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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最重要
张人健

谦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
顾连华

打开“随申办”APP，关注

“泖港旗舰店”，在职住院理赔、

医保结算单等均已上线

大年三十，也称“除夕”、“岁除”、“除夜”，

是农历全年最后一个晚上。“除夕”，含有旧岁

换新岁的意思，因此也叫“岁除”。古籍《梦梁

录》书中说：“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

’，谓之‘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

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道，钉桃符，

贴春牌，祭祀祖宗。以祈新岁之安。”据《吕氏

春秋》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击鼓驱逐

“疫痨之鬼”。这就是“除夕”的由来。

“年”是长期以来的一种计时单位，但

实际上并不是最早使用的名称。据记载，

尧舜时用“载”，夏朝时用“岁”，商代用

“祀”，直到周朝才用“年”。“年”这个概念是

根据农作物生长的循环周期而逐步确立

的。东汉期的《说文解字》给“年”的解释就

是“谷熟也”。但民间还有一个“年兽”的传

说，在远古时候我们的祖先曾遭受一种最

凶猛野兽的威胁。而这种猛兽就叫“年”，

它以捕百兽为食。到了冬天山中食物缺乏

时，便闯入村庄，猎食人和牲畜，百姓惶惶

不可终日。传说人和“年”斗争了很多年代

才发现，这“年”最怕三种东西，红颜色的桃

木板，门口烧火堆，夜里通宵不睡，敲敲打

打。有天夜里“年”闯进村庄，见到家家有

红颜色和火光，又听见震天的响声，便吓得

逃回深山躲避，就此再也不敢出来。夜过

去了，人们互相祝贺道喜，张灯结彩，饮酒

摆宴而庆祝胜利。为纪念这次胜利，以后

每到冬天这个时间，家家户户都贴红纸对

联在门上，点灯笼，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烟

花，夜里通宵守夜。第二天大清早互相祝

贺道喜，太平了。这样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就成了“过年”。古时对于“年兽”的说法，

是从“山臊”演度来的。综合历史上过除夕

的习俗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坐夜守岁。除夕，是个特别的

日子，它处在新旧年份的交接点上，古人说

除夕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守

岁是从前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就

是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

新一年的到来，这也叫“熬年”。守岁之俗

由来已久，两晋的《风土记》说：“除夕之夜，

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

‘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

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才称为‘守岁’。”

守岁的习俗是怀旧岁而迎新年，希望阖家

团圆、父母安乐、儿孙康健，这既有对逝去

的旧岁含有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

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除夕夜灯火通宵

不熄，俗称“光年”。

其二是吃年夜饭。就是吃团圆饭。相

传始于南北朝时期，至今更是长盛不衰。南

朝诗人梁徐君有诗云：“欢多情未极，赏至莫

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

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

其三是击钟分岁。先民们相信在一年

的最后一日应击鼓而驱鬼逐邪，获得来年的

祛病消灾。古籍《吕氏春秋》中纪注着这一

风俗。此后每年除夕便都有击钟分岁的习

俗，其中苏州寒山寺除夕敲钟最有代表性。

洪亮的寒山寺钟声报道一年的开始。听到

钟声千门万户爆竹齐鸣，大家走进新年。

其四是燃放爆竹。放爆竹最早是元日

的习俗，《荆初岁时记》中说：“元日，鸡鸣而

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长幼悉整

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

酒......”后来除夕也放鞭炮。宋代苏轼诗曰：

“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清代陈曾寿诗

曰：“迎春爆竹除宵禁，破萼唐花赋岁新”。

新旧之交话除夕。除夕是新岁与旧岁

交接班的时间，这确是个特殊时刻。抓住除

夕辞旧迎新这一特点，历代诗人都创作了不

少颇具特色的诗联，“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

年”。这是流传最广又是通俗工整的一副好

联，两句最为朴实的联语说出了除夕的特

点。唐代诗人史青的诗联是：“寒随一夜去，

春逐五更来”。也写出新旧交替的特点。

欢歌达旦迎新岁。在此就容易想起如

今的春节联欢晚会之热闹场景。也说明除

夕之夜开展一些文艺活动而欢庆新春的到

来，也正是继承着自古以来的民族传统。

除 夕
周师增

“三兄弟，一个短，两个长，一年换一次新

衣裳”，家乡常说的一则谜语，谜底是春联。

贴春联，在我的家乡，是过年的盛大仪式。

小时候，早在腊月初，家家户户都要买

好大红纸，恭请当地小有名望的文人写春

联。在我的记忆中，同村的姑姥爷，教了一

辈子的书，文化人，写春联在十里八村的很

有名气，算是我们那里的“一支笔”了。大年

将近，他们家里往往是最热闹的，都是邻里

乡亲排队来请老师写春联的。我和弟弟也

跟随着父亲，拿着红纸，排着队，谦恭的向姑

姥爷讨几幅墨宝。

后来，父亲便把家里写春联的任务交给

了读初中的弟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弟弟，

用剪刀裁开红纸，铺在大桌子上，倒一碗墨

汁，歪歪斜斜地写下了第一副春联：“ 一帆

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横批是“吉

星高照”。看着自家“秀才”的杰作，父母的

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往后每年春节，

乡亲们知道弟弟会写春联，便拿着大红纸到

我家请弟弟写春联。于是弟弟从东家写到

西家，从本村写到邻村，从小年写到大年三

十的前一天。他觉得为乡亲们做点事情很

开心，乐此不疲，越写越有模有样了，邻里都

亲切喊他“小秀才”。

在我的家乡，写春联时忌讳将红纸用

完。弟弟那时虽小，也懂得长辈们的心思，

所以裁红纸时会很小心地比划着，总要留一

点，而当他将剩余的一条红纸呈给主人时，

会懂事的说：“大叔，纸剩了。”大叔就笑呵呵

地接口道：“好，好，只胜，只胜！”原来“纸剩”

与“只胜”意不同而音相谐，明年只会胜过今

年，讨一个吉利的说法，寄托来年的好运。

贴春联也很有讲究，大年三十的早上开

始，家家户户都要把门里门外打扫干净，将

门板门框残存而褪色的纸屑细心地揭去。

长辈们忌讳在旧对联上粘贴新对联，说那样

叫“字糊字”，谐音即是“自胡自”，自己胡弄

自己，那是不负责任的。

前一天晚上，母亲就用大铁锅打好了浆

糊。年三十的大清早，我和弟弟开始贴春

联，弟弟站在凳子上刷浆糊，我负责给他递

春联，父亲在后面掌眼比划着方位偏正，是

高是低，仔仔细细的比量好高度和左右竖直

后，才正式的把春联按在门板上贴实压紧。

父亲说：“春联不能贴的一联低，一联高，或

者歪了，斜了的，这样不吉利。”那时，贴门联

非常隆重而严肃，这个仪式简直就是象征着

全家一年的吉祥如意、平安幸福。

当所有的门联都贴好后，站在门前一

看，立刻，红彤彤的春联一下子就把年味、过

年的气氛渲染出来了，满心欢喜。乡亲们贴

春联不限于厅堂、正门。窗户贴，灶台贴，碗

橱衣柜也要贴；正屋贴，厢房贴，猪圈鸡栏也

要贴。自然，方位不同，春联的内容也不同。

比如，灶台上最常见的对联是贴在灶王

爷画两边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为

了祈祷灶神上天述职时说点好话，保证来年

丰衣足食；猪圈牛棚常是“槽头兴旺”，“猪羊

满圈”；粮囤上贴着斗方“五谷丰登”，“年年

有余”；床铺上贴着“身体安康”；大门口的树

上或者电线杆子上贴着“开门见喜”，自行车

上贴着“出入平安”；压水井和水缸上贴着

“井水丰源”，“细水长流”；院子里的果树上

贴着“瓜果丰登”；面缸、面盆、菜坛子、盆盆

罐罐都要贴小号的福字或条幅；衣柜、箱子、

柜橱也要贴福字或斗方。反正，家里家外所

有物品都要沾点红色，红红火火一起过年，

红色象征着喜气、鸿运、吉祥、幸福。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红彤彤的门对儿

都就位了。红红火火的对联、福字、贴遍了

房前屋后，乡村已经被红色渲染，点燃了欢

乐幸福的气氛，小小的村庄沉浸在浓浓的

年味里。这些对联和条幅虽不合平仄压

韵，缺少格律对仗，但却有一种朴实之美，

乡野之美！满满的寄托着乡亲们对来年能

吃得饱，穿得暖的朴实愿景。

是的，春联满足着乡亲们一年来辛苦

劳作后的心愿，寄托着来年沉甸甸的希望

和真诚的祝福，“年”的欢乐与幸福也尽写

在这大红纸上。

贴春联
年磊

广阔无边的大海是鱼儿们的乐园，争

奇斗艳的花丛是蝴蝶和蜜蜂的乐园，郁郁

葱葱的森林是动物们的乐园。我的乐园是

乡下那一条欢腾有趣的小河。

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和小伙伴们去

小河边玩玩。小河上面有一座宽坦的桥，

它是用石头垒起而成的，十分坚硬，就像军

人一样守护着小河。小河的左边是一大片

草地，绿油油的，美丽极了。小河的右边是

一块麦田，到了秋天麦田金灿灿的好似秋

姑娘的长裙子。前面是两排笔直的松树在

小道上。

我和小伙伴们在小河边可以玩许许

多多的游戏呢！“扔石头”游戏是我们经常

会玩的，我们各拿一块小石头，然后扔出

去，看谁扔得最远，谁就是冠军啦！

还有些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

小河边钓鱼。记得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

带着小宝一起去钓鱼，爸爸扔出鱼食，开

始钓鱼。小宝正开心地跑来跑去。“钓到

啦！钓到啦！”妈妈兴奋地喊了起来。爸

爸连忙把鱼竿拎了起来，钓上来一条手掌

大小的鱼，它摇摇摆摆地来在我面前，我

们把它放进了水桶。小宝好奇地走过来

看一看，但小宝从没见过鱼，看见鱼动来

动去，游来游去，害怕极了，赶紧跑到了我

跟前，害怕地叫了起来，我们都哈哈大笑

起来。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太阳公公也回

家了，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小河。

我的乐园虽然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河，

但是它给我却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快乐，它

也能抛去我的成长烦恼。

一月过去，马上就要过年了。以往过

年时，一首老歌常在耳边响起：“常回家看

看，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

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

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

了一桌好饭。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那怕

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

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

团圆圆，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

一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平平安安。”

这首歌听了几十年，也唱了几十年，原

以为自己可以一直唱下去，但是年初时，这首

歌突然唱不下去了，家里没有老人了。只能

指望出门在外的子女来看望自己老俩口了。

岁月匆匆，一晃一年又过去了，又要过年

了，出门在外的子女，一年回家几次看望过

父母？原以为看望父母是无所谓的事。常

说因为工作忙，跑不开，或因工作繁忙自己

也很辛苦，难得休息日，自己也要休息休

息，或因自己的小家需要照顾，懒得回去看

望父母。当有一天自己感到一定要回去看

望父母时，立刻动身回去，一到家里，才发

现父母已经白发苍苍，真如那首歌唱的：

“一晃就老了”。有的家里父母已经走不动

了。才悔恨自己光顾着忙工作，照顾小家

而忽略了老家的父母。趁父母健在，常回

家看看父母，陪伴父母，还来得及。

转眼又过年了，如果老家父母还在，一

定要回去看看。毕竟父母为我们带来了生

命，带来了健康，从小到大，是父母艰辛地陪

伴着我们一路走来，上学读书，读书上学，直

至走上工作岗位，父母为子女们的付出，子

女们一生的心血都无法回报父母。父母也

不指望子女的回报。只盼望子女们平平安

安工作，成家立业，照顾好自己的小家。父

母对子女的爱永远是无私不求回报的。

子女过年回家，这是子女们的乡愁。

乡愁是一碗水。永记着快乐的童年，乡愁

是一杯酒，永记着父辈的忧

愁，乡愁是一朵云，随时飘拂

在自己的心头，念念不忘。

常回家看看
张人健

我的乐园
松江实验小学，五年级 董明吉吉

冬日贴
王光中

立在风口

再次认读经幡上的颜色和文字

白头的荻花，村野的指示牌

熟悉的，通往乡村的小路，曲折蜿蜒

桃田在左，麦地在右

一条晨阳里的耕牛

拉近了一段我与村庄的距离

鸟鸣啼开了篱笆墙下的一簇小野菊

脉脉的馨香，低回在一堆碎石间

单薄的、素洁的衣衫

藏不住那一束的冷蕊

遇见，南飞的北雁。落下一根倦怠的羽毛

滑过流浪的胸口，疼痛在漫延乡愁的病灶

临水而居。枫桥下一船的空寂

让冬阳填充

低首检视，跳出的旧诗行，有点温度

继而，摸出一粒后坡地的小麦

咀嚼唇齿生津，有娘亲的味道

于是，这个冬天将不再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