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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哪辈子传下来的规

矩 ! 过年走亲串友 ! 进门都得

先向长辈们磕头拜年! 好像一切

要从 "头# 开始$ 那时候! 三位

年长的哥哥对走亲戚很抵触! 而

我和四哥就非常热衷于这个! 因

为每磕上一个头! 自制的钱布袋

里! 就会进账一两毛$

父母每每走亲戚! 为决定让

谁跟随! 都会大伤脑筋$ 我和四

哥有过太多的较量! 多以我死皮

赖脸地哭闹获胜$ 但是! 不是每

次都能大获全胜! 中饱私囊$ 比

如! 有次到表叔家拜年! 头没少

磕! 新棉裤弄得满腿是泥! 表叔

只是一个劲儿地让着难吃的油炸

麻叶! 对压岁钱却只字不提$ 任

凭我不停在他面前走过来走过

去! 并把钱布袋里的钱掏出来数

了一回又一回! 表叔一家人愣没

一个心领神会 $ 表叔自此得到

"老鳖一% 的尊称$ 以后! 过年

的时候! 我都大方地让四哥去体

验$

但是! 我也有失算的时候$

有一年! 从表叔家回来的四哥竟

然拿出三毛钱在我面前炫耀$ 原

来 ! 前两年表叔家没太小的孩

子 ! 给了我压岁钱 ! 怕收不回

来! 而那年他得了孙子 ! 母亲

给孩子先掏了两毛钱 ! 表叔只

得忍痛割爱赔上两个五分硬

币 $ 当然 ! 在我的哭闹之下 !

事后! 四哥极不情愿地给了我一

个硬币! 但是! 我也付出了惨痛

的代价&&&明年还得让他去表叔

家$

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 现实

今非昔比! 磕头拜年已演变成为

拱手互拜! 钱布袋也发展为大红

包! 压岁钱由原来两三毛疯涨至

成百上千! 表叔早已儿孙满堂!

生活富足! "老鳖一% 的称号也

得以平反$ 但是! 每逢过年! 仍

勾起我些许回忆! 如同丰盛大餐

桌边的一碟腌咸菜! 点缀我丰富

多彩的烂漫人生$

!付仙 郸城县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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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喝过腊八粥! 年近八十的

老爸就开始唠叨! 督促我去买年

货!因为他很"贵年%$

"贵年%是沈丘方言!喜欢过

年的意思$小孩贵年很正常!老人

贵年则不多见$老爸如此贵年!和

他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 $ 老爸

/810

年出生于贫困的豫西山区!

他亲身经历了
/897

年河南的大

饥荒!能生存下来就是个奇迹$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 他从黄河水利

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开封地区水利

局! 很快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被下

放到沈丘县水利局$ 有了如此经

历!老爸对饥饿有本能的恐惧!对

过年能"吃好'喝好#的渴望是我

们这一代人难以想象的$ 他如此

贵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中! 老爸一直很

贵年$俗话说得好(过了腊八就是

年$ 这句话在老爸身上得到很好

的体现$每年只要过了腊八!老爸

就开始买年货! 一直买到大年三

十$老爸很享受这种过程!

上街多!但出手慎重$

每 样 年

货 都 要

货 比 三

家!如果

买到质优价廉的! 好像中了五百

万大奖一样高兴! 并且到处炫耀

于人!兴奋之情可以保持好多天$

虽然每天只买很少的几样! 买的

次数多了!除了必备的年货之外!

也买回来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没有他买不

到的$

老爸原籍汝州! 本地的亲戚

很少! 因此过年来我家拜年的亲

戚就很少!在我家吃饭的就更少$

我家的人口也不多! 根本消费不

了那么多的年货! 每年都有将近

三分之一的剩余$ 特别是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生活水平相对较低!

有些东西是过年时才用得着的$

每年夏天都要晒这些剩余的年

货!到了秋天有好多东西生虫了!

只好扔掉$每当这个时候!老妈总

是埋怨(你不会少买点儿)老爸也

总是口头上应承着说好
:

等到再

过年的时候!照买不误$

最近几年!老爸的年龄大了!

不方便上街$自己不买年货了!依

旧贵年! 只好督促我们这些子女

了$ 每当年轻人说过年没意思的

时候! 我总给他们讲我老爸贵年

的故事$

!陈国旗 沈丘县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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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期盼过年 ! 因为只有

过年我们兄妹才能回到百里之

外的老家和父母小聚几日$

一进入腊月 ! 母亲就隔三

差五地给我打电话 ! 聊一些无

关紧要的事情! 每次挂电话前!

母亲总要小心翼翼地打探我们

回去过年的具体日期$ 渐渐地!

我也掌握了母亲的这个习惯 !

只要进入腊月! 我就提前告诉

她我们回家过年的日子 $ 但就

是这样! 母亲还是三天两头地

打电话问我回家的日子 ! 有时

候还捎带着问一下妻子 ' 女儿

是否也回去过年 $ 这时候我就

觉得母亲挺可笑的 ( 既然我回

去了! 怎么能让她们娘儿俩留

在家里过年呢) 过了小年 ! 母

亲的电话会更频繁 ! 每次絮叨

的都是我们回去居住的房间已

经打扫好了! 床铺已经整理好

了! 被子已经晒过几次了 ! 女

儿的头花也已经买回来了 $ 每

次! 我都觉得母亲既有点迂也

有点可爱$

有一次 ! 凌晨两三点钟的

时候!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

就断了 $ 我睡觉比较轻 ! 被响

声惊醒 $ 打开手机 ! 看到未接

来电竟是母亲打来的 ! 我的心

顿时怦怦直跳&&&这个时候母

亲打电话!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连忙给母亲回电话 $ 母亲好

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做检讨一样!

嗫嚅着说她晚上睡不着 ! 在手

机上翻看我们兄妹的电话号码!

不小心按着我的号码了 $ 我如

释重负 ! 告诉母亲只要单位一

放假! 我们立刻就回去 $ 母亲

满意而略带歉意地说(+那好吧!

睡吧$ 路上小心点儿$ %

那一刻!我的心碎了$ 我仿

佛看到了村头路口!一个年迈的

母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不断地

向远处张望 ! 期盼游子回家的

"电影画面%$

这就是天下母亲最大的心

愿吧)

这个心愿! 不能让它落空$

!谢新旭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过!心"年
岁岁春节!今又春节$岁月就

像一条穿梭于河两岸的小舟!一

次又一次把我们摆渡到季节的尽

头$又该过年了!可萦绕在脑际的

感慨总挥之不去( 今年的年怎么

过呢*非常怀念年少时过年!然而

那种扳着手指头数日子!等"腊八

祭灶!新年来到!小姑娘带花!小

小子放炮% 的心情早已渐行渐远

了$

为什么儿时过年的愿望那么

强烈而现在却越来越淡呢* 是如

今生活好了!天天都在"过年%!没

有了感觉吗* 我曾经看见常年远

离故土者回家过年时的欣喜!也

曾经体会过进入腊月以后! 杀年

猪'蒸年馍'过年油'贴对联'放鞭

炮!正月乡村街头路口舞狮子'闹

花灯的热烈奔放! 与其说那是在

过新年!不如说是在过"心%年$其

实!无论是为了热闹'为了吃穿!

还是为了与亲人团聚! 那浓浓的

年味总与心里的希望相连! 与心

里的期盼对接! 充满了浓浓的温

情$ 是的!我们要学会用"心%过

年$

人生之旅并非坦途! 新年之

际!我们畅想未来!祝福美好!不

会因现有的成就而自满! 不会因

明天的无所适从而苦恼! 更不会

因旧时风景的消逝而感到失落$

用"心%过年!就是无论怎样忙碌

也要回家看看白发苍苍的父母$

过年了! 静静地陪着年迈的父母

坐一会儿!回忆童年的往事!让开

心的笑和幸福的泪浸透这份至深

至美的亲情$

用"心%过年!就是把过年当

成一次至真至纯的交流! 用心感

受!用心对待,用+心%过年!我们

就会品出! 春节恍如藏在地窖里

的一坛陈酿女儿红! 开盖后才香

气扑鼻! 饮下后才沉醉其中,用

+心%过年!回味过往!于是!我们

变得谦虚'向上'有生气'充满爱

心,用+心%过年!我们会发现这个

世界是那样多彩! 未来是那样美

好!亲情是那样温暖!生活是那样

有意义$

!高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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