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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安 山

小时，每每临近春节，父亲总是特别忙——父亲写得一手好
字，村里人都知道，常有人喊父亲帮忙写对子——春联。不过再
忙，父亲总会腾出半天功夫，叫上我和哥哥，给老家新家写对子。

父亲先将几张桌子拼在一起，铺上报纸。叠好红纸后，父亲开
始裁对子。对子宽窄不一，长短各异：有的宽，抵得上报纸的宽度
了，那是大门的对联；有的窄，那是对开的屋门两旁的对子；有的是
短且宽，那是单扇门门面上的对子；有的短且窄，那是特殊的单联

“小对子”。有的对子长度不够，父亲还会用母亲提前打好的浆糊，
将两张红纸首尾相连，粘成特别长的红对子。

父亲裁纸讲究，他不用裁纸刀，用棉线。长长的棉线吃进红纸
里，哥哥按住红纸这端的线头，父亲右手捏着棉线那端，弯下身，侧
着头，开始以线为刀，缓缓裁下。急不得，得慢慢来，一急就坏。等
我和哥哥熟悉流程了，父亲就放手，他只负责叠红纸了。我按着这
头，哥哥捏着那头，俩人开始学着裁对子。

父亲胸中有丘壑，早就算好了对联数量：大门几副，屋门几副，
几副双开，几副单开，横额几个，小对子几个，门口的“恭祝某年春
节万事如意大吉大利”几个……父亲专写大对子，那些个小对子，
后来多是我和哥哥写的：贴在床上的“身体健康”，贴在粮仓上的

“五谷丰登”，贴在压水井上的“泉清水旺”，贴在猪圈上的“六畜兴
旺”，贴在楼梯上的“步步高升”，贴在树上的“树木茂盛”，家里到处
都可以贴的“大吉大利”……

现在，我们要写的春联很少，只有两副。大门上的春联朋友已
经送来了，不用写，我们要写的是消防门上的两副，还有四个“福”
字。我拿过一副对联纸，并齐，对折，在两头处折进两三厘米，再算
好字数，对折，对折，对折，展开。儿子恍悟，是先空出对联两头的
位置，再定出每个字的位置啊。有我做示范，他很快就会折了，而
且还自发将两个横额也折出了压痕。

我拿出父亲给我的对联书，和儿子一起翻看，最后我俩一人选
定了一联：儿子选的是“处处红花红处处，重重绿树绿重重”，我选
的是“家家户户欢欢喜喜，水水山山秀秀青青”。然后，各自书写。
儿子跟着书法老师学了两三年毛笔字，是他一展身手的时候了。
我呢，二十年前学习过书法，有一点点根基。我们俩写着，女儿在
一边伺候笔墨。她高高兴兴地给哥哥压着对联头，等哥哥写好，俩
人一人一头，把对联从桌上移到地上。看看，不满意，重写！不满
意，再写！写完，我们母子俩比比，看看谁写得好——我已经N年
没写过毛笔字了，写得不好；儿子一直临帖，不曾这样自己书写，也
写得不好。不过，看着满地的红对子，还是很高兴啊！

低头一看，女儿一手红，儿子一手红，呀，我也一手红！看着看
着，仨人一起开心地笑了。

写春联
□ 百瑞平

十多年前，临近春节，邻居奶奶在剪着什么。我
走近一看，她左手一叠纸，右手一把大剪刀——那种
老式的大大的剪刀，正在左右翻飞。不一会儿，就剪
了一个，她再拿起一个，继续剪。看我好奇，奶奶跟
我说，她剪的是石榴、玉兰花、小鸟、“福”。我仔细一
看，真的是啊，火红的石榴热烈开放，精巧的玉兰含
苞待放，可爱的小鸟展翅飞翔，简单的“福”字敦厚大
气……我被迷住了，直直地看了半天，挪不开眼。

前年春节前夕，我从城市书房经过，看到一个美
术班正在搞活动：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剪纸，制作新
年挂历。红色的纸，在年轻老师灵巧的手指下，一会
儿就叠成了一个带着鱼尾的三角，老师拿起笔在上
面画几笔，按照画成的图案剪、掏，呵，一个美丽的剪
纸出现在眼前——似乎也不太难嘛，那个六七岁的
小女孩都成功了呢！

我拉着女儿和侄女儿也坐下，照着老师的指导，
先对角折，再从底面中线出发，将左角折向顶点右侧
边线的四分之一处，右角折过来，将所得图形沿中线
对折……折好后，女儿和侄女照老师所给的剪纸图
案，在上面画线条，然后我们三个人照画的线剪——
居然成功了！女老师给了我们一张中间空白的红色
挂历，我把剪得最漂亮的窗花贴在中间空白处——
真好看！我在挂历底端打了个洞，挂上火红的中国
结，呵，一个美美的新年礼物，满满的中国风！

回来后，我网购了几本剪纸书研读，向学校美术
老师请教，还跟着网上的剪纸教程学习，颇下了一番
功夫，总算是剪窗花入门了。

这两年春节，我带着孩子们在家里剪窗花。备
好大红纸，裁裁裁，裁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正方形。
叠叠叠，叠出形状——对边折剪、三角折剪、四角折
剪、五角折剪、六角折剪、连续折剪，折叠的形状都是
不同的。画画画，画出图案，被子、松树、飞机、星星、
四叶草、祥云、小猪、葫芦、高楼、宝塔……剪剪剪，左
剪右剪，上剪下剪，外剪内剪，剪出五花八门形态各
异的图案。展展展，展开图案，一层一层，小心翼翼，
平铺在眼前。看看看，看美美的窗花，看自己精巧的
手艺，看一张纸演变出来的神奇。

今年春节又要到了，我们再次开启了剪窗花快
乐时光，这次比往年又有了创新，我们除了剪植物动
物景物建筑，还剪了“富强”“民主”“文明”“抗疫”等
字样，等到了年三十贴对联的时候，我们打算将这些
手工剪纸贴到电梯间、走廊内、大树上，为小区增添
节日的气氛，也为抗击疫情呐喊助威。

剪窗花，这不止是一项民间技艺，更是一种文化
传统；贴窗花，不止是一种兴趣，更是一种期许——
让剪纸成为一种力量，成为一种仪式，推动文化传统
薪火相传。

剪窗花
□ 云飞

正月初一开始，走村串户地拜年。未进家门，先看对联。

主人的文化涵养和对新年的祈盼，通过对联即可感知。

大门口，一般是榜书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或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向阳门第春常

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春到百花香满地，时来万事喜临

门”。主人用潇洒飘逸的字迹和对仗工整的词句，与客人一

起祈福迎祥。农户的房屋多依山傍水而建，偶尔见到一幅

“门对青山龙虎地，户朝绿水凤凰池”，您不要感到惊讶，仔细

看看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青山前、绿水旁，悠然自得的生

活，没准就孕育着国家的栋梁之才！

进得堂屋，“人喜富贵三春景，我爱平安二字金”，把客人

带进平安、顺利的心境。“心想事成百业兴，时来运到家昌

盛”，显示主人对富足生活的向往。无论是终日以农为业，还

是外出做生意，都希望劳有所获，“做生意一本万利，种田地

五谷丰登”、“一年生意如春意，四季财源似水源”、“生意兴隆

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寄托着主人美好的期望。

厨房门口，一般是“一人巧做千人饭，五味调和百味

香”。春节拜年，家里人来客往，女主人要满足所有客人的胃

口，招待好不同年龄层次的客人，殊为不易。老人住室张贴

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孩子们居住的房屋

则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哲理名言。新婚夫妇的对联多是“周

易曰乾坤定矣，毛诗云钟鼓乐之”。如果喜得贵子，则是“喜见

红梅多结籽，笑看绿竹又生笋”，巧妙地利用谐音，将“籽（子）”

“笋（孙）”都镶嵌到对联里，希望家庭福寿连绵、人丁兴旺。

这些各具特色的春联，就像房前屋后的青山绿水，默默

地陪伴一代又一代人长大。

人可以老去，但春联里体现的年味，却历久弥新。

读 春 联
□ 邓世太

每年春节，我总要回到老家诸葛镇西马村陪着父母过
年。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过年下除了贴红通通的对子（春
联），还要给长辈端饺子。这碗饺子，我断断续续地端了近
半个世纪，成为我割舍不去的永恒记忆。

小时候，大年三十吃过午饭，奶奶就带着妈妈和婶婶她
们张罗着盘饺子馅，和面，包饺子，我和弟弟则跟着爸爸贴
对子。大约下午四五点左右，家里第一锅饺子煮熟，奶奶会
端一碗饺子放到家里祖先的牌位前供香，然后用大碗盛出热
气腾腾的饺子，看我们姊妹六个谁离厨房近就喊谁去给一个
家族的二爷三爷四爷五爷家端饺子。

老家端的饺子并不是单纯的饺子，饺子上面还要浇上
菜。这菜多是用大肉、白菜、粉条、豆腐、海带、木耳和丸子
等炒好的热菜。奶奶很大方，她用大碗盛饺子，还会多挑点
肉盖在饺子上。

端饺子的事情，我是特别喜欢的。每次我端着饺子到几
位爷爷家里，他们都非常热情，招呼我：“会智来了，你奶奶

包饺子怪快哩，赶紧进来烤烤火。”说着话，他们赶紧接过碗
把饺子倒到他们家的碗里，再把空碗给我，我就高高兴兴地
端着空碗回家。

爷爷是他们这一辈堂兄弟里的老大，我二爷三爷四爷五
爷他们家也会派人给我爷爷奶奶端饺子。所以，除夕下午，
西马村的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人们互相端饺子的热闹场景。

我们家的饺子馅一般都是大肉馅的，也有羊肉馅的。每
年，我家要端出去四碗饺子，也会收到不少碗饺子。这些饺
子是人家孝敬我爷爷奶奶的，奶奶自己尝一个，就把其它的
饺子让我们几个孩子吃。于是，我们就吃到了不同口味的饺
子。谁家的饺子馅是啥肉馅，肉多不多，馅咸不咸，菜香不
香，一比较就有了差异。我记得当年有的饺子馅是用了肥肉
炼油后剩下的油渣做的，奶奶能吃出来，但她只是笑笑，并
不会嫌弃，毕竟上世纪我们很多家都不富裕，甚至贫穷，谁
也不笑话谁。一碗饺子一碗情，过年端饺子是晚辈对长辈孝
敬的表示，饺子端到，心意就到了。

1986 年，我参加工作后在洛阳上班，平时回家少，春节给
长辈端饺子，也是我给长辈提前拜年的机会。看到长辈们健
康，我也心安，而他们看到我回来也是笑逐颜开。只是岁月
不饶人，如今我爷爷奶奶他们这一辈大都已经过世，只有我
五奶健在，所以，我春节回家能给五奶端去一碗饺子，也是
我们晚辈的一种幸福。

后来，轮到我父亲这一辈当家，他们一个家族的兄弟们
人太多，所以他们商量了，不再让孩子们来回跑着端饺子，
彼此的心意都领了。因此，我们家除了给五奶端饺子，就是
和我婶婶家互相端饺子。堂弟懂事，每年除夕都一直给我父
母端饺子，只是再后来，我婶婶病故，再也吃不到我们家的
饺子了，想起来特别伤感。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多想让爷爷
奶奶和婶婶他们尝尝现在家里的牛肉馅饺子啊！

伊河悠悠水长流，风俗传承年年有。如今，西马村过年
端饺子的风俗还在延续，饺子的香味飘在家乡的街道上，也
萦绕在我的心里。

端饺子 □ 曹会智

在乡下，春节到来，家家都会搁油锅炸油货。我总是想
起外婆炸的焦丸子。

外婆家在万安山下，她炸丸子，用的是自家地里种出来
的红薯做的淀粉和粉条，门前面小菜园里拔的葱。

葱切丝，姜切碎，加一点肉末，和煮过的粉条、调好的淀
粉拌匀了。左手握住一团，一挤，从虎口处就出来一丸。左
手一掐，往滚油里一丢，“滋啦”一声，丸子便已成型，在油锅
里浮浮沉沉。

炸出后的丸子黄焦焦的，香气诱人。咬一口，咯吱直响，
又焦又弹，美味就一直从舌头牙齿散到胃里去了。但绝对不
能急着吃，不然舌头能给你烫出泡。

记得小时，过年是最开心的事，从两个月前就数着什么
时候放寒假，盼望着一起去外婆家。

等到腊月二十八，一早被叫醒，打扮得喜气洋洋就出
发。这一天是外婆炸油货的时候，外婆一个人忙不过来，需
要大家去帮忙。

不大的院子早已打扫干净，角落里堆着新劈的柴火，前
院新筑着泥砖垒的大型灶台。外婆和姨姨们正在忙碌，柴火

“噼噼啪啪”地烧，油锅“滋滋嚷嚷”地响。隔着一架葡萄，后
院的枣树下，架着一堆火盆，先到的姨夫们正在和外公烤火
聊天，等到舅舅把从水库买的鱼拿回来，接下来便是他们的

工作了。
而我和表妹们玩闹，比着新衣服，吵着不知所云的事情，

跑到扫在角落的雪堆旁，“咔哧”一脚下去，看谁踩得深，引来
大人们的吆喝。

我们老老实实烤了一会火，便跑到前院眼巴巴地瞅着，
炸了油饼、焦片、糖角、油条……怎么还不炸丸子呀？大人们
说“等等等等，好了就叫你”也赶不走我们。终于，焦炸丸子
出锅了，外婆盛了一碗递过来，我接过，心满意足地离开，然
后，表妹们“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

妈妈很少炸油货，都是在外婆家炸了以后带回家过年。
她没有真正独立操作过炸丸子。有一次非年非节的时候我
想吃丸子，妈妈便学着外婆的样子，煮粉条，调干粉，一捏，向
油锅里一丢。突然，丸子在油锅里变成了小炸弹，“嘣”的一
声炸开了，热油四溅，脸上手上都留下了几点红印。后来去
看外婆，外婆又心疼又好笑，叮嘱说，干粉一定要擀细了才
行，否则有干疙瘩，受热就会炸。

因为我，妈妈学会了炸丸子，但外婆来我家，总拎着炸好
的一袋丸子。

前儿天，回家看外婆，遗憾地告诉外婆过年我们不休息，
没法来看外婆了。外婆笑着说，没事，我炸好了丸子给你送去！

我知道，炸丸子里，盛着浓家的亲情满满的爱。

炸丸子
□ 周思航

正月里，吃饱喝足后，老家最大的乐趣是舞狮
子。

狮子一般由两人配对玩耍，最好一高一矮，高个
掌握狮子头，矮个当狮子尾。与其相匹配的，还有一
班响器，锣、鼓、镲是基本配置。

一行人在“哐咚哐咚哐”的密集锣鼓声中集合起
来，喜气洋洋地出发。沿途大家在喊段头人的引领
下，步伐和节奏随着锣鼓点不断变化。目的地村庄
的乡亲判断狮子即将进村，便由德高望重的老人出
面，在村口摆上香案，点燃蜡烛，烧纸放炮，把狮子请
进村里。行进过程中，喊段头人说唱道：“锣鼓一打
喜盈盈”，跟着的人随着锣鼓的伴奏一齐回答“喜
哟”，以下喊段头的人每说唱一句，众人都依锣鼓点
以“喜哟”相和，气氛非常热烈。喊段头的人接下来
的唱词一般都是“大家都是爱玩人，一场狮子玩过
后，男女老少享太平”，这算拉开了舞狮队伍进入村
庄的序幕。

如果时间充裕，必须先“玩场子”。村子里的开
阔地段上，早已摆好了方桌，方桌上面摆条长凳，狮
子便在响器“哐咚哐咚哐、哐哐咚咚哐”的伴奏声中，
随着鼓点的疏密，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先拜四
方。动作和舞姿各不相同：时而腾空跃起，时而匍匐
前进，时而打滚抓虱，时而跃起捕食，时而滚绣球，时
而捉蝴蝶……观众通过狮子腾跃的高度和动作变化
的难度判断狮舞水平的高低。拜过四方，狮子便跃
上桌面，围绕一条板凳展开动作。和平地相比，在方
桌上玩板凳的难度要大得多。狮子必须从板凳底下
穿越过去、站立在板凳上并且不断变化姿势。在整
个玩耍过程中，舞狮人的四肢是不能外露的，狮子的
动作完全依靠“狮头”和“狮尾”的默契配合。为了在
狭窄的平面上施展精湛的技艺，舞狮人纷纷拿出看
家本领，惟妙惟肖的动作和富有生活情趣的表演，让
观众看得眼花缭乱，叫好连连。

一个场子玩下来，一般需要两个小时，两个体力
相当棒的小伙子，也会大汗淋漓。到挨家挨户地“拜
门子”时，需要替换人员。刚才“玩场子”，喊段头的
人通过锣鼓点的节奏指挥，是幕后英雄，现在则变成
主演，他要根据主人家的具体情况，随口编出顺口押
韵的唱词，送上真诚的祝福。

如果对主人家的情况不熟悉，就从对联入手：
“锣鼓一打喜盈盈，狮子来到贵府门，一到门口把眼
观，大红对子贴两边，左边贴的是福禄寿，右边贴的
是寿八仙，福禄寿啊寿八仙，荣华富贵万万年。”在一
片“喜哟”的应和声中，主人喜气洋洋地送出香烟或
者糖果包。

如果主家娶妻生子或者有人在外面工作，唱词
一般是“一到门口把脚挪，一脚踩到老龙窝，踩到龙
头生贵子，踩到龙尾状元多”，“一到门口把头抬，一
问喜来二问财，文官何时去上任，武官几载回家来”。

遇到家境贫寒的主人，唱词则是“锣鼓一打心里
慌，稻草门楼土坯墙，等到今年秋收后，掀掉茅屋盖
楼房”，化解主人的尴尬，送上美好的祝愿。

舞狮子
□ 大象无形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的
名言，更是春节的真实写照。

春联也叫桃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以工整、
对仗、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

我连续贴春联少说也有四十年了，刚开始上班是在老家元付
村当民师，从老教师那儿得到了不少贴春联的知识。后来到县城
上班，过年贴春联我也让两个女儿帮忙，目的是想把一些传统文化
教给她们。

每年春节前一周大街上就开始摆摊卖对联，为买对联我都要
转上好几次，挑选的原则是字体美观大气，颜色金黄为先，尺寸能
足不欠，纸质一定上等。对联买好了感觉年货就快备齐了。

按照习俗，过年时各家各户都会忙忙碌碌准备各种吃的，到年
三十中午大都结束，午饭后，贴春联就成了各家各户的最后一项任
务了。贴春联是有不少讲究的。春联按音调仄平，时序先后，因果
关系，场面范围，分上联和下联，如果横批从左向右念，那么上联就
贴左边，下联贴右边，反之亦然。

贴的时候还要注重规范，一般是对联上边和上门沿对齐，横批
居中下边和上门沿平齐，福字要在大门上半部稍偏下的中间位置，
出门贴贴在左边和对联平行，并且要平整不皱。

中午比较暖和，是贴春联的最佳时间，人们搬着凳子，拿着剪
子、透明胶、毛巾和扫帚，除去往年旧的痕迹，粘贴当年新的春联。
贴上自己如意的春联，一年之中出入家门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记得有年春节，在楼下煤球房贴对联，邻居小伙子比我下手晚
但比我完成的早，心里想着还是年轻人利索。当我从他门口路过
时，突然发现他投机取巧了，往年的旧对联没有铲除，直接把小一
号的新对联贴了上去，就像新衣服里露出来了旧衣服。我笑着问
他：“你知道什么是除旧迎新吗？你爸要是看到了一定会批评你。”
这小伙也挺机灵，他立刻把对联清除干净，又取了一副对联贴上了。

大年初一早饭后人们都会走出家门看望长辈，或者公园散步，
享受春节的快乐。抬头看到的是一幅幅各种各样的对联，这时总
会忍不住驻足欣赏，详读细品，浓浓的年味给人们一种轻松，欢乐
祥和的感觉。

转眼间，今年春节又将来临，又到了贴对联的时候。红红的对联
象征红红的日子，红红的希望。老家搬入了小区，今年大门上我要贴上
这样的对联：“伊河之水见证伊滨新面貌，万安之峰目睹万户好门庭。”

贴春联
□ 段宏拉

魅力伊滨欢迎你 李博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