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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灵姑剪纸花，迎祺接福缀奇葩。为

了迎接新年的到来，一家人在一起打扫卫

生，小孩子们盼着穿新衣，走家串户。而对于

我来说，剪纸是我家迎接新春必备的小项

目，看着各种神采奕奕的剪纸成果，有着说

不出的喜悦。

剪纸，作为中国民间传统的一门手艺，如

今很少有人亲手去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变得

几乎无人问津。记得几年前，我还是从网上买

剪纸买窗花，各种生动形象的图案，贴在窗子

上真的是年味十足！

外婆是村里有名的剪纸能手，妈妈心

灵手巧，继承了外婆的剪纸技艺，剪的窗花

栩栩如生，妈妈的热情感染了我，我也爱上

了剪纸。要将一张普普通通的红色彩纸变

成惟妙惟肖的图案，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情。成功的剪纸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在

剪之前首先需要在脑海中构思画面，剪的

过程需要耐心和细心，每剪一下都要小心

翼翼，不然就会前功尽弃。为了能剪出好看

的图案，我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浪

费了一张又一张的彩纸。起初都是看着妈

妈动剪刀，跟着她一步一步地操作，到后面

越来越大胆，自己也敢于尝试。从一个个象

征冬日的小雪花开始，渐渐地剪出来生肖

等各种形象，看着自己的剪纸成形，收获满

满的成就感。

朋友来到家中，都以为窗花是买来的，听

到是我家人自己剪的，都赞不绝口。听了他们

的赞美，我决心做出更多好看的窗花。我更进

一步地想，如果能让更多年轻人爱上剪纸，把

这门手艺传承下去，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

大，何尝不是一种荣耀。

辞旧迎新，窗花已然成为了我们全家至

今保留的经典项目，我们共同迎接着新年的

钟声，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兔年来临

之际，在我和妈妈的巧手下，一个个可爱的

生肖兔也被剪成窗花，带着美好的祝福，送

到亲朋好友的手中，送到邻居的门前。看着

剪好的窗花，想象着除旧迎新的夜晚：窗外

烟花绽放在空中，一家人其乐融融吃着饺

子，抬头看着窗花，与窗外的烟花交相呼应。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小小窗花，喻示着一切都是新的开始，这一

切也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期盼来

年国泰民安，人民幸福安康！ 渊一民冤

还有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了。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贴春联是春节

必不可少的年俗之一。

春联亦名“门对”“春贴”，是对联的一

种，因在春节时张贴，故名“春联”。春联源

于古代的桃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艺

术形式，它以工整、对仗、简洁、精巧的文字

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据《淮南子》

记载，桃符是用桃木制成的，传说远古时有

神荼、郁垒兄弟居于桃林，经常捉鬼怪饲

虎，保一方平安。他俩死后，人们为纪念他

们，便在桃木板上写上他俩的名字，于年节

间悬于门之两边，以驱邪避灾。故清代《燕

京时岁记》中说：“春联者，即桃符也。”传说

我国春联之祖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国君孟

昶，公元 964 年春节前夕，这位才子皇帝下

了一道命令，要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

句，以试才华。可当群臣们把对句写好交给

孟昶过目时，孟昶都不满意，于是他亲自命

笔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新年

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春联较多用大红纸书写，当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千门万户，到处是鲜红的春贴，确实

能显示出一派盎然春色。据史书记载，明太

祖朱元璋酷爱对联，不仅自己挥毫书写，还

常常鼓励臣下书写。有一年除夕，他传旨：

“公卿士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初一日太

祖微服出巡，看见交相辉映的春联感到十分

高兴。当他行至一户人家，见门上没有春联，

便问何故。原来主人是个杀猪的，正愁找不

到人写春联。朱元璋当即挥笔写下了“双手

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的春联送给

了这户人家。故事大约只是传说，但从中可

以看出朱元璋对春联的大力提倡，推动了春

联的普遍盛行。 在民间还流传着东晋书法

家王羲之妙书春联的奇趣故事。王羲之有一

年从山东老家移居到浙江绍兴，此时正值年

终岁尾，于是王羲之书写了一副春联，让家

人贴在大门两侧。内容是：“春风春雨春色，

新年新岁新景。”不料因为王羲之书法盖世，

为时人所景仰，此联刚一贴出，即被人趁夜

揭走。家人告诉王羲之后，王羲之也不生气，

又提笔写了一副，让家人再贴出去。这副写

的是：“莺啼北星，燕语南郊。”谁知天明一

看，又被人揭走了。可这天已是除夕，第二天

就是大年初一，眼看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门前

都挂上了春联，唯独自己家门前空空落落，

急得王夫人直催丈夫想个办法。王羲之想了

想，微微一笑，又提笔写了一副，写完后，让

家人先将对联剪去一截，把上半截先张贴于

门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夜间果然又有

人来偷揭。可在月色下一看，见这副对联写

得太不吉利。尽管王羲之是书法名家，可也

不能将这副充满凶险预言的对联取走张挂

啊。来偷揭的人只好叹口气，又趁夜色溜走

了。初一早晨天刚亮，王羲之即亲自出门将

昨天剪下的下半截分别贴好，此时已有不少

人围观，大家一看，对联变成：“福无双至今

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众人看了，齐声喝

彩，拍掌称妙。

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

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钜编写的春联专著

《楹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

色都作了一一论述。当时春联的种类已经

很多，按照其使用场所分为门心、框对、横

披、春条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

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

于门楣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

贴于相应的地方。春联在当时已成为一种

文学艺术形式。

在民间，每年的腊月二十三“小年”一

过，街道上卖春联的已经开始了，只见街道

两旁摆满了红彤彤的春联，一望无际，顿时

让人感觉心里暖洋洋的，年真的到来了，写

春联，贴春联，过大年了。此情此景，让我想

起了儿时在家贴春联，给村上的人写春联。

农家的房子多，门也多，像院门、前门、

后门、房门、各类饲养牲口的小屋门，过年图

喜庆和吉祥，这些门都要贴春联，一般农家

少则五六副，多则十几副，虽然街上有出售

的成品春联，但真正买的农家很少，大多数

是请村里会写春联的人书写。父亲是村里的

民办教师，肚子里有些“墨水”，毛笔字还算

可以，我记事的时候，每到腊月二十以后，父

亲就准备好几瓶墨水，义务给村里的家家户

户书写春联，一直写到大年三十下午才收

笔。而写春联的人家都买来好几张大红纸送

到我家，少小的我在一旁帮着父亲裁剪春联

纸。当父亲书写春联时，我帮他按住春联纸。

此时，家里的桌子上、地面上摆满了父亲书

写好但墨迹没有干的春联。庄户人家实在，

每当来取写好的春联时，总忘不了带一些家

里制作好的年货食品，并说很多感激的话，

每当这时，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我家春联写好后，一般是大年三十下午

由我和弟弟负责粘贴，由于上一年的旧春联

还粘在门上，一般撕不干净，于是我们就用

热水清洗门面，待干干净净后，我和弟弟提

着糨糊，一个门挨一个门张贴春联，待春联

全部贴好后，离吃年夜饭就不远了。

我上学时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描红

时每次十个字就有九个能吃上“蛋”，也许是

受了父亲给村里人写春联的影响，我十几岁

时，就跃跃欲试，从那时开始，父亲就教我写

春联了，随着父亲日渐老去，我从父亲手里

接过了给村里人写春联的“重担”，每年春节

前几天，我都要给村里人写春联，直到我参

加工作到外地后，就很少给村里人写春联

了。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村里人开

始渐渐购买成品的春联了，而乡村写春联的

人也越来越少了。

春联，是春节的名片，是春天的请柬，是

新年的眼睛，是日子的笑脸，是崇天敬地的

仪式，是祝福家国的心愿，也是中华民族特

有的春节符号，家家户户都离不了。写春联，

品尝着喜庆和幸福，收获着团圆和希望。贴

春联，这流传千古的风俗，预示着来年五谷

丰登，日子红红火火！

渊汪志冤

雪花

每年冬季，一场雪都会如期而至

这些洁白纷飞的银两

一定是受了母亲的派遣

前来兑换我的思念

雪花飞一次，我的思念就飞一次

雪花愈浓，思念愈深

思念的雪球在荒野上翻滚

很快滚成一座陡峭的雪峰

远在千里的母亲轻轻咳一声

都会引发一场雪崩

炊烟

翻开腊月的封面

炊烟也起早摸黑赶集

有的猫着身子

有的昂首挺胸

心上都紧揣一个目的地———

年的大考

稻草味的、秸秆味的

还有大柴味的

乡下的母亲手握火钳

调剂炊烟大小的阀门

狂草浓浓年的诗情

犬吠

犬吠越来越稠密

寒风东奔西突

按住了村的这头

却按不住村的那头

巴掌一样大的小山村

父亲总是梦中被犬吠叫醒

喃喃自语：

这犬吠叫破了天，肯定是

他二舅家大小子打工回来了

渊吴晓波冤

炉火

雪花在窗外越玩越疯

天说要结成一块冰

乡下父亲把炉火生得旺旺

一个烤熟了的红薯

托着下巴

在一边慵懒地打着盹儿

每一块火炭

都瞪着火红的眼睛

替年迈的父亲侧耳聆听

远方的风雪夜归人

年味之剪窗花

住在小城，每到冬天，我最盼望的就是

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可近些年，冬天难

得一见雪的踪影。于是，我经常想起雪花落

满故乡的岁月。那时的天气比现在冷得多，

一夜朔风挟着雪花呼啸不止，翌日就足以把

故乡装扮成一个银装素裹的雪白世界。

我最喜欢冬日的第一场雪。下得不紧不

慢，在人们的酣眠里悄然来到。起初是碎碎

的雪粒，一颗接着一颗窸窸窣窣地下着；没

多久，雪花一朵一朵地在空中绽放，下得纷

纷扬扬；后来就成了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随

风飞舞，簌簌地飘然撒落，融入苍茫，沉睡的

村庄仿佛浑然不觉。雪，不但把大地变得一

片纯白，还把清冷的晨光反射进屋里，让屋

内变得格外亮堂。

清晨一觉醒来，母亲早早地生起了一盆

炭火，屋里顿时暖融融的。她带着几分欣喜，

吱呀一声打开房门，然后大声地对

着屋里喊道：“快起床，下雪了，下

雪了！”听到母亲的话，我和小弟一

骨碌从暖暖的被窝里爬起来，急忙

穿好衣裤，兴奋地跑到屋外，仰起

脸不禁惊呼：“哇，真的下雪了，还

是大雪呢！”

小院白了，屋顶白了，树木白了，田野白

了，远处的群山也白了。铅灰色苍穹下，那片

片飞舞的雪花犹如一支魔术棒挥洒出美丽

的图画，给大地披上一件柔软炫目的白色衣

裳，往日的污浊、尘屑和各种小虫小鸟的鸣

叫已销声匿迹。最妙的是屋檐下，落光了叶

子的藤蔓上悬挂着一串串的冰凌，晶莹剔

透，风吹来，叮当作响。高高矮矮、粗粗细细

的树木被雪压得弯着腰，挂满了毛茸茸、蓬

松松的雪球儿，雪花飘呀飘，完全一幅“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致。

就是在这样的大雪天，我和小伙伴们总

是异常欢喜。那厚厚的积雪成了大自然赐给

孩子们的天然玩具。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出动

了，大家全然不惧寒冷，纷纷跑到雪野里撒

欢嬉闹。踩在松软洁白的雪地上，一步一个

脚印，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脆响，雪景里，

满是欢快的笑声。不知是哪个调皮的男孩抓

起一把雪，偷偷塞进了别人的衣领，随着一

声尖叫，打雪仗的游戏开始了。我们把雪捏

成球，尽力地向对方扔去，顿时，大大小小的

雪球在空中抛来掷去，流星一般穿过雪幕，

有时两个相撞，似天女散花，四处飞扬。到后

来也不知道谁和谁是一伙的了，都打成一

团，大家笑得前俯后

仰直不起腰。

雪 仗 打 够

了，我们就会找

一处空旷的地方

玩滚雪球，堆雪人。你一群，我一伙，先抓起一

把雪紧一紧，然后慢慢推着向前滚，不停滚。只

一会儿，雪球越滚越大，我们又红又小的手交

替运动着，呼哧呼哧地喘息，直到推不动为止。

大雪球做身体，小雪球做脑袋，再用煤球做两

只眼睛，胡萝卜做长鼻子，菜叶当耳朵，然后戴

上一顶旧草帽，披上红围巾，一个可爱的雪娃

娃就做好了，小伙伴们开心得不得了。

都说瑞雪兆丰年。望着漫天飞舞的雪

花，爷爷吧嗒着烟袋锅自言自语地说：“麦子

有‘被’了，明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是啊，雪

是丰收的预言家，雪里有大家盼着的富庶年

景。“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在

父辈的眼里，冬雪是麦子的棉被，是滋润它

旺盛生机的玉露琼浆。因此，雪下得越大，下

的时间越长，棉被盖得越厚，来年的小麦、油

菜等农作物长势就会越喜人。

太阳出来了，光芒四射。全村男女老少

都在初雪中尽情享受着新鲜清爽的空气。有

些雪在阳光下已经开始融化，屋檐下有了嘀

嘀嗒嗒的声响。乡亲们动身清扫大门前、马

路上、胡同里的积雪，使扫帚的侧身旋肘，使

大锹的躬身弯腰，嘴里都哈着热气，脸上洋

溢着笑意。清扫起的雪，一车一车地被搬运

到菜园和麦地里。

多少年过去了，故乡的许多人和事已渐

渐变模糊，可每当冬天来临时，我心底总会

悠然飘来故乡的雪花，无声地撩拨着我的思

乡情愫……

渊钟芳冤

乡愁绵绵一片白

腊月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