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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山 共 青 春
罗锦高

养育树木鸟兽的山，是永远年轻的；富有文化内涵的
山，是永不衰老的。如果说草木丰茂、飞禽走兽、山泉流
响是这座山的活力，那么人文底蕴恰是其灵魂。骊山和
天下名山一样，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其中的神话传说、道教佛教文化自不待说，光是历
史故事及历代文人的诗词文章，就够我们阅读的了。当
你在游览欣赏和阅读品味时，你就觉得这座山不是静止
的，而是鲜活美丽的。

人们在山上晨练，游客在林间漫步，吸纳清新空气
的同时，还可以感受到文化艺术的芬芳。我属于晨练中
的另类，下山漫步石阶，不是背诵就是哼唱。吟诵古典
诗文时，有种回到儿时的感受。

幼时诵读，或在老师眼皮底下装模作样地跟读，或
在父辈的鼓励中摇头晃脑地吟咏。而我眼下的诵读，
完全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内心仿佛与古人一起搏
动，情感与他们的血脉同流，与作者心底的涛声共振，伴
歌同忧乐，与山共青春。朗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风流人物……”我有了苏东坡江海奔腾的心潮；吟哦《温
泉铭并序》，我有了唐太宗温婉蕴藉的胸襟；哼唱《长恨
歌》，我有了白居易笔下缠绵悱恻的浪漫情怀。无怪乎
古今学者喜欢诵读，也善于诵读。诵读是为了更好地让
经典诗文怡悦耳目，融入心灵，丰富自我。

聆听音乐，是与诵读获得同样享受的途径。一些晨
练的人，手里拿着录放机，播出的音乐涵盖天南海北的
民俗风情。听到痴迷处，江南小桥流水的情调仿佛已搬
到这骊山上来，雪域高原的风情已弥漫到这片林子。

山坡上的花儿就像为诵读而红的，树木是因歌吟而
翠的。

常常诵读，就像在心田储存涵养。不时回味，方可领
略其精髓。登山漫步，有利于健身；虔诚诵读，有益于养
心，健身养心均为养生之道。经常活动筋骨的人，多精力
充沛，延年益寿；常保持乐观并善于思考的人，往往思维
敏捷、不易衰老。

有关骊山的经典诗文难以计数。我不禁思考，怎样
让这些诗文，伴随山上的美景融入游客的内心呢？我想
除了做好宣传之外，可否组织大中专学生利用节假日，充
当志愿者为游客们免费诵读、欣赏、讲解？一方面让这些
学汉语言文学、传媒、旅游、师范等专业的学生有个训练
口才、施展才干的机会，既充当社会实践的参与者，又成
为骊山文化的传播者；另一方面，让游客更好地了解或感
知骊山文化的内涵。

当下的青年学子参与社会实践和融入社会的强烈愿
望，如果能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干的平台，通过评比、奖励
等方式，更有利于激发他们讲解、演说的热情。骊山诗
文是固有的文化资源，众多青年学子是丰富的人才资
源，两大资源利用得好，骊山文化就更容易传播开去，促
进社会文明、文化自信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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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是从吃开始的。
吃美食、穿新衣，是人们对

过年的期盼和向往。在吃穿
不愁的今天，过年的吃和穿失去

了原有的魅力。如今，央视大年三
十播出的春晚成了人们过年期盼的一
道精神大餐。

我反复翻看今年春晚的节目单。看
着看着，耳边仿佛响起了铿锵的锣鼓声
和悠扬的乐曲声。不经意间，它把我带
回到那年工地上的春晚。

五十多年前，我在陕南参加襄渝铁
路建设期间，每天都是紧张繁重的施工
劳动，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小半年才能
到汉江沙滩上集体看一次露天电影。
我们唯一的文化享受就是收听营部的
高音喇叭。喇叭里传来的除了营长的
施工安排，就是反复播送的“八个样板
戏”和革命歌曲。因为当时铁道兵部队
里湖南兵比较多，大喇叭里湖南民歌
《挑担茶叶上北京》播放得最多。

我们连和山坡下的四中队学生二
十连在西安居住的地域相近，平时交往
比较密切。业余生活中，两个连队中几
个会乐器、善歌舞的同学就自发聚集在
一起，自编自演、自拉自唱、自娱自乐，
以填补业余文化生活的空虚。当时，他
们演奏和演唱的不外乎是当时流行的

革命歌曲和朝鲜电影插曲。慢慢地，
看参加表演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越
是喜欢看，他们表演得就越精彩。细
听起来，演奏和演唱得还真是有板有
眼，有模有样。

时光荏苒，到襄渝铁路工地后的第
三个春节来临了。“每逢佳节倍思亲。”
为了化解同学们的思乡情怀，活跃连
队业余文化生活，振奋大家的精神斗
志。我们学生五连和学生二十连的领
导一拍即合，决定以这批文艺骨干为基
础，跨连队成立学生连业余文艺宣传
队。同时着手编排一台供春节演出的
文艺节目。

喜讯传来，两个连队的同学欢欣鼓
舞，奔走相告，这批文艺骨干积极性空
前高涨。他们串台词、选节目、找服装、
做道具，忙得不亦乐乎。既然是“业余”
文艺宣传队，就不能脱离生产一线。他
们只有在施工劳动之余，聚集在一起排
练。个别同学因施工当班，不能参加排
练时，两个连队的领导就为他们调班倒
休。没有舞台，就在连队附近一位老乡
家的院坝子里排练。没有曲谱，就凭记
忆手写简谱。也不管当时记得准确与
否，只要乐队能统一曲调就行。其中，舞
蹈队的同学最为辛苦。他们在工地高
强度劳动一天，下班后虽然身乏体累，

但个个坚持排练，没有一人掉队。
经过一段时间认真排练，精心磨合，

“春晚”节目单终于出炉了。主要节目
有：男声独唱《赞歌》、朝鲜电影主题曲
《阿妈妮》，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
《我是一个兵》，器乐小合奏《北京的金山
上》《军民大生产》，舞蹈《毛主席的战士
最听党的话》《洗衣歌》，演唱《逛新城》、
豫剧清唱《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朝阳
沟》选段，木偶剧《半夜鸡叫》，三句半《提
前打通襄渝线》等等。

当时，在排练藏族歌舞《逛新城》时，
因为男学生连没有女演员，同学们就男
扮女装。学生二十连有个小名叫燕子
的同学，身材小巧玲珑，瓜子脸、大眼
睛，生得阴柔俊俏。他扮成藏族老爹的
女儿，惟妙惟肖，惊艳四座。如果不说
穿，谁也不知道他是个男儿身。燕子的
出场，给这台全是毛头小伙儿演员的节
目增添了不少色彩。两个六九级学生
连排演“春晚”文艺节目的消息不胫而
走，很快传遍了铁道兵五十二团一中队
（一营）和四中队（四营）的各个连队。
两个中队的首长闻讯后，经过认真了解
和慎重考虑，又决定把这场演出升格为
两个营的春节晚会。同时对演出节目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喜讯像一股山风，吹遍了水田坝

的山山峁峁。一中队
和四中队的战士和民兵
无不期盼这顿精神大餐早日
到来。

工地“春晚”的成功演出，极
大活跃了气氛，每个人脸上都洋溢
着笑容。回到连队营房不久，年夜饭也
准时开场了。这天破格一人两个大白
馒头，一人一勺大油渣炖压缩菜。油渣
是司务长从对口部队炊事班讨来的。
年俗讲究“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大
年初一早上，炊事班想尽办法为大家准
备了水饺。早饭是每人一碗苞谷糁、五
个大水饺。

按照传统习俗，过年吃饺子前要放
鞭炮。但在“险隘连千里，秦塞路难
行”的崇山峻岭中，到哪儿去找鞭炮
呢？装卸班的同学把二三十个用过的
空水泥袋充满了气，扎紧袋口放在地
上。待班长一声令下，全班同学一起
用脚跺，水泥袋发出的爆响，宛如爆竹
声声，给全连平添了几分节日气氛。
有的水泥袋用脚一跺漏了气儿，“噗”
的一声，惹得哄堂大笑。工地上的“春
晚”给大伙带来的欢乐气氛久久未能
散去。它也为我们学生连在襄渝铁路
建设工地上的最后一个春节，留下了终
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那年工地上的“春晚”
王凯利

年味是什么味？
朱广权说：“年味是家家

户户各种腊味飘香，拉开春的
序幕；年味是年货市场鲜花糖
果、节庆用品琳琅满目；年味
是红红火火的喜庆装扮，大街
小巷花灯璀璨夺目；年味是在
盘算着回家的日子里弥漫的
乡情味道，来自家乡的一饮一
啄、一草一木……”我说：“年
味是柏树堆旺火燃烧的呛鼻
味道，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竹
声声；年味是馒头里面藏着钱
的幸福味道，期待着团圆时刻
的笑声连连；年味是面里面裹

着油和肉的喷香味道，盛放着亲友相聚的喜气洋洋。”
年的序曲一道道拉开，年的味道一层层发酵，只待

春节来临，浓郁绽放。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因为地域文化的差

异，过年习俗也有所不同，才会被在外的游子魂牵梦
萦。跨过山海，挤过人潮，最欢喜的还是回家路，最特别
的还是家乡年。

我的家乡在渭南农村，有着自己特有的过年习俗，
年味儿十足。

除夕笼旺火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除夕夜就显
得格外重要，这一夜是要通夜不眠守岁的。亲人围坐，
灯火可亲，辞旧迎新，阖家欢乐。新岁伊始，我和妹妹飞
奔到早早笼好的旺火边，看着由玉米叶、玉米芯和柏树
枝搭起来的旺火堆，叩拜祈愿。风吹过，旺火燃，越烧越
旺……旺火的呛鼻味道伴随着鞭炮声，就是独有的家乡
年味。

初一吃钱馍

我们这儿是没有年夜饭一说的，初一中午的那一餐
就是团圆饭。孩子要自觉早起，家里人是不能叫起床
的。经过早上祭拜天地祖先、走访亲朋好友，中午时间
也就很快到了。中午这一餐遵照陕西关中的传统，先
上九个凉碟寓意长长久久，再是六碗荤素搭配的可口
菜肴寓意六六大顺，配上自家蒸的带馅馒头，最后是肉
馅饺子，可谓丰盛。其中带馅馒头大有讲究，一家有几
口人就蒸几个，只有一个馒头里包着硬币。大年初一
端上桌，自己挑自己的馒头，谁吃出来钱，谁一年都会
好运连连，福气满满。今年我们家是爸爸吃出来藏着钱
的福气馒头，而幸运钱被我放在手机壳里随身携带。
这团圆时刻藏着幸福味道，就是家乡年味的最美诠释。

围坐捞蒸面

家乡的蒸面是过年才会做的，亲戚每年来家做客都
会想念这一口。蒸面的做法特别，吃法更特别。大年
初三，姑姑姑父、三爸三娘都到了，妈妈会将提前做
好的蒸面加热，拿个空盆放到桌子正中间。端出来的
蒸面被一张大的面皮半包着，面条伴着肉、葱、油，连
着篦子一起放在盆上。浇上提前调好的红油辣子汁，
大家围坐在篦子旁，直接捞起蒸面大吃一口，喷香的
味道溢满口鼻，陕西人的豪迈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

致，亲朋欢聚一堂的喜气洋洋也在这一刻具象化。
年味是旺火的呛鼻味道，是钱馍的幸福味

道，是蒸面的喷香味道，这无一不是家的味道，
年味就是家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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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年味儿是从腊月就开
始弥漫在空气中的特殊气息。

那是一种混合着喜悦、期待
与忙碌的味道。腊八粥是年味儿
的开篇，母亲天不亮就起床，将储
存了几个季节的红豆、红枣、糯米
等食材浸泡、搓洗，放进锅里慢慢
熬煮。一家人喝着热乎的腊八
粥，年味儿在这香甜的粥香里悄
然扎根。

进入腊月二十三，年味儿愈发
浓烈。这一天是送灶君上天的日
子，尽管我家是二十四过小年，父
亲还是撂下繁忙的工作专门从单
位赶回。送灶接灶这等年节里的
重要仪式得由家主亲自操持，在
锅台上摆上糖果、烧饼等供品，
嘴里念念有词，祈祷灶王爷上天
言好事，保佑家平安。我们姊妹
几个站在一旁，磕头作揖，眼睛不
离盘中供品，分得一两颗糖果，不

仅甜在嘴里，更让年味儿有了甜蜜
滋味。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带领我们
洒扫庭院，清理杂物，扫道场、扫漆
灰，挑水劈柴。父亲白日里上班，
晚上赶回家为乡邻写春联、画灯笼
画。墙壁上张贴着崭新的年画，是
寓意吉祥的胖娃娃抱鲤鱼。年味
儿，在这忙碌的清扫和喜庆装饰中
愈发醇厚。

大年三十，父亲打发走最后一
拨来请写春联、请画灯笼画的人，
开始挂灯笼、贴春联。堂屋的春联
最先张贴，接着是厢房、卧室。院
子大门的春联最后张贴。春联飘
着翰墨清香，年味儿从这一抹鲜艳
的红色中满溢而出。

母亲精心烹饪的一桌菜肴端
上堂屋大桌，父亲虔诚地在香火桌
前点上香，一家大小分次磕头作
揖，然后围坐饭桌，吃着丰盛的年

夜饭。每道菜都蕴含着美好祈愿，
鱼寓意年年有余，红薯圆子象征
团圆……年夜饭的香味和家人的
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构成最温
暖的年味儿。

年夜饭后便是守岁。一家人
围坐火炉，刚过子时，鞭炮声开始
响彻夜空，点燃了整个村庄的节
日气氛，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的硝
烟，那是年节最热烈、最奔放的味
道。我和伙伴们提着纸扎的灯
笼，兴奋地满院子跑，时而探手上
衣口袋里的几毛压岁钱，时而摸
摸裤兜里分发的鞭炮，生怕有什
么闪失。这浓浓的节日氛围，仿
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在我心中，年味儿充满亲情、
欢乐、传统和仪式感。每当新年的
脚步临近或远去，我总会想起逝去
的岁月，想起浓郁的年味儿，心中
满是怀念。

朱金华

曾 经 的 仪 式 感

在感受尽是希望和春天的小
寒三候：雁北乡，鹊始巢，雉始雊；
在品读节气，静待春风吹、春水暖
里，新年款款而至。

新年在写春联、贴窗花、买年
画，一趟趟采购食品，一遍遍整理
洒扫中韵味。在锅碗瓢盆叮当脆
响的厨房间，一盆盆散发着浓浓香
味卤煮的肉、一盘盘金黄色油炸的
丸子、麻花，一碟子洗剥好的葱姜
蒜菜里增味。在一次次爱的絮语

“天冷你就回来”，在殷殷期盼和等
待里，拎着大包小包匆匆而归，在
欢乐地走亲串友中品味、回味。

新年，总让人想起一幅幅动
人至深的画面。急匆匆归家的脚
步，家门口望眼欲穿的眼神，大人
忙前忙后的身影，小孩子跑前跑
后玩耍的调皮样，摆满茶几的各
色水果、干果，热腾腾的饺子，凉
热、荤素搭配好的菜肴，香气扑鼻
的养生汤……

无酒不成席，酒呢？看，有人
吆喝着，清香的酒已上桌。沙发
上、长椅上、小凳上坐满了人，有说

有笑地看春晚。
新年，眼里总是一片红的喜

庆。红色的衣、红色的袜、红色的
围巾，红色的对联、红色的福字、红
色的窗花，红色的鲜花、红色的灯
笼、红色的中国结，心里都是满满
的温馨和暖暖的爱意，即使在大雪
纷飞的天气里。

儿时的新年与现在还是有些
不同的。以前的孩子最盼过年，可
以在新年里吃馋了很久的好吃的，
兴奋地穿新衣服，不再担心大人安
排家务劳动，与同伴自由地玩耍。

以前拜年总是一大家子出动
走亲戚。亲戚多的家里能从初一
走到十五，你来我往，走亲待客好
不热闹。现在几乎都凭借先进的
沟通交流工具，或信息中一行行满
满的祝福语，或视频聊天，将许久
未见的亲朋好友尽收眼底。如今
走亲戚也简化了，或者提前拜年，
或者抽空转一下。多数人会与家
人一起旅游过年，或在家里小酌小
饮，享受难得的休憩。

以前过年比谁家买的鞭炮

长、鞭炮卷大，谁家还单买礼花，
谁家的对联更宽更长、烫金的字
更亮。现今提倡绿色过年，大家
热衷于贴手写的对联，或单位书
法爱好者之墨宝，或正练习写字
的孩子歪歪斜斜稚嫩的字。一副
副对联饱含每家的殷殷期盼和美
好祝愿。家门口挂着一串串喜庆
的红色装饰品，替代了声声震耳、
烟气熏天、火药味久不散的传统
鞭炮。

以前的大人过年如过难关，
想着过年一大堆开销，皱着眉头
心里盘算着。现在的大人，总是
发愁做怎样的年夜饭才能出彩，才
能让大家耳目一新。

花信三候款款而至，迎春怒
放的梅花、花姿丰盈的山茶花、风
姿绰约的水仙花，惹人眼，醉人
心。路边以假乱真的桃花、颜色
艳丽的蝴蝶兰，清雅的兰花、高雅
的百合，处处彰显着盎然春意，亦
有着长寿、健康、百事合心的美
好寓意，给新年增添满满的美好
祝愿。

于利华

今 昔 有 别

加班结束的夜晚，不想开车也
不想打车的我，只想一个人放松身
心，慢慢悠悠往家的方向走。

此时城市灯火如星星闪烁，一
路上看到三三两两喝过酒互诉衷肠
道别的路人，缓缓开过的汽车，刚看
完电影还在讨论剧情的情侣，冒着
严寒清理卫生的环卫工，垃圾站刨
食的猫。这些画面在我脑海中构成
了一幅深夜城市生活画卷，生动且
鲜活。

此时，疲惫的身心得到了舒
展。走着走着看到一家还亮着灯的
饺子馆，门前挂着的红灯笼格外醒
目，瞬间心中一阵温暖。于是走进
去点了一盘饺子，面对着街道坐了
下来，看着街道上来往的行人，边吃
边思考。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心灵
的宁静似乎变得遥不可及。然而，
当我们停下脚步，细细品味生活的
点滴时，便会发现烟火气息中蕴藏着力量。它提醒我们珍
惜当下，感恩身边的人。无论生活多么忙碌，心中总要留
一片净土，感受那份温暖与美好。

人间烟火不仅是物质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寄托。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许多人为了追逐梦想而奔波，却
常常忽略了身边的温暖。其实，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
不起眼的小事中。一次简单的聚餐、一杯热腾腾的茶
都是人间烟火的真实写照。人间烟火的魅力还在于它
的瞬息万变。就像烟花绽放的那一刻，虽短暂却极其
美丽。生活中的每一次经历，无论是喜悦还是挫折，都
是我们成长的印记。正是这些点滴的积累，构成了我
们丰富而多彩的人生。

在这个充满烟火气息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
生活的参与者。无论身处何地，都要用心去感受生活
的美好。让我们时常停下脚步，去欣赏那一抹烟火，去
聆听那一声欢笑。正是这些平凡而真实的瞬间，构成
了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