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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芷江江西西··

芷江记忆

旧旧年年在在万万家家团团圆圆中中结结束束 年年味味在在热热闹闹中中升升华华

9900后后与与““9900后后””话话春春节节
编者按：春天，万物复苏，一切都是生机盎然的样子；节日，喜气洋洋，人们都因节日而展开笑颜。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让整个华夏大

地都被红色妆点。 片片火红点缀了家门前那条熟悉的小路，缕缕饭香勾起了漂泊的游子对家人的思念，新的一年在阵阵爆竹声中缓缓展现。
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有的人“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有的人“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有的人“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 春节的几日美好，总让人在心底暗自珍藏。 虽说人们总有一年无忧这种美好心愿，但每当遇到挫折时，这些带着美好、温暖回忆的片段便再一次
让自己得以抚慰。

本报策划了一期主题为“春节”的内容，特别邀请了本报 90 后青年记者姚怡和芷江西“90 后”画家蒋振国，畅叙两代人的春节记忆。

□见习记者 姚 怡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单单春节年
货一条，各地便各有心得。 我的家乡河南幅
员辽阔，地势西高东低，由平原、盆地、山
地、丘陵、水面构成；地跨海河、黄河、淮河、
长江四大流域， 素有 “九州腹地、 十省通
衢”之称。民以食为天，仅春节年货中的食，
河南各地区亦有所不同，但糖果、瓜子、花
生这几样年货， 却成为河南人心中的年货
必备。 一壶新茶、一把瓜子、一张椅子，新春
佳节数个沐浴着阳光的午后就悠哉游哉地
度过了。

小时候，年三十是我最期待的日子。河南
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春节最重要的一顿饭
安排在年三十的晚上。年三十的晚上，家家户
户做饭的大厨纷纷闪亮登场， 在大厨们煎烤
烹炸的技艺下、在大小适宜的炉火加持下，新
鲜的食材和佐料加以碰撞， 在调味品的点缀
下，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得以出锅。新春

期间， 凡事都要有个好寓意， 美食也毫不例
外。在河南人的年夜饭餐桌上，代表年年有余
的鱼必不可少， 寓意喜气洋洋的羊肉也是餐
桌常客，素炒什锦寓意前程似锦、红枣南瓜寓
意甜甜蜜蜜、 八宝饭寓意吉祥如意……除夕
之夜，全家团聚，除旧迎新。

吃过年夜饭后， 我的家人们一般自觉
分成三派，休闲娱乐的、吃喝闲聊的、守着
春晚看表演的，无需有人特意安排，一家人
的默契在此时得以体现。 三十晚上要 “守
岁”，以前是点岁火、守岁火，即所有房子都
遍燃灯烛，合家欢聚，后来就逐渐改成把家
里的灯都打开，照亮每一个角落，谓之“照
虚耗”，据说如此照岁之后，就会使来年家
中财富充实。 一到春晚倒计时，新年的钟声
要敲响的时候， 就是我们着急忙慌地找鞭
炮和打火机的时候了。 在阵阵爆竹声中，辞
旧迎新。

从大年初一开始， 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小
规定。 大年初一忌打破碗、镜子等玻璃、陶瓷

器物品，以防破财运，若不小心打破了，可以
用红纸先包起来，默念“岁岁平安”；大年初
一忌洗衣服， 洗衣服则意味着将财富与财运
洗掉。 同理，也不能用扫帚打扫屋子，否则会
扫走运气，招致霉运等。也许很多人听起来都
不以为然， 但就是这些约定俗成的小规定让
新年多了一份仪式感， 也多了一份说不清道
不明的味道。

河南人说的庙会， 是中国特有的集吃喝
玩乐于一体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在庙会上，
除了小商小贩还会有各种民俗表演， 如舞龙
舞狮等，在农村，还会有别具特色、令人期待
的大戏，在河南地区，则以豫剧和曲剧为主，
偶尔有道情和黄梅戏。小时候的我，总是盘旋
在各种小玩具摊位前，5 毛钱一次的扣盒子、
5 毛钱一次的弹弹珠， 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
小玩具装点了我的童年。

小时候的春节充满了浓浓的年味， 离家
在外的亲人们即使远在千里，也要跋山涉水，
和最思念的人团聚，依偎在故乡里。一家人都

回来了，一家人在一起，春节就圆满了。
柏油路替换掉了家门口那条一到下雨总是

泥泞不堪的小路， 一大片金黄的麦地也被钢筋
水泥建成的高楼大厦所取代。 不知道是城市发
展的脚步太过迅速，还是我们都渐渐长大了，谈
起春节，人们都越来越沉默了，甚至很多人说年
味没有了，春节没意思了。

春节，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 不仅是一个节
日，更是合家团圆的象征，中国人对这个传统佳
节的期待,实在无需赘述。在提倡禁燃烟花爆竹
的现在，虽然没有了“爆竹声中一岁除”，但依
旧有别的方式可以替代。 春节的年味不止表现
在这些外在的形式和活动上，更多的是情，正是
大家的互相关爱、真诚祝福，构成了每一个春节
的底色。 春节，无需大张旗鼓的宣传，也无需一
定要进行何种活动，人到了，年就到了，心在一
起，年味就浓了。 年味，它早已印刻在每一张摆
放着年夜饭的餐桌上、 每一个刚见面时温暖人
心的拥抱里、每一幅合家欢的幸福画面中，无需
言表，无尽幸福。

□记者 张翠玲 见习记者 姚 怡

每到春节， 家住芷江西路街道光华坊小
区的 93 岁老人蒋振国爷爷， 心心念念要完
成三件事，为本报画封面年味图是其中之一，
颇有仪式感。

2021年 2月过大年， 虽比往年略晚，但
蒋振国 12 月初就考虑起约稿的内容。 画什
么呢？ “羊年的时候， 羊在人们心中的口碑
好，我画了三只羊，寓意三羊开泰。 猪年的时
候，民间有人说猪有福气但也有说猪懒的，毁
誉参半，我没有画猪，画了写有‘新春好’的
红灯笼。”蒋振国沉思了一会儿，感慨道：“今
年是牛年，这就比较难办喽。牛的口碑在人们
心中也不错， 但是一只牛画出来的形象不太
好。 ”最终，蒋振国决定，今年一改往日画小
图的习惯，画了一整版迎春图，绘画了春柳、
燕子和灯笼等元素，再涂上一抹喜庆的颜色，
春节的年味和春天的希望都有了。

蒋振国每月还有固定的 “作业”要
交———在《芷江西社区晨报》文化版连载 6
幅原创的连环画作品，至今已连载了 400 多
幅。 每到春节，他照例要画一画春节的主题，
讲述以前过春节的习俗和他记忆中的过年场
景。蒋振国对自己的画有严格的要求，过几天
要拿出画来端详检查，如若发现哪里不满意，
就坚持要重画。 “有时，临近截稿，重画一整
幅来不及，我就重画不太满意的部分，画好了
再剪切和粘贴上去。 ”蒋振国打趣地说，这是
他独创的“打补丁”修改法。

要过年了， 往年蒋振国心心念念的另一
件事是请几个孩子吃团圆饭。 “他们都是从

农村来的， 父母务工供他们在这里上学不容
易，而党和国家对我这个老干部很好，我什么
都不缺，能帮到别人一点就尽力帮。 ”蒋振国
口中的孩子都是在附近上学的小学生， 每个
周末都来他这里练字学画， 蒋振国不仅分文
不收，过年了还请他们一起吃团圆饭。家长们
不好意思地说：“应该是我们来报答您，哪有
老师请学生吃饭的！ ”而孩子们则高兴地说
道：“蒋振国比我的亲爷爷对我还要好。 ”听
了孩子们的话，蒋振国哈哈大笑起来。今年因
为疫情， 和孩子们一起吃团圆饭的计划就取
消了。春节是个国人普天同庆的传统佳节，坚
固、深厚的风土习俗和民族文化，年年不息，

亦有更迭和传承。
过去，老闸北的房屋多是自建房，房前屋

后有些许空地，一年到头，居民们习惯将家中
碗橱桌椅统统搬到屋外，用水冲洗，再自然晾
干，家中腾空后，方便男人们打扫除尘，女人
们洗衣衫被褥。

住所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后，就开始拾掇自
己，人们也许一年中都穿旧物，但在新年里是
一定要翻新“行头”的———新衣、新帽、新鞋。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质量变好
了，家中脏了乱了，随时可以请钟点工打扫。

其次，开始写春联、买年画、买“门神”，
张贴在门上图个吉利。现在，春联一部分是买

的，一部分是送的。买来的大红的、烫金的春联，
看上去喜气洋洋；送春联活动多是社区举办的，
召集书法达人挥毫泼墨，为居民写春联。

再次， 是要购买、 备足新年所用的各色食
品。过去，物质匮乏，鸡鱼肉蛋和蔬菜都限购，为
了准备年夜饭，主妇们需要早早排队凭票买。每
户磨粉磨面，包汤圆，做年糕，取“团团圆圆”
“年年高”之意。 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夜，鸡鸭鱼
肉、年糕汤圆、糖果点心都要准备好了。 一家人
围成一桌吃团圆饭，饭后吃着点心、聊着天、收
看春晚。而居委会工作人员此刻不得闲，打着手
电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巷道摇铃喊话， 提醒人
们小心火烛。 居委会沿袭了这一传统， 现在春
节，依然有工作人员值班，有些居民区只摇铃不
喊话了。

蒋振国回忆道，每年除夕这一天，他和夫人
都会为 5个孩子准备好新衣， 叠整齐放在床头，
顺便给他们枕头下面塞一个大红包，让孩子们压
着红包睡觉，又称压岁钱，保佑孩子们岁岁平安。

“我感觉现在的人真是幸福！”从计划经济
时代走过来的蒋振国十分感慨。 他依稀记得，
1982年生活物资限量供应，春节期间鸡蛋每户
3斤，鸡每户 1 只，糖每户 3 斤，花生每人 6 两，
瓜子每人半斤。 平日里，份量比春节还要少。 当
时，纵使物资不足，过年走亲访友依然不空手，
以蛋糕、苹果、香蕉为礼相送。 蒋振国回忆起一
个春节送礼的小故事： 他曾经买了一个鲜奶油
蛋糕送给哥哥家，后来哥哥又送给三弟，三弟又
送给妹妹， 最终妹妹将蛋糕送给了他。 一周过
去，蛋糕送来送去都发霉了，大家直叹可惜！

旧年在万家团圆中结束，新年在欢声笑语中
开始，美好的前程，幸福的生活，再出发，去奋斗。

蒋蒋爷爷爷爷的的新新年年记记忆忆

春日记忆

蒋振国在作画

姚姚怡怡家家的的年年夜夜饭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