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享受浓浓的春节氛围时，儿时乡间过年时那些年

味，在我的脑海深处逐渐地清晰起来，一如陈年的老酒，愈

发显出旷日持久的醇香，令人回味无穷，品咂不已。

儿时盼星星盼月亮般盼过年，一过腊月二十三，年味

便浓了。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去供

销社置办年货了，那时年货都是凭票供应，一斤糖、二斤

油、三斤鱼、五尺布的，妈妈的手里捏着杂七杂八的一叠票

儿，捏着我们全家人过年的希望。

糖分两种，一种是黄不拉几的白砂糖。大人们都叫它

“古巴糖”，我们却不大喜欢，原因是背着大人用沾了唾沫

的手指去糖堆里粘些放进嘴里，涩涩的还略带些怪味，品

半天也品不出甜味来。我们喜欢的是一种做成橘子瓣一

样的浅黄色的水果糖，我们叫它“光腚子”糖，拈一块放进

嘴里，用舌头搅来搅去，一会儿工夫就甜津四溢，一甜就甜

到心里去。幸运的话还能分到几两“高粱饴”软糖，又甜又

软，直嚼得口舌生香，是我们的最爱。

鱼一般分的是海带鱼，我们叫“刀鱼稍子”，肉少味

正。偶尔还能夹带几只小海兔子，做出来很有嚼头，往往

刚上桌就被我们哥俩抢进了碗里。妈妈扯布的时候我们

的兴趣早转移了，直勾勾地被鞭炮摊吸引过来了，鞭炮也

就三两种，电光炮、二踢脚、小草鞭，包装也简单，可是我们

半天也挪不开脚步。最后在我们软磨硬泡之下，我和弟弟

一人得到了一挂一百响的小草鞭，虽不情愿，但也没有办

法。因为妈妈总说“买鞭不如买蜡，买蜡不如买画”，鞭一

个响就没了，蜡烧一会儿也没了，只有画贴到墙上能看一年。可我们总觉得画上那

些抱鲤鱼的大胖小子，总没有兜里揣着鼓鼓的一盘小鞭来得实在。

千等万盼中，除夕夜终于来临了，我们挺着撑得鼓鼓的肚子，摸着兜里揣着鼓

鼓的小鞭，兴冲冲地出发了。我和弟弟分的小草鞭早被我们拆散了，一个个地装进

了兜里，这样可以节省着放。

我们提着自制的土灯笼，一个除去商标的罐头瓶，瓶里放上一截插在萝卜块上

的蜡烛，瓶口拴着一截细铁丝，铁丝头上缠着一根木棍，点燃蜡烛后，举着木棍，这

个简易的灯笼就能发出一团昏黄的光了。我们走街串巷，呼朋引伴，大呼小叫，鞭

炮声和笑声不断地在漆黑的夜空中炸响。

疯跑一阵累了，就相约着去听书。生产队饲养所烧得烙屁股的大通炕上，坐满

了老老少少，正在听村里的“古秀才”说书呢。“古秀才”农活干得不怎么样，却装了

一肚子千奇百怪的故事，什么九头怪、黄泥老爷啊，这会儿正讲着“薛礼征东大战盖

苏文”呢，每每讲到关键的时候，干咳两声，就有人赶紧上前把热水续上，眼巴巴地

盯着他的嘴生怕漏过哪句重要的话。说书一般持续到吃“发纸饺子”前，故事高潮

处，“古秀才”一句“且听下回分解”，众人纷纷下炕蹬鞋回家。

众人散去，“古秀才”的眼神也随之暗淡，这时队长喊了一句：“老古啊，跟我回

去吃顿‘发纸饺子’吧。”“古秀才”闻听直搓搓手，嘴里喃喃：“这、这好吗……”最后

还是讪讪地跟在队长身后回了家。我们一帮孩童是等不到下回分解的，暖和一会

儿，就跑得没影，又到村街上疯去了。有时候往往耽误了回家吃“发纸饺子”，被找

回家后却不会挨骂，更不会挨打，因为大过年的，一是禁忌多，二是父母宽容多，也

就敢放肆一回了。

吃过年夜饭，还要撑着发沉的眼皮熬年夜，因为年俗说守到天亮，百事顺畅。

撑不住时，母亲浣在水瓢里的冻梨就端上来了，外面结着一层硬硬的冰壳，敲开冰

壳，里头是酸甜绵软的冻梨，咬上一口，从脑门直沁心脾，一个激灵过后，人立马就

精神了。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大年初一该给谁拜年磕头，该约谁一起去看秧歌放鞭

炮，躺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地“烙烙饼”，胡乱想着想着，就走进了五彩缤纷的新年美

梦中了……

年年

味味

□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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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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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过年的传统习俗中有“守岁”之说。说到守岁，大家感想不一，而我对

守岁似乎总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年年的守岁，我们守的是什么呢？是友情，是希

望，也是梦想。

是啊，在我们人生的风风雨雨中，哪一步少得了朋友的帮助与呵护呢？由各种

机遇结下的友谊和情缘，无论是新朋还是老友，也无论是见过面的还是神交已久

的，这都不妨碍友情的增长和加厚，你说这一份份深深的、浓浓的友情不正好在守

岁的除夕细细品味吗？

不错，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希望与梦想，似乎都是虚幻的、是不真实的，但汗水

可以将虚幻的未来和计划转化作现实啊！没有了希望，就没有了真正的未来；没有

了梦想，现实的存在似乎也没有了意义——我们每一天灿烂的现实，不都是昨日那

绚烂的梦想吗？

就在辞旧迎新的时节，我们慢慢回想，那一点点由希望与梦想结出的硕果，正在昨

日的枝头含笑；再抬头，未来的路上，希望也正在招手，而踌躇满志的现实，也在新春短

暂的休憩中跃跃欲试，那守岁的时光不也正在一寸一寸地被镀上灿烂的霞光吗？

其实，守岁更是一个美妙而悠远的愿望——“守岁”，不正是抓住了流逝的岁

月，走在时光前面的一个美好梦想吗？

守岁不是保守，也不是停滞，更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起跳前的助跑，出发前的

整装！

经过了“守岁”的洗礼，我们的明天才会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守 岁 随 想守 岁 随 想
□曹景常

过了腊八就是年。每到一年的年根儿，我国东北

地区，大地冰封雪冻，一片银白。在人们的印象中，冰

雪与年总是相伴而来，它们相互滋养，构筑起独有的

文化景观。

从自然角度看，岁末年初，正值北半球冬季，在广

袤的北国大地，低温促使江河凝冰、瑞雪纷扬，银装素

裹的景观成为年关临近的显著标志。“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奇幻的冰雪之景，是大自然

为年预备的盛装。冰凌垂下，宛如水晶帘幕，封存旧

岁的琐碎；雪落无声，似给大地铺上绵软新被，孕育新

春希望。农谚“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更是道

破了冰雪与年、冰雪与希望之间的关系。

人文层面，冰雪与年的羁绊更深。从岁月的时序

更迭来看，年作为农耕文明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通

常落在冬季。此时，大地冰封，白雪皑皑，自然界以冰

雪的面貌呈现出一种静谧与蛰伏。这是天地的“息

壤”时刻，与年所蕴含的辞旧迎新、休养生息的文化意

义不谋而合。农耕生产在冰雪的笼罩下暂时停歇，人

们遵循着自然的指令，放下田间农具，盘点一年的收

成与得失，如同万物在冰雪之下暗自积蓄力量，静候

春生。年，便在这冰寒肃静之中，成为人们心灵与生

活节奏的缓冲站。从哲学思辨的维度探究，冰雪的至

纯至净，映照出人们内心对纯粹、本真的精神追求。

年，在文化心理上何尝不是一场灵魂的洗礼？旧岁的

烦忧、杂念，随着年关临近，在冰雪营造的冷峻氛围里

被审视、沉淀。人们渴望藉由新年，如冰雪消融般褪

去尘世铅华，回归赤子初心，以澄澈之心迈向新程。

冰雪赋予年以净化的仪式感，年则将冰雪的纯净内化

为生命的重启力量，二者交织成一幅精神蝶变的文化图景。

可以说，冰雪与年，一天一地、一冷一暖、一静一动，自然的岁末冷凝与人

文的新春炽热相融，铸就华夏大地独有的年文化魅力，岁岁年年，永绽光芒。

从东北地区人们的众多生活习惯，可以直观感受冰雪与年的深层关联。

居住是生存与冰雪的博弈。传统东北民居“烟囱安在山墙外，窗户纸糊在

外”，东北人不仅要砌厚墙，装双层窗来抵御凛冽寒风，在烟囱设计上也别具一

格。人们把烟囱立在房屋外面，通过特殊构造防止倒烟和热量向室外散发。

过年期间，冰雪封门时，一家人围着火炉取暖，这就是年的惬意。过去，几乎家

家有火盆，炭火盛于盆，置于炕桌下，老人抽着旱烟，孩童烤着土豆，严寒被挡

在门外，是东北人“猫冬”的暖意来源。

冰雪催生“交通工具”智慧。在东北，狗拉雪橇曾是林海雪原里的“快车”，

送货载人，铃声清脆划破雪野寂静；冰车是孩童至爱的玩具，木板下镶铁条或

钢珠，手持铁棍助力，冰面上风驰电掣。过年时，坐着雪橇走亲戚曾是别样的

东北风情。而今，随着汽车的普及，每年冰雪到来前，很多人早早就给车装上

防滑链，也是东北特有的习惯。

饮食文化更是冰雪孕育的美味传奇。冻货堪称东北“户外冰箱”特产，冻

梨、冻柿子，冷水一泡，冰壳下果肉软糯，果汁冰爽甘甜，在室内燥热时来上一

口，冰火两重天；黏豆包用黄米面包着红豆馅，蒸熟后耐储存，寒冬户外劳作，

揣几个在怀，饿时咬上一口，热气腾腾暖全身；杀猪菜，年关杀猪，五花肉、血

肠、酸菜一锅炖，在冰天雪地邀亲友围坐共享，驱散周身寒气。此外，因为冬季

漫长而寒冷，为了在冬季保存食物，东北人发展出了独特的储菜窖、养成了雪

地埋肉的习惯。储菜窖是利用地下的恒温环境来储存蔬菜，而雪地埋肉则是

将肉类埋在雪中，利用自然低温来冷冻，冻货不失水分。当前，东北人通过短

视频展示制作“自然冰箱”、制作冻梨的过程，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冰雪与年相互滋养，造就了一系列特别年俗。

冰嬉，这一古老传统从宫廷走向民间，贯穿年节时光。宫廷冰嬉盛时，八

旗健儿如冰上飞燕，速滑、花滑、冰球雏形技艺精彩纷呈，尽显尚武豪情；民间

则男女老少齐上阵，天然冰场成欢乐海洋，孩童嬉闹、青年竞技、老者含笑观

瞻，亲情友情在冰刀划过处升温，年的喜庆随笑语散落冰面。

冰灯是年的标配，它原是渔民以冰为罩、燃烛照明的实用发明，从大门两

侧到家里各个角落点上冰灯，寓意照亮来年的路。如今，冰灯经岁月打磨，已

经成为年下的璀璨艺术。剔透冰块雕成花鸟鱼虫、神话传说，内置彩灯，夜幕

降临时，街巷冰灯亮起，与大红灯笼争辉，照亮归家路，暖了游子心。此外，在

年节装饰中，冰雪元素点睛添彩，冰雕雪塑玲珑剔透，立于街头巷尾、景区广

场，与大红灯笼相映成趣，刚柔并济间尽是年意。更有民间艺人以雪为纸、冰

为墨，雕琢生肖、福字等祥瑞符号，将祈愿封于冰雪，待暖阳融释，化为新春祝

福。

查干湖冬捕是东北地区的一项传统活动。祭天醒网仪式庄严肃穆，德高

望重的鱼把头带领渔民，在冰面上摆上祭品，感恩自然赐福，祈求平安丰收。

在巨大的湖面上，捕鱼人在鱼把头的指挥下，分工协作，将大网放到冰面下捕

鱼。渔民们分工明确，凿冰、拉网、收鱼，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协同，冰天雪地中

相互配合，挥洒热汗。周边村民、外地游客或参与劳作，或驻足围观，场面热闹

而壮观。

在东北的一些地方，还流行一种“尝鲜儿”的年俗，也叫“偷饺子”。天寒地

冻之时，人们习惯把饺子、豆包、馒头提前包好蒸好，放在天然“大冰箱”里，过

年期间，随时拿出来热一热就能吃。忙年的时候，家家户户之间都会互相帮

忙，今天你帮我家包，明天我帮你家包，包完之后，大家都会“偷着”带回去几个

饺子，然后尝尝谁家的鲜，谁家的香，谁家的好吃。吃完了还会给相应人家反

馈，你家饺子咸了淡了之类。这种“偷饺子”年俗让冰天雪地里的邻里之间多

了一份温情，让年过得更加有滋有味。

总之，在北方，人们通过冰雪来“打扮”年，又通过年来丰富冰雪，彼此之间

形成了一种为人们所欢迎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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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纸作者：张杰

年俗画作者：李俊杰

芳姐：

你的包裹我已收到，满满的一大箱吃食，都是我之前未

曾见过的，看上去很有食欲，叫人忍不住口舌生津，先尝为

快。但我要控制我自己，不能忘情于口腹之欲，我要把它们

暂时地储藏起来，留作年货，等亲朋好友们都聚到一块儿时，

再做分享。

眼下春节将至，年关在迩，不知道你们江西那边的氛

围如何了？吉林这里已经很有年味了。各大商铺，张灯

结彩，喜气洋洋，琳琅满目的年货已经摆上了货架，像是

待嫁的新娘子。超市里循环播放着刘德华的《恭喜发

财》、凤凰传奇的《拜新年》，听得人不胜感慨，这一年过得

可真快啊！

我记得你曾与我说过，你因为迷恋《盗墓笔记》的关系，

而对长白山神往已久，想看看那里到底有没有神秘莫测的云

顶天宫。前两年我还笑话你幼稚，岂能把小说当真？没想到

今年真有一座雪雕版云顶天宫于长白山上拔地而起。

雪雕版云顶天宫占地面积有1万余平方米，主体高20米、

宽60米，造雪量达8万立方米。此非虚言，几天前我曾驱车造

访，的确大气磅礴，有亭台楼阁之胜，轩榭廊舫之彩。尤其到了

晚间，华灯初上，黄的、绿的、红的、蓝的……五颜六色的光柱，

盈满了整座雪宫，仿佛于刹那之间注入了一股神圣之力，将原

本单色调的雪雕，幻化为了仙楼琼阁，瑶台银阙。

凭栏远眺，登阁远瞩，但见台下游人如织，口吐白雾，两

鬓挂霜，鹤发童颜，东风一起，山雪弥漫，好似天宫开了一场

蟠桃盛宴，游人不再是游人，而是一群前来赴宴的神仙，各个

鸾姿凤态，仙风道骨。这个像何仙姑，那个像蓝采和，中间那

位像曹国舅……

可惜我不好饮酒，也不会舞剑，不然可学吕祖“身居北斗

星杓下，剑挂南宫月角头”。

你若来，还可身披一袭大氅，绾一个飞仙髻，画两道蔚然

而深秀的眉毛，立在这蔚为壮观的云顶天宫之上，凝神谛视，

看玉树琼花，远山如黛，不亦美哉！你必定会心旌摇曳。此

时，你已是迎风冒雪，披星戴月，倘若再故作深沉地摇着脑

袋，发出一声悠悠喟叹：神思不安，大道远矣！保准站在你身

旁的某个游客会以为是天降纶音，月宫的仙子临凡了呢？

若你看腻了这浮光霭霭的冰雕雪塑，不妨来长春北湖的企鹅村，换一个视角，也可以

大饱眼福。企鹅村可不是老婆饼，老婆饼里没老婆，但企鹅村里是真的有企鹅，20只小企

鹅轮番出场，一日五巡。小家伙们一个个西装革履，却又步履蹒跚，东摇西摆，好像幼儿

园里办了个国际电影节，它们是来自南极洲的代表团。周围的看客们无不鼓掌欢呼，夹

道相迎，小家伙儿们也很配合，如应斯响，引吭高歌，连成一片，犹似一支交响乐团。

大部分西装绅士都很配合，也有个别特立独行的，好耍小脾气的，别的企鹅都在

整齐划一地列队演奏，只有它大腹便便地往回走。走也就罢了，转身间，还把鼻涕甩

到了别的鹅的脸上，你说气鹅不气鹅。

此外，滑雪也是冬日里的一大趣事。你若来，我可以带你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我

常去的庙香山滑雪场，另一个是去年新建的净月潭滑雪场。庙香山滑雪场地广而人

疏，多是高手；净月潭滑雪场相对小而人密，多是初学。各有各的好。前者能与诸多

高手一较高下，后者的好处则是，出糗的时候不止你一人出糗，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五

十步不必笑百步。

不过谁都是从初学者过来的，谁也不是上阵伊始就能“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

飞”，天赋再好，也得先学会摔跤。何况又不是比赛，不是一定要在雪场中“画”出一道

妖娆的曲线，一把锋利的圆月弯刀，引起一片片掌声，才能喜不自胜。一点点地循序

渐进，从零到一，从无到有，你笑笑我，我笑笑你，互相帮扶，从失败中找到进步的方

向，照样能使人快乐无限。

学滑雪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要做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雪场内的人几乎都懂得这一点，这仿佛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定律。无人杀鸡扯

脖，更无人阳解阴毒，每个人都很温和，所以你在雪场上经常能看见这样的情景：

一个失速的南方大哥，撞倒了一位刚刚摔倒不久好不容易才从雪地上爬起来的

东北小姐姐，东北小姐姐不但不生气，反而第一时间去关心那位南方大哥，有没有受

伤；还有一位体型娇小，戴着兔耳棉帽的南方小姐姐，脱掉了两只长条状的滑雪板，一

路狂奔，使劲地用手去拉一个摔倒在地——起身艰难——重达160余斤的东北小胖

子。这画面看起来，很像是一根细鱼竿钓到了一条体型巨硕的“胖头鱼”。她与这位

先生素不相识，也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可她还是坚持这么做。“胖头鱼”无数次地说，

别管我了，我太沉了，我自己想办法吧！她仍旧无动于衷，好像摔倒在地上的不是别

人，而是她亲密无间的战友，她非常倔强地把自己的力气全部用完，最后又呼朋唤友

地找来更多的人，才把这条“胖头鱼”给拉了起来。“胖头鱼”的心中既感动又惭愧，他

痛定思痛，发誓回去以后，不瘦30斤，不罢休！

这个“胖头鱼”就是我。

逛毕了雪场，也别急着回去，有一道菜，我带你去尝尝——东北农家的小鸡炖榛

蘑，这是所有冬日里来吉林游玩的旅者几乎必点的一道菜，也是近年来我在预备年夜

饭时必做的一道菜。好吃的鸡肉或许并不难寻，但长白山特有的野生榛蘑却是万里

挑一的美味。尤其是吸饱了鸡汤的长白山榛蘑，含在口中，轻轻一咬，如同探险者打

开了百宝箱，褐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应接不暇的金银珠宝，伴

随着唇齿相接，破箱而出。

长白山榛蘑，是一种野生珍宝，到目前为止，还无人能将这种蘑菇收入人工培养

的后院之中，据说这种美食含有的脂溶性维生素，不但能够方便人体吸收，还能够给

身体补充需要的营养。你身体素来羸弱，不妨一试。

我本想给你罗列一些来吉林游玩的注意事项的，但想来想去，除了多添衣，别用

舌头去舔铁栏杆，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了。

愿你来时能享受这一切。

泽华于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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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灯火

只有你

在廊前，在路边

在雪乡高高竖起的灯杆上

取出暖，取出光亮

取出光阴里的

十万朵祥和

让相互奔赴的人

在路的尽头

找到——

可以团聚的家

欢 歌

夜色在雪中泛着微光

挂着霓虹的街树

睁开眼睛，看一群歌者

款款深情地

走来

我们融入岁月的欢乐之中

感觉每个音符的温度

聆听一杯酒

涌起的潮声

歌声的翅膀

与微笑的羽毛

借助节日的氛围

从目光里，抽出一丝丝喜悦

欢快地飞上眉梢

轻柔地，落在了心头

烟花烂漫

盛开的光焰

照亮了远处的云霓

和近处的目光

如此绚烂的夜晚

即使从快节奏的人群里

走出来

也会重新走进

新春的另一种斑斓

在喜庆的色彩里

我看到丰腴的光

已经出发

看到弥漫在夜空下的欢乐

已经，挡住了

寒冷的冰雪

跨年夜

慢捻的流光

不停地

向某一个节点靠拢

脚下欢快有力的音乐

从容地，向下一个时刻

靠近

这里，每一位友人

似乎，都回到了青葱岁月

激情与活力

延伸到了夜的深处

零点的钟声，响了——

舞动与忘我

从一朵目光上

传递到另一朵目光里

一颗心

抱紧了另一颗心

流年从容

无论多么忙碌

这一刻，都要停下来

要把整个身心

放到最松弛的状态

让满腔的喜悦

变成孔雀，在心间开屏

因为，这一刻

岁月又把一个新的开始

交给了我们

生活的另一扇理想之门

已经开启

我们

不仅要迎接光阴里的

每一寸美好

还要让流年

流得更加从容

新年快乐

风，吹干雪的记忆

大地露出了暖意的微笑

这个时候，每一个人

不是把祝福的花朵

绽放在了亲友的心头

就是把祥瑞的联语

贴在了自家门上

我闻到

茶香，菜香，酒香…….

飘出了无数的吉祥

我听到，新年的钟声

敲开了，心随所愿的大门

我看到，每一束烟花里

喷薄而出的

都是，新年快乐

暖岁欢歌暖岁欢歌[[组诗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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