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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蛇年姗姗走来，时光若逝水，不禁
凡思趻踔，浮想多多。况且蛇年还是我的

“本命年”呢。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生肖文化中，蛇能

够成为十二生肖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先
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发展过程中，赋予了蛇
聪明、神秘和财富的象征意义，它被人们称
为“灵蛇”“金蛇”等，祝福的意义大过了其
被贬为“阴险狡诈”的一面。

近日看电视剧《奔跑吧医生》，剧中出
现的中国急救标志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
一根柱子样的图案，上面盘绕着一条蛇，周
边有橄榄枝等其他图案点缀。那真的是条
蛇吗？查询了解后确认，那的确是条蛇。
据说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斯扣雷波，以其高
超的医术和善心而闻名，他常手持一根盘
绕着灵蛇的神杖四处云游治病救人，所以
他所手持的神杖就成了医学标志，而蛇盘
绕其上则象征着健康和长寿。

有人说，“本命年”是不吉利的属相年，
要穿红戴红以辟邪。我不信。1977年丁巳
蛇年，战友开玩笑地劝我，要穿红背心的。
我说，咱们整天“一颗红心（帽徽）头上戴，
革命红旗（领章）挂两边”，何邪不能避？现
在回想，那是我刚被提拔为军官的第二年，
正是意气风发时节。那一年的“本命年”，
我沉浸在提高军事技能的愉悦中。军事地
形学训练时，我在山头上一坐就是大半天，
看山川河流，看地形地貌，看它们在地形图
上的显示走向，以至于平面的地形图上那
些等高线，在我的眼里都成为一座座立体
的山川……在军事技术上被团里誉为“四
杰”之一，两年后参加军区比武，我在各个
部队的比武尖子中力拔头筹。

1989年己巳蛇年，我依然没有穿红戴
红。那一年，是我主动申请转业之年，虽然
安置过程也有过焦虑，但是整个安置过程
很顺当。紧张的军营生活渐渐远去，终于
有了属于自己的大把的空闲时间，风雨中

陪着妻女登了黄山，云雾来了，走
了，峰隐，峰露，饱览了俊秀

峰峦朦胧神秘的变幻。
直 到 2013 年

癸巳蛇年，退休
当天的家庭生日
宴上，闺女女婿
郑重地送给我一

枚用红丝绸线编
织的带有玉坠的套

箍，白的晶莹剔透，红的
热烈张扬，抚在手上不舍，当即就

置套在腰带上。这是我第一次在本命年戴
红，除了一种习俗，更多的是亲情的慰藉。
它一直伴随我到今天。那个“本命年”，我
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宗》。

步入晚年，思忖辗转，“本命年”是一种
传统的文化体现，其意义也许是人生的“警
醒”。在我的人生之路上，“本命年”之外倒
是有了诸多的挫折和坎坷，也时常充满人
生的困惑、委屈等，这些给了我许多的考
验，也丰富了人生的阅历，使我悟出，把人
生之路走得顺当些，少些磕绊，则需要不断
地读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

几案满书史，欣然忘百忧。幸有诗书
为伴，幸有码字为乐，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也许是年龄大了，更觉平安为要，其他都是

锦上添花。今年“本命年”，但留强健在，
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夫复何求？！

□庄学

趣说蛇年

本命年

□王慧瑾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老家过春节，那时的豫南农村生
活条件相当艰苦，文化娱乐活动更是少得可怜，但每年正月初
三到正月底的乡间娱乐活动：舞狮子、跑旱船、扭秧歌、玩地
灯、唱皮影戏、听大鼓书，到不同的村庄拜年，基本都能够遇
到。其中，让人印象最深、最震撼人心的，是舞狮。

“咚咚咚，锵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不同的锣
鼓节奏，表达相同的心声。村子中央的广场上，早就摆好一张
方桌，方桌上面摆着长凳，长凳上摆着红糖等各色礼品。伴随
着欢快的锣鼓点，威武、雄壮的狮子时而摇头，时而摆尾，时而
翻滚，时而跃起，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后，分别沿方桌的东
西南北四个方向朝拜，祈愿四邻八乡的乡亲们，来年风调雨
顺，万事如意。接着以一个迅猛的动作跃上方桌，或舔毛，或
搔痒，或洗耳，或玩球，活泼俏皮的神态立显。

舞狮和与它相伴的锣鼓节奏，是民间草根们演奏的慷慨
激昂的歌，是蕴藏于百姓心中的欢乐奋进的曲，它的舞台，大
多数在乡间，在田野。

把欢乐喜庆的锣鼓，用音乐记录下来，使之登上大雅之堂
的，比较著名的有聂耳整理改编的民族管弦乐《金蛇狂舞》，其
来源是昆明的民间乐曲《倒八板》。乐曲用生动鲜明的节奏、
流畅明快的旋律，配上铿锵有力的锣鼓，生动地再现了民间喜
庆时巨龙舞动、锣鼓喧天的欢乐场面，洋溢着欢乐、昂扬、奔
放、生机勃发的节日气氛，听之令人感到精神振奋。2008年，
北京奥运会举世瞩目，开闭幕式都将《金蛇狂舞》作为背景音
乐，很好地烘托了奥运会的欢乐气氛和浓郁的中国特色。

同样吸取民间歌舞的元素，李焕之先生根据陕北秧歌的
音调和节奏创作的《春节序曲》，几乎成了春节期间全国各地
的背景音乐。此时，无论漫步在大街小巷，还是行走在大型超
市，都能够从广播或电视里，听到《春节序曲》那温暖而祥和的
旋律。这首节奏明快、生动流畅、充满活力的交响乐，以管弦
乐队与锣鼓热烈的演奏，营造出优美动听又活力十足的音乐
线条，生动地展示了人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的热闹场面，展
现了中华儿女丰富的情感世界和乐观的精神风貌。

每次听到这热情、喜庆、欢快的旋律，我的脑海中就会浮
现出一幅幅万家团圆、灯笼高挂、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的幸福
安宁画面，禁不住心潮澎湃，手舞足蹈……

□邓世太

我喜欢花草，每到辞旧迎新的日子，都会精心把家里的花
花草草打理一遍，迎接春节的到来。

今年，我从这盆长寿花开始打理。这盆花是从老家带来
的，刚开始不适应新家的环境，好久都是耷拉着脑袋，叶子一
片片落下……我耐心地给它浇水、松土，它竟以顽强的生命力
长出了新芽，如今，还开了花，且开得热热闹闹，挤满了花盆。

虎皮兰叶子用干净的湿布擦后绿莹莹的，更显精神。虎
皮兰养着很省心，不像有些花，几天不浇水就抬不起头。它倒
是长得欢实，生机勃勃的样子，我剪去根部几片老叶，它显得
更有精气神了。

绿萝、文竹、吊兰、铜钱草绿意葱茏，但它们的绿也各不相
同：深绿、墨绿、嫩绿、鲜绿。它们都好养活，生长随性自由。
我把它们搬到浴室里，花洒对着叶子，来来回回冲洗几遍，叶
子上薄薄的浮尘随着水流滑下，看着它们沐浴后清新脱俗的
模样，我的心也明亮、欢快起来。

蝴蝶兰，我情有独钟的花儿。我把它从阳台移至客厅，把
花盆擦得一尘不染。此刻，正是蝴蝶兰大放异彩的时节，我
的心早被翩翩起舞的花朵俘获。蝴蝶兰的花语是：爱和幸
福。愿家人新年生活幸福美满。

一天工夫，家里的花草焕然一新，我置身其中，神清
气爽。小孙子见我忙完，双手给我捧来一杯水：“奶
奶，您辛苦了！还有几天过春节啊？”

我指着刚从花市买的含苞待放的牡丹说：
“等牡丹花开了，春节就到了。”他围着花儿
高兴得手舞足蹈。看着眼前欢乐祥和的
画面，幸福充满心间。

□贾华平

春联摘登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年味儿
也越来越浓了。过年是一种传承，
蕴含着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朴素
民俗；过年也是一种仪式，承载着
祈 福 迎 新 、家 国 团 圆 的 美 好 愿
景。买年货、写春联，听欢庆的锣
鼓、摆迎春的花木，我们的中国年
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
切期盼。

——编者

年年有
岁岁余

鱼

欢天喜地迎春曲

花草芬芳过大年

过年家家吃鱼，讨“年年有余”的彩
头。小时候，我家年年有“鱼”的鱼，专
指带鱼。作为世代生活在北方内陆城
市的家庭，我家平时极少吃鱼，但过年
一定会买几条带鱼。

每年大年二十九的上午，我妈和我
爸都是忙着“搁锅”，就是炉子上支起油
锅，炸，炸丸子、炸麻花、炸酥肉，当然，
还炸带鱼。清理干净的带鱼，切段，用
盐、葱丝、姜丝腌一会儿，裹上淀粉，下
热油锅，炸至金黄，捞出。刚炸好的带
鱼，外酥里嫩，焦香和鱼香“兵合一处”，
直杀口鼻，任谁也抵挡不住。我总忍不
住捏起两块儿，先尝为快。

过年那几天，家里每天中午的饭桌
上，都有一盘烩带鱼。葱蒜爆油，加一
碗水，把几块炸带鱼倒进去，“咕嘟”一
会儿即可。烩带鱼，除了有鱼的鲜香，
又多了葱油香，是我爸最爱的下酒菜。

我一直以为，带鱼只有一种吃法，
炸之烩之。结识许多外省朋友之后，
方知带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烹
饪方法。

舟山人，最爱吃清蒸带鱼。带鱼段
表面打花刀，摆盘中，每段盖一片姜，上
锅蒸十分钟。出锅前，浇一勺蒸鱼豉
油。清蒸带鱼，原汁原味，清爽鲜嫩，但
要选用新鲜带鱼，才最美味，也只有带
鱼原产地的舟山人才有口福享用。

带鱼豆腐汤，是舟山人冬天的“宠
汤”。带鱼段煎至两面微黄，加开水，丢
几块嫩豆腐，小火慢炖，至汤色奶白，最
后撒一把碧绿的葱花点睛。海边的冬
天，潮湿阴冷。一锅青青白白、香气腾
腾的鱼汤端上桌，晚归人深深地喝一大
口，暖香从舌尖流到心尖，一天的寒冷
和疲惫，消散得无影无踪。

在温州，有一道人人爱吃的特色下
饭小菜——白淡生。一指长的幼带鱼
加盐、红酒曲、晒干的白萝卜丝，入陶罐
腌制。三个月后，红彤彤、黏糊糊的白
淡生闪亮登场。外地人称之为“黑暗料
理”，温州人则说它是人间美味，夹一筷
子，就能下一碗米饭。

糟带鱼，是上海人最爱的消夏开胃
小菜。带鱼段煎至两面金黄，码入盘
中，倒入糟卤，放入冰箱冷藏，一天就可
食。炎炎夏日，下班回家，一盘糟带鱼，
一瓶老黄酒，小夫妻对坐，在撩人的卤
香、鱼香和酒香中闲聊。万家灯火时，
人已微醺……醉里吴音相媚好。

这些年，我试着做过清蒸带
鱼、带鱼汤，也尝过邻居上海
阿姨送的糟带鱼、腌带鱼，
均 不 合 口 味 。 我 最 爱
的，还是从小吃到大的
烩炸带鱼——刻在记
忆里的家的味道。

岁月流金流金

深处记忆记忆

一瓣心香心香

红梅吐蕊迎新岁；绿柳携福撒满天。
横批：万物复苏 （师进通）

笔走龙蛇人焕彩；人居河洛笔生辉。
横批：艺苑长春 （寇宏伟）

龙腾四海焕春韵；蛇走八方蕴景祥。
横批：蛇增吉祥 （李学威）

点点红梅妆旧岁；丝丝春雨靓新春。
横批：景明新春 （郜慧芳）

梅香笔底千诗雅；喜上心头万事兴。
横批：满目皆春 （滑彩红）

灵蛇献岁乘龙御；瑞鸟知时引凤仪。
横批：仪象迎春 （潘二焕）

双龙双喜双福至；万事万祥万户春。
横批：新春大吉 （郭桂竹）

龙依华夏人财旺；蛇兆新春福运来。
横批：蛇年大吉 （孙继平）

龙祥国泰千家富；蛇瑞风和万里春。
横批：春满乾坤 （曹丛林）

紫燕迎春春弄景；银蛇衔富富敲门。
横批：迎春接福 （刘宗报）

四海龙腾成大业；九州蛇舞启新程。
横批：锦绣前程 （曹玲云）

龙飞蛇舞吉祥岁；人寿年丰富贵春。
横批：华夏长春 （王双森）

龙携瑞雪留祥瑞；蛇送春风贺丽春。
横批：新春大吉 （武保军）

龙腾四海千家富；蛇舞九州万众康。
横批：欢度新春 （万丰厚）

银蛇贺岁宏图展；紫燕迎春瑞气生。
横批：鹏程万里 （田晓锋）

跃虎腾龙辞旧岁；啼莺舞燕贺新春。
横批：江山多娇 （王守信）

甲辰四季财源广；乙巳三春富运佳。
横批：年年兴旺 （张晓红）

龙腾天宇岁华好；蛇舞神州国运昌。
横批：生机盎然 （滑武兴）

银蛇劲舞迎新岁；瑞雪纷飞兆好年。
横批：喜迎新春 （刁清太）

画卷铺开迎丽日；金蛇舞起会春风。
横批：春满人间 （石开宁）

瑞雪迎春春不老；红梅贺岁岁常新。
横批：国泰民安 （寇廷光）

（洛阳市偃师区楹联学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