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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角的风突然就大了，小卖部的老板娘赶

紧拿东西压住案板上的杂货，屋里头老板嚷

着：“吃饭了，在干嘛？”泼泼辣辣的老板娘

呛了一句：“不收拾一下就吃饭，东西都不要

了！”嘴巴上虽然厉害，可是手上的功夫却没

有停下来。

我拎着一个巨大的箱子，从他们门前走过，

昏黄的灯光以及摆放得密密匝匝的商品，逼仄、

拥挤，却让我心生一丝丝的温暖和富足，这是人

间的烟火气，它也会无声无息地沁染我。

这应该是入冬后最冷的一天，冷雨不急不

缓，一阵又一阵地飘过来，似乎是无心要与大

家为难。路上湿漉漉的，有一个红色的气球不

知道是从哪个小朋友的手上掉落，在冷风的推

动下，蹦蹦跳跳地往左又往右，它也是迷失了

回家的路了吧。

街道上一盏又一盏的灯亮起，路上的行人

脚步匆匆，我手里的大行李箱虽然是紫粉色的，

但却不引人注目，大概是这个时间段里，最常见

的行头了，而且比我更夸张的有的是——— 左右

开弓，两个大箱子上面搭着大包小包，平日里攒

的针头线脑都想着一股脑地运回家。

小时候，在外地工作的伯父一回家，我肯

定会满村子跑几圈，向全村的小伙伴炫耀伯父

给我带回来好吃的加应子糖、伯母给我买的新

裙子以及堂姐为我准备的课外书。

有一年，当时我还是在异地读书的学生，

放假回家，行李里就只塞了两本书，让一路同

行的姑父很嫌弃，硬给我扛了几个柚子。他自

己倒是扎扎实实地带了两大包东西，找了根棍

子挑着走，倒不像从城里回乡的，反倒像是村

里进城走亲戚的。那时候的车票就很难买，我

跟着姑父辗转武宣、平南好几个车站才回到

家。

那次之后，我便有些愤愤然，想着以后过

年回家我才不要扛这么多东西。

朋友告诫我，不懂事的时候的信誓旦旦，

往往会自己打脸。

我从工作的第一年开始，便习惯了大包小

包往家里扛东西，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

饼、父母的衣服、小侄子的玩具……我不知道

别人是不是跟我一个想法，总想着能有什么东

西都带回家，这样一年才不会有遗憾。有一

年，单位杀猪，分了十几斤的猪肉，我竟然学

着本地人做腊肉，“哼哧哼哧”包了几层扛回

家，妈妈一煮，发现咸得能砸死卖盐的。

今年我本不想进入春节“货运大军”的行

列的，平日里也没少给家里人买东西，再说妈

妈也再三强调了：“现在什么都有，你就不用

买什么东西回来了。”

话虽如此，但是回家不带点东西，感觉就

像缺了点什么东西似的。每次打开行李，从箱

子里往外拿礼物，就感觉自己这个年收获很丰

盛似的。小孩子的兴奋自然不言而喻，妈妈虽

然嘴巴上嫌弃着“怎么又乱花钱”，但眉眼中

舒展的笑意还是抹不去的，大约她也是能从中

看出我的日子不会过得太艰难。

原先计划开车回家，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还是决定坐动车回家。结果发现自己备下的东

西有些多——— 给妈妈买的厚衣服、给小朋友买

的书和玩具、给亲戚们备的年货……朋友出了

个主意：“快递回家啊。”这倒是好办法，趁

着快递还没放假，赶在最后一天把衣服、年货

统统寄了回去。

但在家里收拾东西，发现我的行李箱太

小，而要带的东西太多。所以，在冷风冷雨的

街头，我拎着大箱子行走，在这一刻，仿佛我

便是走在了归家的路上。

新买的箱子是原来的箱子的两倍大，我将

这一年来备的东西带回去：逛街时候看到的小

人偶，是要带给小侄女的；给小侄子买的画册和

球拍；给妈妈买的护膝……林林总总——— 我一

件一件地放进箱子，箱子一下子就被塞满了。

我不知道，是我的年货太多，还是我的乡

愁太满，它们都关不住了，溢出来，让我站在

箱子面前，满是惆怅。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盛大、最隆

重、最热闹的传统佳节，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

信仰和梦想。历代古诗词中的年味，经过了几千

年的沉淀与发酵，是那样的绚丽多彩，别有一番

意境。

期盼团圆 崇尚美好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是中国一年中最

大的团圆节，回家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题，是情

感的磁场，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守望。最美好

的年节，总是与至亲挚爱相守度过，陪伴是最深

情的告白，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而团圆相守一

定是通过重要的除夕之夜来实现，举家祭祖敬

天，吃年夜饭，守夜达旦……

除夕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古人

非常重视，多有吟咏。《诗经》中“今我不乐，

岁月其除”，是“除夕”最早的记载。“欢多情

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

梅”，是南北朝徐君倩描写与妻子温情围炉守岁

的场景，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守岁诗。

唐代李世民“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写

出一派欢度良宵的奢华景象；明代沈宣描述普通

人家欢忙景象：“分岁酒阑扶醉起，阖门一夜齐

欢喜”；清朝筱廷的“一餐年饭送残年，腊味鲜

肴杂几筵。欢喜连天堂屋内，一家大小合团

圆”，则是一幅合家欢聚吃年夜饭的风俗画。

除夕之夜，因无法与亲人团聚而乡愁满怀，

留下一首首千古绝唱。唐代高适发出“故乡今夜

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的感叹；白居易写下

“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的感伤；唐代戴叔

伦留下“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的感慨；袁

枚写出“今日慈亲成永诀，又逢除夕恨如何？”

的无奈。

小孩是喜庆除夕的主角，苏轼诗中写到：

“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宋代范成大诙谐

地写吴中的年俗“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

人买”；成年人则有“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

跎”、“老心多感又临春”的感怀。

唐代张说的“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

来”，既是惜时，又是对新一年的憧憬。宋代

杨无咎的“大家沉醉对芳筵，愿新年胜旧

年”，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传承民俗 普天同庆

春节起源于殷商，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

武帝时代。敬神、祭祖、守岁、祈福、贴春

联、拜年、吃团圆饭等传统文化的保留营造了

浓浓的年味，也唤醒了许多人的春节记忆。

春节见之于诗词，最早始于三国曹植的

《元会》诗：“初步元祚，古日惟良，乃为嘉

会，宴此高堂。”可见古代宫廷有贺岁之礼，

规模宏大而隆重。

宋代范成大描写“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

朝天欲言事”祭灶风俗；唐代来鹄刻画“新历

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放爆竹的场

面；唐代萍逢“相逢但祝新正寿”说的是正月

初一人们互相拜年，恭贺新禧；陆游写下“半

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的逍遥情

趣。

天增岁月人增寿。范成大就发出了“老翁

把杯心茫然，增年翻是减吾年”的感叹；韦应

物“新正加我年”与刘长卿“年加白发中”诗

句都道白规律；倒是陆游风趣：“今朝一岁大

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

清朝赵翼写的“老夫冒冷披衣起，要听雄

鸡第一声”，抒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东

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是辛弃疾

描写“闹元宵”习俗的盛景；杜甫的“谁能更

拘束，烂醉是生涯”被认为是守岁诗的代表，

失意人生在杯酒中得以释怀。

最脍炙人口的当数王安石所作的“爆竹声

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流露出一位主张变

法、除旧布新的政治家的自信与豪迈。

明代于谦留下“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

头”的新春寄语；清朝孔尚任写下“鼓角梅花

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细致地描述了新

年来临时，人们拜天地、敬神佛、走亲访友、

相互拜年的各种场景。

有关春节古诗词，都在凡俗的细节里重温

逝去的时光，恰似明代唐寅的一句“岁暮清淡

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

爱国如家 振兴中华

“家国两相依，有国才有家”。家国情怀

是春节文化的精华，古人常以诗词言志，既处

人生困窘之际，仍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

的命运紧密相连。

唐末乱世，罗隐忧思动乱将倾的国家，写

下“岁月已如此，寇戎犹未平”。 1234年金

朝灭亡，当年除夕文坛巨匠元好问寓居今山东

聊城至觉寺，写下“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

泪洒吴天”，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文天祥兵败被俘，在狱中度过人生中最后

一个除夕，写下“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

央”，彰显这位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明朝戚

继光留有“燕然北望空弹剑，马革寻常片石

难”诗句，让人感受到诗人破虏立功、战死沙

场的壮志。

1842年除夕，林则徐在贬所过春节，奋

笔疾书“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

苏”，呼吁全国上下卧薪尝胆，图报奇耻；明

代曹学■赴桂上任时已是半百之人，勤政爱民

的他曾作“私忧国计无归著，屡到家书亦厌

烦”。 1942年抗日期间，董必武在重庆写下

“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陪都歌

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诗中充满对国

泰民安的向往。

品读古诗词中的年味，感受难忘的春节记

忆，在岁月里穿越，蓦然回首，时光未曾流

逝，因为春节从没离开。

在古诗词里品味春节
□唐宁远

回家的箱子
□黄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