊
报纸是给房子化底妆，那贴年画就是化彩
妆。彩妆一上，整个屋子顿时鲜活灵动起来。

梅兰竹菊四君子静立在父母房间的西
墙上，外婆炕头墙上一个胖娃娃乐呵呵抱着
一条大鲤鱼坐在莲花上，小姨屋里床对面墙
上几个高高挽着发髻的侍女笑意盈盈地望
着我们。年画不仅是年的装饰，更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娃娃抱鱼寓意年年有余，
松鹤图寓意长寿，金鸡报晓寓意吉祥向上，
花中四君子寓意人品高洁。

尽管时代变迁，但少时的年画牢牢地粘
在我记忆的墙上。正值腊月，贴年画的欢乐
场景又浮现眼前，耳边传来母亲的话语：只
有贴上年画、春联，才算真正是过年。

年画迎新幸福长

乡下童谣：“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小
闺女穿花衣，娃子们放鞭炮。”

乡里人把春节称为年下，过年是一年
中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从腊月廿三开
始，乡亲们已放下手中的农活，男人们开
始清扫院子的角角落落，进城置办年货。
女人们则拆洗被褥衣物，刷洗盘盘碟碟，
忙得不亦乐乎。放了假的孩子们不知大
人愁、大人忙，满街疯跑着玩，只觉得时间
过得太慢，巴不得明天就过年。

过年走亲戚，糕点自然少不了。村里
的门市部里好热闹，卖的都是纸包的糕
点，粗糙的黄纸、细细的纸绳，十字交叉一
绑，一斤也就六七毛钱，有蛋黄酥、银条、
麻片、蜜三刀等。

年三十这天下午，各家各户重新把院
落清扫一遍，把喜庆的红春联贴在大门上。
从各家的院外就能闻到一股股浓郁的香味，

家庭主妇们正“当当当”地剁着刚洗好的鲜
猪肉，有的朝滚烫的油锅里放着粉条丸子，
性急的已经开始和面包饺子，准备年夜饭
呢。男人们也没闲着，有的把水缸挑得满
满的，有的在帮着捞滚烫的猪头肉，有的
忙着拌凉菜，预备着晚上喝一杯。小孩儿
们也不再乱跑了，跟在大人的屁股后，干
些不轻不重的小活，趁他们不注意，拿颗
焦炸丸放在嘴里，咯嘣咯嘣地咬着。吃过
团圆饺子，母亲会早早地把过年要穿的新
衣服放在我的枕头边，把新鞋放在床下，
嘱咐我早点睡觉，初一可得早点起床。

初一当天，是一年中唯一吃四顿饭的
一天，早上六点吃饺子，八点又吃烩菜，中
午要丰盛些，普通家庭除了吃烩菜，还摆四
个凉菜，条件好的摆八个凉菜，好喝酒的男
人们会喝上几杯。午饭吃罢，男人们会找
个背风朝阳的地方或打牌挤三家翻跟头，

或两人下象棋，看热闹的人围得严严实实，
看牌的比打牌的人还多。女人们喜欢串门
叽叽喳喳拉家常。小孩们吃饱了，就到村
头的空地上放散鞭炮、玩游戏，一直疯到天
黑，才回家喝白面鸡蛋汤。

初一这天是不让动手的，食材都在除
夕当晚切好，连地上掉的瓜子皮、花生壳也
不能扫。剪子、刀子这些锋利的利器要束
之高阁，以防遭到意外伤害，不吉利。条件
好的家庭，长辈会给晚辈们发压岁钱，收到
压岁钱的小伙伴们脸上洋溢着笑，连走路
都一蹦一跳的。

过了初一，各家各户便开始走亲访
友，有步行的，有骑自行车，成群结队，浩
浩荡荡，很是壮观。

那年月，能穿新衣服，白馒头、肉饺
子、大块肉片尽饱吃，尽兴地玩，跟天堂一
样，过年真好！

最忆家乡年下时

记忆中的童年，过年就要看大戏。家乡
的戏从年三十唱到正月初五，热闹得很。

家乡唱戏人穿的戏服是我们村里人手
工缝制的。戏服从秋忙结束开始做，作坊设
在各生产队的园子里。瞧，几十名妇女飞针
走线缝着戏服，那服装豪华绚烂、刺绣精美、
色彩鲜艳。我的母亲和姐姐便在里面忙碌
着。母亲在红红的绸缎袍子上绣一条龙，金
丝线穿上又穿下，那龙绣得栩栩如生，仿佛
正在腾云驾雾。姐姐的绣桌上是一袭水蓝
色戏服，她正在用粉色丝线绣着一株牡丹
花，牡丹花瓣在她手中次第绽放，雍容华
贵。再看别人，有人在绣官服上的云朵，有
人在绣山水等。临近春节，戏服便做成了。

家乡的戏班子是我们村里人自发组成
的，年年自排自演。跌入腊月，排练便开始
了。大约腊月二十，家乡人便在村东头搭戏
台子，戏台刚搭平整，我们小孩子便迫不及
待地在上面玩儿。我一翻就是十几个侧手
翻，觉得自己就是唱戏的武生，好不威风。

大戏终于开唱了。一大早，戏台下面
便已经成为“凳山椅海”：石块、土坷垃、小木

墩、方凳、长条凳、小椅子、中椅子、大太师
椅，等等。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里三层外
三层的，挤扛不动。锣鼓家伙一阵敲后，红
色的帷幕缓缓拉开。先是士兵们登台，个个
英姿飒爽，碎步踩着锣鼓点。等那士兵站
定，便有一位长胡子官员迈着八字步缓缓走
出，走了好久才走到台中央，捋着胡子唱起
来。轮到旦角上场，观众们都异常安静。那
演员是我同学云的大姐，在县剧团工作。她
身段婀娜，扮相出众，唱到欢乐处，浑身洋溢
着喜庆吉祥，连空气中都好像散发着欢乐。
演员唱得有滋有味,乐队演奏得韵味十足。

《抬花轿》《打金枝》《二进宫》《卷席筒》等是
我们村里的传统剧目，年年岁岁唱不俗，岁
岁年年听不厌。

戏台下，人山人海的外围，有卖甘蔗的、
卖糖果的、卖气球的、吹琉璃的、吹糖人的，
热闹非凡。小孩子们跑来跑去，到处充满着
欢声笑语。

家乡的戏有着浓浓的家乡味道。在家
乡看大戏是一种享受，它滋养着我童年的时
光，散发着浓浓的年味。

儿时过年看大戏

人间烟火色，最是过年时。过年，是一次情感的互
动，让人回味悠长的是老城老街老巷的热闹、厚重与魅
力，让人念念不忘的是儿时家乡年下的乡音乡情与乡
俗，让人溢出幸福的是饱含美好生活期盼的年画和春
联。新春已近，万事可期。愿我们在最暖的烟火中，重
温乡愁，汲取力量，孕育希望。 ——编者

□沈艳丽

□王润霞

岁末多乡愁，心暖是故乡。我的故乡在
南阳群山环抱的一个叫白果树的村庄，儿时
的记忆虽渐渐模糊，但故乡过年的情景记忆
犹新，过年美食的滋味就是甜蜜无比的回忆。

南阳的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有“过
年歌”为证：“二十三贴锅边，二十四扫房子，二
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道鸡，
二十八贴嘎嘎，二十九去灌酒，三十捏鼻儿。”

“锅边”是南阳的土话，就是火烧或者烧
饼的代名词。“贴嘎嘎”就是贴春联，这一天
熬上半碗糨糊，门上、院子里、卧室里、灶台
旁、树上等，都要贴上红红火火的“嘎嘎”。

“捏鼻儿”就是包饺子，大年三十的中午，全
家人都会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要包够两三天
吃的，还要在饺子馅里包上硬币或铜钱，看吃
的时候谁会中奖。大年三十晚上要吃饺子，
熬年守岁，家里人不能睡觉，灯也要长明。

大年初一早上要去上坟，带上鞭炮和烧
纸，去到祖坟那边，一般都是家里的男丁去
上坟，小孩儿也要去磕头。

过了大年初一，就到了过年中最重要的
后半部分——走亲戚。南阳的走亲戚顺序，
一般是初二回娘家，初三走舅家、姑家，初四
走本家嫁出去的亲姐、堂姐家，初五走爷爷
奶奶家的老亲戚、舅爷舅妈、表舅家，初六以
后走朋友同学家。

走亲戚开始送的是果子包，后来换成像
砖头块样子的纸果子盒。记得小时候总是
趁大人送客时，就忍不住撕开个小口子，悄
悄弄几个饼干、糖角子，跑到屋外独自享用。

后来，时代发展了，短信、微信拜年登
场，不变的是连绵不断的温情。

留住乡音，记得乡愁。年味承载着我们
每个平凡人家的岁月追求，是说不尽的故事，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时代
年轮中，它们不只是一种家乡美食的滋味，
更是每一个华夏儿女千年不变的赤子情怀。

家之所在，年之所及。年味如同嫡传血
脉的一本书，需要慢慢品读，又如尘封在记
忆深处的一瓶佳酿，令人陶醉，回味悠长。

年味最是故乡浓
□张长华

人间
最暖

是 过年

岁月
回响

□王君超

□陈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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