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特别

报道

春节，那些事儿

定格的年味时代的印记

一1 957年，天津天后宫春节庙会景象。

_(图一)1 978年春节，
北京凭证定量购买供应花生、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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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6年春节前夕，彭镇乡第一高级
农业社的社员们正在购买年画。

■(图二)1 980年春节，浙江绍兴
柯桥农民在购买年货。

■1961年春节，南京市民在南京夫子庙
花灯市场上选购花灯。

贴年画、写春联、请福字、剪窗花、放

鞭炮，过年染上了喜庆的红色；买年货、

穿新农、包饺子、团圆饭，过年饱含着浓

浓的亲情；逛庙会、扭秧歌、踩高跷，跑旱

船、舞尼灯、耍狮子，过年充满了欢快的

笑声⋯⋯儿千年，中罔人的年就这样有

卢仃色、有滋有味地一路走来。

多年来，我收藏了40多幅规格1i

一的反映春节习俗的黑白老照片，它们

默默无声地记录下春1，传统习俗。每每

欣赏这些老照片，一缕缕年的味道便从

记忆If，飘溢而出，萦绕在我的心头，洒

下阵阵暖意。

逛庙会、赶年集，是过年不可缺少

的活动，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

活动，现在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人

们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赶来，』I『流不

息，摩肩接踵，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

起彼伏，热闹非凡的场面，像一股浩浩

荡荡的春潮汹涌而来，蔚为壮观。

义年货是过年的重头戏，在上世纪

五六}+年代，副食品商店纷纷出动流动

售货车送货上门，为民服务暖人心。货

摊上水果任人选购，买卖公平，好不热

闹，成为那个年代最为亮丽的一道风

景。在改革开放前商品供应匮乏，实行

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粮、油、蛋、

肉、菜、布、棉等各种票证。瞧，这张照

片(图‘)是1978年春节，市民排着长

队，凭证购买定量供应花牛、瓜子的情

景，它是计划经济的1个缩影，也是，L

代人抹不去的春节记忆。伴随着改革开

放，我围的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商品物

资大为丰富，年货的品种增多了，年货

的结构变化了，有些日用品由凭票供应

到敞开供应。这张照片(图二)就记述

了1980年春节，浙江绍兴柯桥农民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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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1 954年春节．小女孩陈小翠
正在试穿妈妈刚做好的新衣。

相购买热水瓶、搪瓷脸盆、铝制品餐具等

日用品的情景。

记得儿时，过年最期盼的事情莫过j：

穿上一件新衣服，而过年时最高兴的事当

数放鞭炮。照片上，小姑娘正在试穿妈妈

刚做的新农(图三)，母女俩脸上堆满了笑

容!放鞭炮的照片(图四)，几个憨态可掬

的男孩，或战战兢兢地用双手捂着耳朵远

远地观望，或小心谨慎去点捻，其情其景，

那种天真活泼，纯朴可爱，表情自然的神

态跃然于“片”E，童趣盎然。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过年时，家家户户买年画、贴对联、

剪窗花。存广‘阔的农村“文化下乡”是春

节一大亮点。许多县供销合作社的流动

推销小组把大批书籍、年画及文具用品

送到村庄。书摊前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财神、灶王、芙帝、年年有鱼、连生贵了、

五谷丰登等，々祥图案年画最受农民的欢

迎，大人们还为小孩挑上几件喜爱的文

具用品。在城市新华书店内外墙壁四周

和天棚卜都拉满了铁线，挂满了编了号

的年画样品，让人眼花缭乱。领袖和英雄

人物以及八个样板戏是那个年代最为时

尚的年必。《。与对联》的照片(图五)，炕

上放着‘张方桌，一位老人和三个孙子

正观看“秀才”儿子写春联。来年的美好

祈愿，被饱蘸浓攫书写在红纸上，撇捺之

间抑制不住出：悦之情。红红的春联贴在

大门上，花花绿绿的年画贴在墙上，简陋

的小屋在吉祥年画的映衬下，变得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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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上世纪七十年代．
儿童在里弄巷问放鞭炮。

生辉，年的味道也被渲染得醇厚香甜!

剪个窗花过大年，将,fi闩装点得红

火富丽、喜气洋洋。在那u‘!清贫而寂寞

的冬天里，窗花就这样带着蓬勃的春天

气息，开遍千家万户，点亮人们心中对

美好日子的向往和希冀。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无论你是

春风得意，还是有载不动的许多愁：不

管那个家是华堂，还是茅舍，人们都匆

匆赶回家，只为享受除夕伎团聚时的那

份欢乐。除夕之夜，热腾腾、香喷喷的年

菜摆满桌上，一家三代人团聚在炕上围

坐，老少同席，一起吃盛满醇香的团圆

饭，唠唠家常，谈谈工作，∽|J颐一年来的

得与失，温情四溢，其乐融融，饱含和凝

聚着浓浓的亲情。

每逢新春佳节，饺子更成为必不可

少的美味。年三十晚上12点以前要包好

饺子，待到半夜子时吃，这时lJ：是农历正

』J初一的伊始，吃饺子取“更岁交了”之

一(图六)1959年春节，北京南苑人民
公社的老太太们跳起了秧歌舞。

■(图五)1 960年春节，刘乃庚一家
在写春联、贴年画，喜迎春节。

意，“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寓

意“喜庆fjl圆”“吉祥如意”。照片上全

家人围着小桌子包饺子，那原汁原味的

温馨感扑面而来。它弥漫在寒冬腊月的

空气里，散发在城乡每个角落里。

过年，家家户户都悬挂大红灯笼，

象征着一年的日子红红火火。大人们，带；

着孩子挑选喜爱的小花灯，小孩心里甭

提多高兴了。

春节期间，农村到处可以听到喜庆

而欢快的秧歌、锣鼓、唢呐声，到处可以

看到玩龙灯、舞狮子、踩高跷、跑旱船等

热闹而火红的景象。玩龙灯距今己有两

干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先人用舞龙祈祷

龙保佑，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它

是春肯期问最热闹的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之一，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瞧，《扭秧

歌》照片(图六)上老太太们腰系红红

的绸子，扭起秧歌跳起舞，个个喜笑颜

开，传递火家埘新年美好生活的祝福和

憧憬。

这浓郁的年味，从远古的风俗中走

来，从大地飞歌中走来，从幸福的生活

中走来，从欣喜的笑容中走来，成为q1

华民族一道永恒的风景，飘散在每一个

人的心问，Lt：人们永难忘怀

现如今，当我们日日忙碌没有时间

写诗，也没有钱去远方。希望这些照』}

中的独特记忆，能成为人们眼中的诗和

远方。囝
(责编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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