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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益君

每年春节前夕，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

按照惯例，他会陆陆续续地收到小辈们送来

的一份份特殊年礼。多少年来，这“年礼”让

老父亲珍爱有加，开心不已，陶醉无限。

乡下老家的小院很别致，别致的还

有堂屋里的一面墙，墙上张贴着许多花花

绿绿、形状各异的奖状和荣誉证书。这便

是父亲每年收到的那些特殊的“年礼”了。

说起这面墙和那些奖状，我有着久

远的记忆。打小我就记得爷爷家的墙上

贴满了新新旧旧的奖状，有爷爷的，有父

亲的、叔叔的，还有姑姑的。奖状的内容

也各不相同，什么“先进生产者”“五好社

员”“劳动标兵”等。记得爷爷每收到一张

奖状，都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夸奖，认真

张贴。父亲和叔叔几个更是不敢懈怠，努

力表现，年年拿奖。

爷爷去世前，将满墙的奖状揭下来

交给父亲，并嘱咐说，留着它，给孩子们讲

讲怎样生活。

果然，父亲经常拿出那些发黄的奖状，

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不仅如此，父亲也

用一面墙来张贴我们的奖状。那时，上学

拿奖状成了我们兄妹几个竞相攀比的事，

放寒假能交给父亲一张奖状，是我们最荣

光的，因此，我们的学习成绩也一路攀升。

参加工作后，单位不兴发奖状了，有

的只是荣誉证书。父亲还是乐此不疲，将

我们的证书拿去张贴，说，贴上好，影响别

人，也激励自己。

再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成家立

业，有了子女，我们的下一代也被老父亲

激励得憋着劲的竞争。我女儿就是这样，

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优秀，放了寒假，

第一件事就是把获得的奖状送到爷爷那

儿，看爷爷认真地贴到墙上，那种自豪感

就甭提了。后来女儿到湖南上大学，高校

也不兴发奖状了，可女儿喜欢写作，加入

了大学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第一年就带回

来一摞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书。这下

可把老父亲高兴坏了，边往墙上张贴边自

豪地说：“孙女送我的这份年礼最重了，我

们老魏家要出才女喽！”

这几年，农村的生活也富足了，老父

亲手里也有了不少的余钱。每年的大年

三十晚上，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

饭，父亲就总是陶醉地看着墙上新贴的那

些奖状和证书，讲评过后，就高高兴兴地

为每个奖状的主人发着他制定的特别奖

金，一大家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看父亲这样，我说：“您让小辈们这

样长进和出色，我们应该感谢您，给您发

年终奖金才是呢！”

父亲眯着眼认真地说：“给我多少钱

我也不稀罕，这些奖状和证书就是送给我

的最好年礼！”父亲说着，脸上洋溢着幸福

陶醉的笑容。

我想，那一张张奖状，并非只是一张

薄薄的纸，也并非只是父亲谓之的“年

礼”，它其实就是一个令人你追我赶的良

好家风！

□刘德凤

母亲不大爱看综艺

节目，但对春晚却情有

独钟。她最钟情于小

品，起先，她最喜欢冯

巩、朱时茂，后来迷上赵

本山、蔡明，现在成了沈

腾的忠实粉丝。

母亲不大识字，看

电视时喜欢重复里面的

台词，有时候她反复地

问坐在旁边的人：“是这

样吗？怎么他说这话？

他是哪个……”不停地

问这问那，弄得我们看

电视的心情也没有了，

所以，我给母亲的房间

装了一台电视机，让她

一个人慢慢看。往年的

春晚，我有时候熬不住

早早就睡了，母亲怕吵

我们，就关了客厅的电

视机，去自己房间继续

看了。

“看重播没意思。

看春晚，一定要大年三

十看，才有过年的味

道。”母亲总这样说，她

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每

当我看春晚重播的时

候，她总能津津乐道里

面的内容，可想而知，她

是直到春晚最后一秒才

关电视机的。

我本来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但去

年的春晚，我酒喝多了很早就睡下了，后来

起来找水喝，路过母亲的房间，发现母亲还

在一个人看春晚，从窗户里我看到，母亲正

在抹眼泪，于是推开门，想看看究竟。

母亲不好意思地说：“这小品太感人

了，都把我感动哭了，你要不要来看看？”

我决定陪陪她，于是坐了下来，母亲很高

兴，还起身给我泡了一杯热茶。我安静地

坐在她的身边，听她絮絮叨叨地说着。

母亲惆怅地说，这春晚的节目太好看

了，要是你父亲还在多好啊，他肯定喜

欢！记得那年跟他一起看春晚，冯巩表演

的《吃面》，你爸笑得肚子疼。

我一怔，我没想到，在这样欢乐的日子

里，我们常看到母亲的微笑，没想到她一个

人的时候，却有着极大的落寞和遗憾。那

些独自看春晚的夜里，她形影相吊，肯定会

想起曾经艰难岁月里发生的很多事，肯定

有伤心、有心痛，却没有一个人陪着她，在她

伤心地掉眼泪时，连个递张纸巾给她的人

都没有。想到这，我心头一阵心酸，于是正

襟危坐，决定陪母亲看完春晚。

“去睡吧，你太累了，还是明天看重播

吧。”母亲让我去睡，而我坚定地摇了摇头，

微笑着对她说：“妈，重播没意思，春晚嘛，

当然要大年三十看，才能有年味呀。”

母亲笑了，我也笑了。

今年，我早早地就搜索到了春晚节

目单，决定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的节目，和

母亲一起看到春晚节目打烊，然后跟母

亲道一声：“新年快乐！”我想，那一声祝

福，肯定是母亲收到的最早的新年祝福。

□董国宾

春天到了，我家照例制定全年家庭

规划，谋划下一步要做的事，并规范每

个家庭成员的行为和思想。在我们家，

这叫开春计划。

父亲一声令下，全家人都到齐了，

聚集在宽敞的客厅里。春节过后，迎春

花开了，空气爽润起来，我们家充满了

暖意。制定开春计划开始了，每个家庭

成员都要把自己的思路和想法说给大

家听。父亲提高嗓门儿先作了简短的

开场白，然后给大哥递了一个眼神。大

哥一开口话就收不住了，一句一句把开

春计划和见解都说了出来。大哥说得

有条理又生动，大家都眨巴着眼睛听得

很入迷。

大哥在机关单位上班，见识多、头

脑灵活，大哥的发言赢得了家人的好评

与称赞，但只有父亲板着面孔不作声。

二哥也把自己的全年计划讲给了大家

听，接下来，当教师的小妹也作了发

言。全家人一番畅所欲言，我家的开春

计划也在热烈的氛围中酝酿着。

等大家一讲完，父亲立马站起来，

像个哨兵眺望着自己的岗位，目不转睛

地瞧着宽敞的客厅和客厅里的每一位

亲人。

这时，父亲走向大哥，和蔼地说：

“仔细想一想，客厅里都有什么？”大哥

东瞅西顾，看了再看，也没发现有什么

不妥，于是肯定地回答：“老爸，我没发

现什么异常。”父亲又对大哥说：“再仔

细闻一闻，能发现点什么吗？”大哥用鼻

孔嗅了再嗅，还是没觉察到什么。“有些

事情被我们给忽略掉了，而自己却不知

道。”父亲伸手端起茶杯，浅浅地抿了一

口茶水，严肃地接着说：“这些被忽略掉

的事，自己虽不易觉察到，但别人的眼

睛明亮着呢。”父亲越说表情越凝重，但

大哥还是不明白，最后父亲对大哥直言

道：“刚才你抽了两支烟，爱抽烟的人是

闻不到烟味的，但别人的嗅觉都很敏锐

啊。”

原来父亲那么细心和用心，制定计

划不会轻易放过每一个细节。我家的

开春计划就这样制定好了，在众多的新

年计划中，父亲特别加上了一条：共建

和谐家庭，走好脚下的路，万不可轻心

和轻举。

别样年礼传家风 我家的开春计划

□张军霞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每次读到这首诗，我总会想起姑姑的

故事。童年的记忆里，因为爷爷写得一手

好字，每年总有很多乡亲跑来请他写春

联，爷爷也乐于助人，有求必应，每次都在

院子里摆上桌子，挥笔泼墨，乐此不疲。

那年，姑姑已经20岁了，出落得像

一朵花似的，有不少人登门为她介绍对

象，爷爷为感谢他们的热心，常常摆了花

生和糖果，殷勤招待，一心想给女儿找个

好人家。不料，任凭介绍人把男方的人

品和家境形容得多好，姑姑的态度都很

冷漠，更不肯去相亲。有一天，爷爷终于

对姑姑发火了：“前前后后介绍了这么

多，就没有一个让你满意的，你的眼光到

底有多高？”

姑姑的眼光，其实一点儿也不高，她

喜欢上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悄悄

来往了半年多，早就私订终身了，只是因

为小伙子家境比较贫寒，担心爷爷不同意，

姑姑一直不敢说。眼看事情火烧眉毛，再

也瞒不下去，姑姑只好把小伙子带回了

家。爷爷封建思想严重，对于女儿自由恋

爱本身就极不满意，听说小伙子家连像样

的瓦房也没有，坚决不同意他们来往。

小伙子拎着营养品登门好几次，都

被爷爷拒之不见。有一次，爷爷正在挥

笔为乡亲们写春联，用眼角的余光瞅到

小伙子又来了，竟然当众掷笔而去，躲在

卧室里闭门不出。

姑姑眼里噙着泪花，小伙子尴尬地

搓着双手，顺手拿起爷爷丢下的毛笔，胡

乱涂抹了几下，心灰意冷地离开了。第

二天早晨，姑姑因为眼睛哭肿了不肯出

来吃饭，爷爷却兴冲冲地推开门，举着一

张红纸问：“这上面的字是谁写的？”姑姑

瞅了瞅，发现男朋友昨天看似随意的几

笔，却恰好把爷爷写了一半的春联完成

了，就没好气地回答：“人家把你的毛笔

弄坏了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要多少

钱，我赔给你！”

爷爷却哈哈大笑：“能写出这样一手

好字的人，人品也差不了！去，把他给我

找来，陪我喝两杯，我还要现场考察一下

他的书法……”姑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一路小跑着把男友找来，他们怎么也没想

到，半副春联就这样拯救了他们的爱情。

如今，姑姑和姑夫已经风风雨雨相

伴了几十年，日子由苦到甜，他们始终相

濡以沫，恩爱如初，每年春节家庭聚会

时，关于当年春联成就的爱情故事，都会

被大家在餐桌上温习一遍，伴随着热闹

的推杯换盏，我看到姑姑和姑夫时不时

对望一下，他们会心地微笑着，目光里都

是深情。

半副春联成就的爱情
岁月印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豫风”版近期将
开设“我的入党故事”栏目，
面向社会征稿。“豫风”版将
从来稿中选择优秀作品予以
刊发。

征文内容：讲述自己受
党教育、接受党组织考验，成
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的难忘经历，表达对中国共
产党的认识以及最真挚而朴
素的情感，展现中国共产党
在人民群众中的深厚根基。

征文体裁：散文、诗歌
等。

征文要求：应征稿件必
须为原创首发作品（未在任
何网络平台和报纸杂志发
表），严禁抄袭剽窃，文责自
负。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
2021年12月31日

投稿邮箱：ncbycx@
126.com

□杨泽文

对一个真正的阅读者来说，虽然阅读

不分季节，但这并不表明就不在乎季节。

比如对我来说吧，春天的阅读是最为看重

的，也是在四季阅读中最不可缺少的。

年少时曾在乡村生活，许多同龄人

年年盼望新春佳节，为的是能添一件新

衣，能吃几顿好饭，能放几串鞭炮。可

对我来说，这些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因

为我所关心的是，能否在新春里购买几

本连环画和几本文学故事书。可在饥

馑的年代里，这的确难为了父母，毕竟

这意味着他们要比别家的孩子支付更

多的费用。于是实在没办法时，我就劝

说父母只买新书不买新衣，其结果是小

伙伴们大都在新春里喜气洋洋地穿上

了父母买来的新衣，而我则身穿旧衣却

在新春里如痴如醉地阅读父母买来的

新书。这样一年又一年，等到我在乡村

完小“农村附设初中班”毕业时，我的大

木箱里竟然已经存放了上百本连环画

和三四十本文学故事书。可以说正是

这些图书，在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温

暖了我的身心，也启发了我的心智，最

终还给了我最好的回报：顺利考进县城

第一中学读高中。

在县城读高中三年，尽管课程多，

学习紧张，但每年春季，我还是尽可能

地从学校图书室陆续借出一些优秀文

学图书。而阅读这些文学作品的地点，

也大多是在校园之外的广阔田野。常

常是在暖暖的春阳下，靠着一个金色的

稻草堆，闻着稻草的特有芳香，一旦打

开手中的书本，往往一看就是大半天；

要是在星期天，实在看累了就依偎着金

色的稻草堆午休，让自己在睡梦里与书

中人物尽情交流与互动……多年之后

的今天，我都认为那是自己所经历过的

最美好的春读时光。

高中毕业再到大城市继续求学的几

年间，尽管没有了到田野春读的条件，但

我还是尽可能地选择校园的某个春阳暖

照的角落，静静地享受我的春读时光。

而我的许多同学呢，他们只将春天当作

或恋爱或出游的最好季节，以至忽视了

可能的春读，自然体会不到春读的美好。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虽为面朝

书海的一介书生，但始终喜在有书，乐

在阅读。每年的岁尾年初，我总能按照

自己的愿望准备好几本新书，然后满怀

喜悦地踏上美好的春读旅程。

其实，对一个想阅读的人而言，要春

读起来并不难，因为春天里我们并不缺少

精力和时间。问题在于我们总是把自己

的精力和时间放在那些自认为重要、其实

并非真的那么重要的许多事情之上。

在我看来，春读因有自然环境的辅

助，比如阳光妩媚、大地温暖、万物复苏，

让人充分感受到岁月的静好与季节的迷

人，阅读也因此容易变成“悦读”。此外，

春读还有季节本身的导引与促进，进而

让人明白：春为四季之始，一切可以从头

开始。故而对阅读者来说，对春读寄予

厚望和抱有热情，自是情理之中。

清人朱锡绶曾在其《幽梦续影》中

这样写道：“素食则气不浊，独宿则神不

浊，默坐则心不浊，读书则口不浊。”无

可疑问，在到处“图快求新”而充满喧哗

与躁动的今天，“不浊”已是一种难得的

境界了。当越来越多的人，随着越来越

快的生活节奏而变得日渐麻木乃至不

知所措时，我却因为每年的春读反而能

使自己的生活节奏变得愈来愈慢，进而

享受到生命应有的闲适、恬淡、轻松、惬

意与从容。

圣洁 徐杨 绘

阅享书香

且以阅读度新春

乡村印象

□王星超

糊屋，又称裱屋，是用面浆子涂在

书纸或报纸粘贴在墙壁、顶棚，作为饰

扮屋子的一种民间装裱。

前些年，故乡人大多居住土窑洞或

泥瓦屋，黄褐色的泥土墙用竹篾或高粱

秸秆扎制的顶棚，由于烟熏火燎，干巴巴

的缺乏趣味。为此每年过年前，为了装

扮屋子，人们便搜寻孩子们不用的书本

或到集会上买上几斤报纸用来糊屋。

糊屋前，先用一瓢白面兑水烧制半

锅稀悠悠的面浆子，之后盛在一个盆子

里，待面浆子放凉之后，搬出一个小桌

子，摊开书纸或报纸，用一个小刷子蘸

上浆子均匀地涂抹在纸张上，尔后轻轻

地掀起，从墙角开始端端正正地贴在墙

面，随之用一个小扫帚在纸面上轻轻地

扫掠下来，纸张便平平整整地粘贴在了

墙壁上。

顶棚上难糊，便用书纸或报纸一张

张对接着糊贴顶棚，墙壁糊好，再在厅

堂中间或床头桌后糊上几张年画，隔上

几个小时，墙壁和顶棚糊的书纸或报纸

干透，满屋子焕然一新。墙壁及顶棚上

白纸黑字鲜亮，绚烂的年画吉祥，一种

浓郁的纸墨油香沁人肺腑。人们串门

走过，会说谁谁家糊得气派，进到屋如

进入纸匣子里一般。

一年里屋子糊得好赖，显现着一家人

的形象。再者，孩子订婚或结婚，虽然身

居泥瓦屋，但只要用书纸或报纸认真地糊

上一遍，便会给人以清新清爽的感觉。

另一方面，墙壁上糊着书纸或报纸，

人们在屋子里闲来无趣，看看墙面书纸

或报纸上的文章和图画便减少寂寞，既

学得一些知识，又增添着一种生活情趣。

岁月递嬗，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

生活条件的提高，如今，故乡人大都告

别了土窑泥瓦屋，住上了墙壁、顶部装

修洁雅的小楼房，碧堂生辉，而泥土屋

的乡土气和用书纸或报纸糊屋的油墨

香气，却成为一种乡村记忆，在我的脑

里萦绕盘旋，挥之不去。

糊 屋□何小琼

守岁，是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两

个字，似乎从年少时就开始。（晋）周处在

《风土记》中写道：“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

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

达旦不眠，谓之守岁。”意思就是，农历除

夕之夜不眠，送旧迎新。讨一个好兆头。

从年少时开始，我们家就有除夕守

岁的习惯。而我最期待的也是守岁，因

为有母亲包的美味的绿豆肉粽吃，那整

整煮了一天、冒着热气、弥漫着粽子的香

味是一种诱惑。我无数次问母亲：“什么

时候可以吃？熟了没有？”父亲总会郑重

其事地说：“要今晚守岁才可以吃，那叫

开锅粽，还会有新年红包。你要乖乖守

岁，不能睡觉。”得到满意答案的我，兴高

采烈地期待着黑夜的到来。

除夕守岁那天，是幸福快乐的日

子。平时父亲总是工作很忙碌，难得陪

我，而母亲要上班，要操持家务，里外地

忙，也唯有过年才是一家人欢聚的时刻。

好不容易吃了年夜饭。母亲端上糖

果年货，摆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是不可少

的，欢天喜地的音乐，多姿多彩的节目，

喜庆的锣鼓震天响。这一晚，我满足地

趴在母亲腿上，或者倚着父亲，嘴里、手

里全是吃的。那欢乐的气氛萦绕着我，

让我陶醉。

当然，我没有忘记正煮着的粽子，添

柴火，去嗅嗅那香味，再看墙上的挂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慢得像蜗牛。除夕

的夜空是月朗星稀，那偶尔蹿上天的烟

花点缀着黑夜，是那么漫长。

母亲给我讲守岁的故事，讲压岁钱

红包的典故，说到古时候有野兽会在除

夕夜吃孩子时，我总会吓得不敢说话，说

到有一位聪明的母亲把用红纸包的钱放

在孩子枕头下，从而野兽不再出现时，我

就开心地鼓掌……

喜欢诗词的父亲会即兴背守岁的古

诗。有唐代孟浩然的《岁除夜有怀》：“守

岁家家应未卧，想思那得梦魂来。”有宋代

朱淑真的《除夜》：“穷冬欲去尚徘徊，独坐

频斟守岁杯。”最喜欢父亲背李世民的《守

岁》：“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

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

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是父亲

让我体味到古时人们守岁的曼妙画面。

仿佛那喜度良宵，迎新年，辞旧岁，还有那

轻歌妙舞的场景就在眼前。

夜深了，正当我眼皮打架时，新年的

钟声响起。父亲已经把热气腾腾的粽子

打开放在了桌子上，母亲正忙碌着往碗

里装一片片香气四溢的粽子。看到我清

醒了，父亲笑着说：“来，吃开锅粽，一年

都顺顺利利。”于是，我飞奔过去，顾不得

母亲连声说慢一点儿，吃得不亦乐乎。

吃了粽子，我心满意足，之前信誓

旦旦说要守岁到天亮就全忘记了。跑

到床上，手摸到枕头底下，一个尚有母

亲手心温暖的红包握在手心，惬意地进

入梦乡……

无数个年少时的除夕守岁，就那样

重复着过，一样的顺序，一样的场景，一

样的甜蜜温馨。直到父母白发暮年，直

到我长大，为人妻为人母。直到母亲离

去，父亲真正地老去。那些在记忆深处

的守岁岁月，成了我永恒的回忆……

记忆深处的守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