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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我们种下雪花
（外一首）

□ 卞奎

在这个季节
种什么花———
那满天飞来的雪花
可当做首选呀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让大地收下她
为她甜睡做温床

当然
收下她
种下她
只为她来年再萌发

银白的雪花
纯洁的雪花
我们栽种下她
她会为我们带来更多期望

我们种雪花
就是种下了爱情
我们种雪花
就是播种了满园春光

那绿的柳枝
那红的碧桃
还有那粉粉的杏花……
该是雪花的萌生

我们挚爱你
故而栽种你
六瓣的雪花
你是神来之笔

你装点冬天
你描绘春色
我们以宽旷的胸怀
悉心融化你

你与我们带来遐思
你与我们带来畅想
你是我们幸福的种子
你是比月光还美的笑脸

陌生之惑

梦里从水中捞出
获得了重生

梦醒时分
世界变样了吗

环顾四周
意象多多

视觉恍惚
隔膜而陌生

陌生的镜子
陌生的面孔

陌生的书房
陌生的琴谱

陌生的图片
陌生的花卉

只有一片片落下的叶片
或似曾相识

并不陌生的诗絮哟
慢慢涌上脑际

瞬间会让你觉得
好诗句灵动鲜活扣响心扉

光阴里的年味

□ 薛燕
春节俗称“过年”，是传

统节日中最隆重的节日，也
是最有民族凝聚力的节日。

“年”的本义是丰收，最初的
内容大概就是岁末祭祀神
宗、庆祝丰收，类似现在的庆
典。全国各地过年习俗千差
万别，但无论地域，无论穷
富，无论忙闲，游子回家过年
团聚是相同的。所以蔚为壮
观的春运潮成了中国独特的
风景。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
的脚步渐近，我的思念也与
日俱增。二十四年来，女儿
第一次异国他乡独自过年，
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自女儿出生以来，每年
的春节，我都认真准备，力争
把春节过得鲜活生动、趣味
十足。

进入腊月，我就开始给
女儿和父母置办新衣服，给
亲朋好友准备春节礼物。

腊八节早晨，老妈四点
多起床，把提前准备的黄米
糯米、莲子百合、桂圆花生、
红豆豇豆等放进锅里，精心
熬制一锅五颜六色的腊八
粥。喝着甜甜糯糯的腊八
粥，告诉女儿腊八节的来历。
饭后，女儿会亲手剥蒜瓣，装
入小坛，倒入米醋封口，腌制
腊八蒜。

腊月廿三是小年，女儿
吃着麦芽糖做的糖瓜，随着
姥姥祭祀灶君，送他上天庭
述职。随后女儿会跟着姥爷
去市场买烟花、爆竹，还有各
种特色零食，比如棉花糖、香
油馓子、山楂、柿饼等。

腊月廿六，老爸、老妈更
是忙碌，蒸馒头、做酥锅、炸
鱼、炸肉、炸豆腐丸子、准备
年夜饭食材，女儿就在一旁
兴高采烈地捣乱。

除夕，女儿和姥爷一起
贴春联、挂灯笼，逼着姥爷放
下手中的活，陪她去外面放
鞭炮，自己却躲到一边捂住
耳朵咯咯地笑。

过年于老妈来说，祭祀
是头等大事。燃檀香，点香
蜡，献上鲜花和水果，跪在蒲
团上，虔诚诵读。院子里，摆
上香案，供上炸鱼、炸肉、炸
豆腐丸子等年货，迎灶神、祭
祖宗……一丝不苟。女儿则
换上新衣服，学着姥姥的样
子，顶礼膜拜，有模有样的。

除夕年夜饭，小肚子撑得
溜圆，女儿仍然坚持等着吃姥
姥、姥爷包的饺子。三岁吃三
个，五岁吃五个，吃了年夜饺
子才能长大一岁。姥爷的一
句玩笑话，女儿竟当了真。

煮饺子，自然是老爸的
专利，我们兄妹谁都不能和
他抢。老爸以当家人的姿态
站在灶台前，为全家煮守岁

的饺子。老爸熟练地把饺子
一个个放进锅里，加盐，搅
拌，盖好锅盖。不一会儿，白
胖胖的饺子，活泼泼地从锅
底相继浮起，在开水里调皮
地翻滚，像在波浪里欢快游
动的鱼儿。老爸的脸在氤氲
弥漫的蒸汽中变得红润、舒
展。饺子出锅，他端起第一
盘热气腾腾的饺子，高举过
头，面朝故乡的方向，神情肃
穆，静默片刻，再拜三拜。

“吃饺子啦。”仪式结束
后，便开始大声呼唤我们吃
饺子。老爸脸上刀刻般的皱
纹里溢出微醺的笑容，浓浓
的乡音洪亮而自豪。

餐桌上，水灵灵的腊八蒜
碧绿如玉，浸透蒜香的米醋醇
厚酸爽，女儿边吃边嘟囔：“吃
了饺子，才会长一岁。”

春晚十二点的钟声响起
来，老爸用竹竿挑起一串鞭
炮，哥哥点燃，噼里啪啦的爆
竹声中，我们又增长了一岁
年纪。

女儿最盼初一的压岁
钱。清早，睁开眼，一骨碌
爬起来，先翻枕头下，找到
红包，收起来，然后心满意
足地穿新衣、吃饺子。出门
拜年必是少不了她的。女儿
天真活泼、善良友好，左邻
右舍都喜欢她。拜年的祝福
语一套一套的，从不重样；
家宴上的祝酒词更是因人而
异、幽默风趣。嫂子的哥哥
头发稀少，并且秃顶，女儿
随口说：“喝了这杯酒，祝舅

舅荒地变森林。”嫂子笑得
岔了气。

记得2006年的春节，我
们兄妹三人拖儿带女回家过
年，那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
团圆。在老爸老妈的带领
下，全家盛装出行，去公园踏
春。天空蓝得透明，阳光照
在结冰的湖面，闪烁着碎银
子般的光。太湖石上的残雪
尚未消融，女儿的笑声划破
寂静的天空，惊扰了枯藤上
的麻雀。女儿一会儿抱着姥
姥撒娇，一会儿缠着姥爷放
烟花，全家就数她最闹腾。
镜头里的老爸老妈笑容灿
烂，真希望时光永远静止在
那一刻，老爸还健在，全家人
一个也不少。

女儿最喜欢正月十五元
宵节。吃完汤圆，不等天黑
就催着我们带她去博物馆广
场看扮玩，看花灯表演。博
物馆广场人潮如海，我和女
儿被挤得顺流而下，踮起脚
尖也看不到台上的表演。好
像只是为了享受这份“拥挤”
而来。不分男女，不分老幼，

“拥挤”本身就是快乐。我们
就这样在人群中漂移，在花
灯间穿梭，夜空的烟花次第
绽放，兀自绚烂着。

……
女儿读高中后，我们为

春节增添了新内容，参加公
益活动和社会实践。

2015年至今，春节期
间我们或去福利院、敬老院
做义工，或带着课题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敬老院里，欣
慰着爷爷奶奶开朗无忧的
笑声，难过着病榻上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人孤独无助的
绝望；福利院里，脑瘫患儿
无邪的笑脸让人心疼，更不
忍回视聋哑女孩分别时恋
恋不舍的目光；1954陶瓷
文化广场，见证窑炉里泥巴
变瓷器的神奇；煤矿博物馆
里，探索煤炭的历史和发
展……女儿不在身边的春
节，没心思置办年货，我依
然选择参加志愿者活动，为
困境中的孩子们做点实实
在在的事情，这也是女儿的
心愿。

走进乡村，深入工厂，女
儿不仅强化了学术意识，培
养了求是精神，更增强了关
注社会问题的责任感。生命
本身虽然只是一种存在和延
续，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
些有意义的事情让生命变得
有意义。

年味中感受传统文化的
无穷魅力，女儿渐渐喜欢上
了文化遗产保护，在大学选
修了文物与博物馆学。大一
有幸加入浙大外语学院良渚
古城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英文翻译团队，与队员一起
为良渚古城申遗校译文字近
百万。女儿还为第四届世界
文化遗产大会、良渚古城国
际学术报告会的专家学者担
任参观良渚博物院的英文解
说员。2019年7月6日，良渚
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成为我
国第55个世界遗产，意味着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有了实
证，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女
儿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暴
瘦十斤。

这些年，我也享受着和
女儿共同成长的乐趣，更珍
惜和女儿在一起的幸福时
光。我知道，小鸟依人般的
女儿迟早会越来越独立，离
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努力给
女儿营造一个快乐、自由的
成长环境，成全她的兴趣爱
好，支持她的追求。相信无
论将来走多远，她都会记得
身后有故乡，故乡里有爱她
的亲人。

时光一去不返，光阴里
的年味香醇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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