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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人生百味
香甜的红灯笼

■崔向珍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
老百姓的家门口大多会挂起
红灯笼，欢庆元宵节。对于我
们这些在乡村长大的孩子来
说，因为有了灯笼，元宵节向
来是比过年还要热闹许多
的。正月十四天刚刚擦黑，心
急的孩子们已经提着各自的
灯笼出门了。

虽然那时村里还没通电，
但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完
全可以称得上“灯火辉煌”。
条件好的几户人家，大门上挑
着两盏红彤彤的灯笼，在我们
的眼里心里光芒四射。我太
想有两盏那样的红灯笼了，照
得整个院子亮堂堂的，那么喜
庆又那么温暖。每次跟着父
亲赶年集的时候，我总爱拖着
他的大手往灯笼市里挤，站在
大红的灯笼边不肯离开。父
亲是知道我的心思的，但是没

有钱买，也只能买几个便宜的
小灯笼回家。

我和哥哥都很喜欢红灯
笼，我们曾经尝试用对联纸糊
灯笼，只是烛光不能穿透，黑
红的颜色感觉太差。有一次，
我和哥哥把洗净压平的红色
塑料糖纸蒙在眼睛上看太阳
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是不
是可以用红色糖纸糊两只红
灯笼呢？有了这个想法，我和
哥哥开始了攒糖纸行动。小
伙伴手里的红色糖纸几乎都
被我们换了回来。遇到稀罕
红色糖纸的孩子，我们就用一
块糖换三五张糖纸。那些糖
纸都被我们洗净晾干，夹在课
本里压平，红艳艳的一大摞，
很是耀眼。

灯笼皮有了，还缺灯笼
架，哥哥去苇塘里割了一小捆
干枯的芦苇，用镰刀仔细地劈

成细条，按照卖灯笼的人教的
方法，放在水里泡透，又借来
邻居家的大红灯笼比照着，拆
了编编了拆，好不容易做出了
两只不太周正的圆灯笼。

开始贴糖纸了，担心贴不
好，母亲熬的糨糊特别稠。糖
纸散碎，不像整块的玻璃纸容
易贴。我们贴了揭揭了贴，整
整忙活了一天。父亲锯了一
块薄薄的方木板，钉上铁条和
钉子，把一根红蜡烛插在中间
钉子上，再从灯笼下方穿过
去，总算是成功了。

正月十四，早早地吃过白
菜炖肉，父亲开心地把两盏红
灯笼挂在大门两边。我和哥哥
眼巴巴地盯着湛蓝的天空，期
盼着夜幕快点降临。等到一轮
金黄的圆月弹跳而起，我们家
的红灯笼也点亮了。明亮的烛
光，透过薄薄的糖纸，闪耀着红

红火火的光芒。我们家的屋
檐红彤彤的，对联红彤彤的，
一家人的笑容也红彤彤的。

在这喜庆满满的气氛里，
父亲开心地带着我们，大声吟
诵了《观灯》里的诗句：“十万
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
妆。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
街尘土香。”此时虽然没有绮
丽的绫罗绸缎，但是有一家人
的笑脸，有烛火烘烤糖纸散发
的香甜，已经很幸福了。

如今的故园小村，从正月
初一到正月十五，村里张灯结
彩，家家户户院子里彩灯闪
耀，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映
照着宽敞明亮的楼房瓦房，映
照着宽阔平坦的柏油路，映照
着红红火火的好日子。空气
是香甜的，土地是香甜的，我
梦里的一对红灯笼，也是香甜
的。

正月初一，我们一家人
再次走进影院，一起观赏《流
浪地球2》。正如吴京所说，
《流浪地球2》是中国科幻电
影的底气，它不仅特效制作
更为磅礴震撼，而且故事构
建更为宏大感人，它让我们
看到了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首先出现
在宇航员刘培强与韩朵朵甜
蜜的爱情里。影片中，刘培
强被师父告诫，想成为优秀
的航天员，就不要谈恋爱，不
要结婚，不要生孩子。刘培
强满口答应。可当他见到韩
朵朵英姿飒爽、三拳两脚撂
倒破坏分子的那一刻，他看
到了生命的美好，在电光火
石之间被点燃了生命的激
情，从此他的眼里只有她，让
人感叹生命的奇迹。

数字世界架构师图恒宇
和女儿丫丫的父女情深，展
示的则是另一段生命的奇
迹。丫丫在一次意外车祸中
去世，科学家马兆为图恒宇
在电脑中保存了丫丫的记
忆。丫丫可以在电脑上与爸
爸视频对话，她的形象、感
知、思维和行为完全像个真
人，却仅能存活两分钟。为
了让丫丫的生命完整永存于

“数字生命世界”，图恒宇宁
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在地球
存亡的危急时刻，正是数字
智能化的丫丫协助人类完成
了最关键的一步，她与人类
合力拯救了地球，让人感慨

生命的奇迹。
生命不仅美好奇妙，还

很顽强、坚韧。影片中，由堪
称“表演教科书”的李雪健饰
演的周喆直，代表着中国信
念和中国力量，他掷地有声
的“我相信”“我希望”“中国
人一定能完成任务”，震撼着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李雪健
因鼻咽癌导致声带受损，但
他坚持不用配音，电影中他
的声音是经过了AI修复的
原声。此外，吴孟达的身影
也由 CG 技术复原，达叔虽
已逝去，但他的艺术生命在
电影世界中永存。

《流浪地球2》是一部恢
宏的科幻巨制，数字生命、太
空电梯、行星发动机、引爆月
球等科幻元素令人目不暇
接。而在科幻的刚硬外壳之
下，其核心是温暖柔软的人
性，是对家庭的重视以及对
亲人和故土的思念。

何为生命？生命的意义
是什么？人类的文明又将走
向何处？对此，影片有着深
层的思考和探寻。或许正如
MOSS所说：“文明的命运，
取决于人类的选择。”人性所
爆发出来的力量，永远是无
法被预判的巨大变量。我相
信，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和
磨难，为了爱和家人，我们都
一定会选择希望，选择团结
和互助，一起去创造生命的
奇迹，传承生命的感动与美
好。

■乔 欢

灯下漫笔

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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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荣

随笔小札

兔年说兔

提起兔子，许多人脑海
里都会出现小白兔活泼可爱
的形象。我新买的台历封面
上，就是一只神气活现的兔
子，雪白的毛，长长的耳朵，
大大的眼睛，红红的三瓣嘴，
两手拿着一个“福”字，喜气
洋洋地给我们送福气来了。

在中国春节民俗文化
中，兔文化是重要的主题。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兔子是
一种被先民崇拜的祥瑞动
物，成为生命繁衍的象征，人
们常借兔子的形象来表达多
子多福和长寿的美好愿望。

兔子呆萌温顺，象征好
运吉祥。以前过年奶奶剪窗
花，剪一只红红的兔子，抱着
聚宝盆，贴在窗户上，期盼新
的一年红红火火。

“玉兔捣药”是中国广为
流传的神话故事。相传月亮
中有一只玉兔，拿着一根玉

杵，跪在地上不停地捣药，吃
了这种药的人可以成仙。后
来，文人墨客写诗作词，常以
玉兔象征月亮。

兔子因帅气的外形还出
现在许多文学作品和动漫
中，都深受孩子们喜爱。如
动画片《兔八哥》，风靡世界
七十余年，至今仍活跃在世
界各地的荧屏上。灵活开朗
的兔八哥，是全世界孩子熟
悉又极其喜欢的动画形象。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
写的奇幻童话故事《爱丽丝
梦游仙境》里也有一只兔子
——白兔先生，它穿西装戴
礼帽，揣着怀表，还会说话。
这么机敏智慧的兔子，谁会
不喜欢呢？

兔年带着吉祥飞奔而
来，让我们保持对生活的那
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
海。

■王文咏

有感而发

清澈的爱

春节期间看了电影《满
江红》，影片强大的制作和演
出阵容，包括电影里的配乐，
都让观众的感官、心灵获得
极大满足，具有强烈的震撼
感和吸引力。

近年来，中国电影人在
创作过程中，把家国情怀放
在首位，推出了许多塑造英
雄形象、彰显家国情怀的优
秀作品，让赤子情怀、民族精
神在如火如荼的盛世岁月里
愈发丰沛和圆润。电影《满
江红》也是如此，激发起中国
人内心的家国情怀。

电影《满江红》里的家国
情怀，把观众的情绪充分调
动了起来，故事情节层层反
转，一步步揭开真相，步步为
营，展露出“布局”的全貌，层
层递进，包袱一个接一个地
抖落，情节不断地反转，跌宕
起伏，观众的心也随之一次
次起起落落，整部电影悬念
迭起、扣人心弦。

当然，这部电影并没有
让观众始终处在紧张的氛围
中，而是把喜剧和悬疑完美
结合，故事流畅完整，情节设
计上也很紧凑且富有戏剧
性，好多桥段中带着幽默感，
让观众爆发出由衷的笑声，
可谓幽默感和历史感并重。

影片中，全军复诵《满江
红》的雄壮场面，将气氛推向
高潮，也让观众重温了这首
壮烈的名作，对“精忠报国”
有了更深层的认识，更加理
解岳飞《满江红》与“精忠报
国”的深刻内涵。

波澜壮阔的时代是由无
数平凡的人共同缔造的，家
国情怀也是从无数平凡的人
内心中生发出来的。电影
《满江红》为古装悬疑片立起
了新的里程碑，影片所演绎的
正是我们所传承的精神，其中
的家国情怀，将唤起无数人对
英雄的敬畏和崇拜，唤起更
多对祖国清澈而纯粹的爱。

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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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年味
记忆里，春节只
是正月的序曲，
元宵节才是节日
的高潮。枝头挂
满红灯笼，配白
色雪花灯芯，传
统与现代交相辉
映，展陈在街头
广场，盛大的新
春锦绣缤纷，喜
气祥和的节日氛
围奏响最热闹的
号角。

春节是各家
团圆，元宵节则
是共同欢闹。逛
庙会、赏民俗、看
展演，汇聚成一
个喜乐涌动的活
力中国。我最喜
欢 的 ，是 猜 灯
谜。“上元灯火六
街红，人影衣香
处处同。一笑相
逢无别讯，谁家
灯虎制来工。”这

是清代诗人陈坤描述灯谜竞
猜盛况的诗句。谜面写在纸
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下
供人来猜，引人兴致且启迪智
慧。

灯谜自春秋秦汉的“隐
语”“瘦辞”演变而来，萌始于
唐宋，盛于明清，千百年传
承，传播知识、陶冶情趣、启
迪智慧，既继承传统又不断创
新，从塞北到江南，如今依然
在许多地方活力不减，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灯谜是中华“国粹”之
一，与生活关系密切，人文内
涵丰富，厚植在人心里代代相
传。

元宵佳节，谜棚下人头攒
动，花灯如昼。造型精美的彩
灯琳琅满目，有的花灯比八音
盒还精致。从腊月开始，人们
就在喜气洋洋中置办着，面
塑、剪纸、绳结、春联、绒花
……说到底这都是各自家的，
而灯谜的花灯是正月十五要
挂在市集上，自然公开评个榜
单，制灯的、出谜的，能上榜
都有奖品，不为争先，图的是
个彩头和乐趣。

大奖则留给猜谜者，以猜
出多少与难易为序作评比依
据，香皂、牙膏是入门纪念
奖，再来是脸盆、暖水壶，大
点的奖品还有 DVD 机、山地
自行车等。那是20世纪90年
代初，人人都有机会，户户倾
巢出动。灯谜的炫彩，扮靓节
日的夜空，映红人们充满希望
的脸。

一年又一年，谜灯璀璨，
映照着浓浓年味，也点亮我的
成长之路。每到春临大地、万
象更新的时候，无论我身在何
处，我总会想起家乡彩灯高挂
的元宵节，以及过往的那些
人、那些事，我想，这就是灯
谜的魅力。

人间万象
祈福迎祥

■蔡育姬

正月初九，闽南迎来了一
年伊始最隆重的一个节日
——天公生。“天公生”，是天
界最高神祇玉皇大帝的诞辰，
百姓人家总是亲切地称呼其
为“天公伯”。中国人历来崇
尚敬天法祖，尤其在闽南，更
将这一文化具象为一年之中
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正月初九敬天公，是闽南
人继承河洛文化和中原文明
具体的体现，经过流传演变成
具有闽南传统文化特色的习
俗。在闽南，每年正月初九，
人们都怀着素朴的虔诚，朝圣
般地敬天祈福，祈求风调雨
顺、平安富足。

作为一个非土生土长的闽
南媳妇，在闽南一年四季不胜
枚举的传统民俗中，我最喜欢
的就是正月初九的“天公生”。
我喜欢那郑重其事、一丝不苟
的仪式感，喜欢那源自内心的
感恩与敬畏，第一次参与我就
满心欢喜，每年从正月初一开
始我就有了莫名的期待。

这一天的与众不同，不仅
在于它的蕴意深远，更在于它
的讲究。从供桌、供品、地点、
时辰及至上供仪式，无一不是
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拜天公
所用的供桌是八仙桌，俗称“天
公桌”，需设顶桌和下桌。顶桌
前系有图案吉祥的桌围，上有

彩线织成的吉祥语。
我们家天公桌的桌围上

绣着“金玉满堂”四个大字，流
光溢彩、喜气洋洋。供品更是
琳琅满目，三牲五礼、五果六
斋，花香氤氲、茶香袅袅。印
象深刻的是一只尾部留有羽
毛的公鸡在顶桌上傲然坐视，
这是供品中的“主角”，名曰

“天公鸡”。闽南人还特别喜
欢敬奉红龟粿、发糕，寓意家
人吉祥长寿，生活蒸蒸日上。
拜天公一般选在家中的厅堂
外面，或者在房子顶楼的大厅
里。正月初八傍晚，暮色渐拢
时，我们已把所有东西都准备
妥当。

拜天公一般从正月初九子
时开始，因此正月初八晚上我
们总是要熬夜的，充满期待地
熬夜。灯火氤氲尤可亲，家人
团坐话家常。临近子时，婆婆
神情庄重地带着我们到楼顶举
行拜天公仪式。子时一到便打
开大门，按长幼顺序分别上香、
跪拜，默念长长的祈福语。

仪式接近尾声时，婆婆从
供桌下拿起插在一块面饼上
的三枝香，她一手握香，口中
快速地念着一长串的祝福
语。每当此时，我总是微闭双
眼，内心安宁。每次看着老人
一丝不苟地为家人祈福，我的
心中总是满满的感动。

老家有闹春的习俗，年年春节期
间，期待了一年的乡亲们总是把刚醒来
的春天变得热闹无比。

去年腊月还没回家父母就打电话
来，说村里要闹春，嘱咐我们早点回
家。父母的话音落地，我们都兴奋得跳
起来，这下热闹了，又可以去耍一把了。

正月初一那天，从早到晚，村里几
乎没有安静的时候。一大早，家家户户
带着孩子，穿戴一新，给长辈们拜年。拜
年声此起彼伏，孩子们最热闹，到哪儿都
是一道风景。老人们坐在椅子上，晒着
太阳，晚辈们一拨一拨地给他们拜年，说
些祝福的话，场面格外温馨动人。

拜年结束后，民俗表演开始了。锣
鼓队最为热闹，挨家挨户送祝福，父亲
把一面大鼓敲得震天响。送祝福不分
辈分，每家依次送到，意味着送春。锣
鼓闹春，每到一家都要喊号子，如“人勤
春来早，党的政策好，一起加油干，幸福
就来到”等。

号子很少重复，多半是即兴发挥，
既要押韵，同时结合主人家的特点，没
几把刷子是喊不了几家的。我总觉得，
欢闹的画面里，喊的号子是画龙点睛，

一声接着一声，听了心里暖暖的。
民俗节目集中在稻场上表演，有采

莲船、踩高跷、舞龙灯等。我和一群发
小踩高跷，那高跷我们从小就踩过，加
上练习了几天，也算轻车熟路了。我们
跟在队伍后面，边踩边聊天，时不时跟
旁边的人扮个鬼脸，引得一片笑声，感
觉非常惬意。

各种节目轮番上场，鞭炮声、笑声、
锣鼓声不绝于耳，村里好久没这么热闹
过了。夜晚时分，稻场正中间燃起一堆
篝火，乡亲们手牵着手，里三层外三层，
跳起欢快的舞蹈来。四周是红灯笼，中
间是流动的风景，耳边是热闹的歌声，
眼前是欢快的舞步，夹杂着美丽的焰
火，大有大闹一场的架势。

不少年轻人前前后后忙着拍小视
频、开直播，把老家的闹春发到网上去，
分享给更多的人。网友们纷纷留言：

“久违的烟火气回来了。”“春天来了，就
攒劲闹吧，闹得越大越吉利呢！”父亲笑
着说。我们父子俩已是一身的汗，只觉
得闹得很过瘾，一点也不觉得累。

回老家闹春，我仿佛又回到小时
候，这实在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乡村纪事

新春佳节一来，人们开始渴盼着草
长莺飞的艳阳天，可是春姑娘依然矜持，
此时的她正等待着一场“盛世嫁妆”。

一场雪终于飘然而至，漫天的雪绒
花飘到了诗人的窗前，我看见白居易老
夫子，此时他正在房中与好友品尝着新
酿的米酒，洋洋洒洒地写下诗句：“绿蚁
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
饮一杯无？”隔着时空，我想品味一下杯
中酒是否来自故乡的产物，可是老先生
挥挥衣袖，踏着风雪逍遥而去。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是杜甫笔下“成都第一峰”的积雪，
我的故乡毗邻四川，在乍暖还寒的天气
里一片片晶莹剔透的雪花飘落在房前
屋后，覆盖着远处一座座山脉，母亲们
开始望眼欲穿起来，站在屋檐下等远方
的子女归来。

屋里的火塘早早生了火，干柴蹿起
欢快的火苗，房角消融的雪水正顺着瓦
片悄然滴落，击打在檐下的石板上，升
腾起小小的浪花，串起的生命涟漪仿若
处处流淌着一位母亲心灵深处的渴盼。

雪花姑娘绕过城市的喧闹与繁华，
静静地降落在秦巴山深处。山里大一点

的孩子在雪地里捕麻雀似乎是无师自
通，他们找出家里的竹篾筐子，再捡一根
细长的木棍，然后在木棍下端系上一根
长长的细线，一个捕鸟“神器”就做好了。

孩子们用木棍将竹篾筐子支起来，
在下面撒一把小米。在大雪覆盖的冰
冷天气里，鸟类很难觅得食物，不一会
儿，就有麻雀上钩了。当它吃得正欢
时，孩子们猛地一扯线绳，篾筐就盖住
了麻雀。小伙伴们逗麻雀玩，然后把麻
雀放飞。

那时的我们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堆
雪人、打雪仗、滚雪球。炊烟在银白色
的雪雾中律动，召唤着一个又一个的孩
子回家，这幅灵动的乡村画面成为我记
忆中最美的风景。

随着光阴的流逝，长大后的我们为
生活而奔忙，童年的恣意早就被时光抛
在身后，但故乡皑皑白雪，山河无瑕的
场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

“下雪啦！快来看洁白的雪花哟！”
置身在人潮涌动的城市，我听到一句天
籁之声，循声而去，我看到一个活泼可
爱的孩子，那份惊奇歆羡不可名状的小
表情，一如儿时的我。

故乡的雪花
■杨志艳

回老家闹春
■赵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