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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气临门红色妍，家家户户贴

春联；旧年辞别迎新岁，时序车轮总

向前。”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这一古

老的民俗经历了几千年的沧桑变化。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王安石《元日》诗中所说的“桃

符”就是春联的源头。

古人认为，桃木有避邪的作用。

早在周代，人们就将长方形的桃木板

悬挂在大门两旁以避邪。后来，人们

在桃符上画神荼、郁垒二神的画像或

写上二神的名字，悬挂于大门两侧，

这就是传说中的门神。

《山海经》中记载：在大海上，有

一座叫度朔的大山，山上有一棵参天

桃树，树冠向四周伸展三千多里。桃

树的东北方向有一个万鬼出入的鬼

门。门旁有两个神人，一个叫神荼，一

个叫郁垒，专门监视那些恶鬼。一旦

发现，便用芦苇编织的绳索把鬼捆起

来，扔到山下喂老虎。后来黄帝作礼

请神，就在门口立了一个大桃人，上

画神荼、郁垒与老虎，用来驱恶鬼。

唐朝以后，人们又把唐太宗李世

民的两名爱将秦叔宝和尉迟恭当作

门神。据记载，李世民成就帝业时杀

人无数，即位后夜间多做噩梦。唐太

宗非常害怕，就将这一情况告诉群

臣。于是，秦叔宝和尉迟恭每夜披甲

持械守卫在宫门两旁，唐太宗果然不

再做噩梦。时间久了，唐太宗心疼二

将日夜辛劳，便让宫中画匠绘制二将

之戎装像，悬挂于宫门两旁，消除邪

祟。后来，民间便把秦叔宝和尉迟恭

作为门神，每逢春节便在大门上张贴

他们的画像。

传说我国第一副春联是五代十

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所写。后蜀国每

到除夕时，诸宫门各挂桃符一对，一

般都是上题“元、亨、利、贞”四个字。

公元964年春节前夕，孟昶这位才子

皇帝下了一道命令，要群臣在桃符板

上题写对句，以试其才华。可当群臣

把对句写好交给孟昶过目时，孟昶都

不满意。于是，他亲自写下“新年纳余

庆，嘉节号长春”。

到了宋代，在桃符上书写联语就

比较盛行了。而把春联写在红纸上始

于明代。之所以写在红纸上，是因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喜庆热

烈、吉利祥和。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

元璋酷爱对联，不仅自己挥毫书写，

还常常鼓励臣下书写。有一年除夕，

他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

副。大年初一，明太祖微服出巡，看见

家家户户门上贴的春联感到十分高

兴。当他行至一户人家门前时，见门

上没有春联，便问何故。原来，这家是

阉猪的，大老粗，自己不会写，街坊邻

居又嫌其晦气，不愿代劳。朱元璋当

即挥笔写下了“双手劈开生死路，一

刀割断是非根”的春联送给了这户人

家。故事大约只是传说，但从中可以

看出朱元璋对春联的大力提倡。

由于明太祖的大力倡导，春节贴

春联蔚然成风，一个新兴的“文化产

业”——写春联、卖春联蓬勃发展起

来。一些文人在春节来临之际，纷纷

走上街头市场，摆摊设点，现写现卖。

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钜编写的

春联专著《楹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

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一一论述。

当时，春联的种类已经很多，按照其

使用场所分为门心、框对、横批、春条

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

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批贴于门

楣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

贴于相应的地方。

在春联文化繁盛的时代，人们不

仅在大门、屋门上贴上春条，连室内、

粮仓、畜圈等地也会张贴相应的春

联，如室内贴“抬头见喜”，粮仓上贴

“五谷丰登”。家宅里里外外张贴的红

色春联，流露出浓浓的年味。

春联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我国

一直长盛不衰。春联，是春节的名片，

是春天的请柬，是新年的眼睛，是日

子的笑脸，是崇天敬地的仪式，是祝

福家国的心愿，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

春节符号，家家户户都离不了。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不知不觉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四十

多年，这是几代人的欢乐记忆，让无

数家庭欢乐喜庆，更是全球华人的

欢乐盛宴。春晚走过的岁月，其实就

是改革开放国家走向兴旺的岁月，

是中国老百姓安居乐业迈步小康的

岁月，春晚这道精神食粮早已融入

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

1983年，荧屏上第一次有了春

晚。那阵父母单位里只有一台 18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所有人汇聚在

院坝里，津津有味观看满屏雪花的

节目。由于信号不强，需要不时调

整天线的长短和方位，所以电视机

旁专门安排有一位技术人员，

尽管天气寒冷收寒冷收

看效果也极看效果也极

差差 ，，

但绝不影响所有人对观看春晚节但绝不影响所有人对观看春晚节

目的极大热情目的极大热情。。

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彩色电视机大举进彩色电视机大举进

入寻常百姓家，除夕夜看春晚，便成

了我的父母，还有爷爷奶奶们最翘

首以盼的事情，也是他们劳作一年

后犒劳自己最好的精神大餐。往往

是吃过年夜饭，一家老小便围坐在

电视机前，看心中喜欢的明星，听耳

熟能详的音乐，许多经典的歌曲和

小品伴随一生，成为岁月里一曲余

音绕梁的动人篇章。

二十世纪，电脑、手机开始挑战

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交流不

再必须面对面，许多人忙得连春节

看一趟父母都成了奢侈，视频和电

话代替了亲情也容易淡化亲情，许

多家庭的除夕夜只留下孤独观看春

晚的老人，精神生活的多样性让人

们有了更多选择度过除夕的方式，

年复一年的春晚节目从“稀有”变得

“寻常”，春晚营造的节日氛围比节

目本身更重要。

到了今天，尽管一年一度的

春晚总能早早引发人们和媒体的

关注，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春晚像

一朵怒放的花朵最终呈现出来

时，许多人会有一种“不过如此”

的感叹，对春晚的期待变成了一

种审美疲劳。其实，并不是春节联

欢晚会节目的档次降低了，也不

是观众的口味过于苛求，现代的

声光电技术只能让春晚的舞台更

加绚烂，而是我们的内心，正在或

多或少忽视春晚存在的精神价

值，忘记了春晚是整个节日欢乐

的序幕，是开启一年美好生活的

开始，是海内外无数炎黄子孙内

心企盼的精神食粮。说到这儿，不

妨反问一句，假如没有春晚呢？

假如没有春晚，可能会少了许

许多多对除夕的那份期待；假如没

有春晚，可能会少了年三十全家人

欢乐的场面；假如没有春晚，可能会

多了许多老人孤独冷清的身影；假

如没有春晚，可能会多了每个春节

寒意森森的氛围。

所以，尽管人们对春晚有这样

那样的议论，也一点不影响我们对

春晚的期盼和热情，这就是为什么

每年的“我要上春晚”节目总是吸

引许多人目光的原因，也是越来越

多的地方诞生无数“草根春晚”的

缘由。春晚，伴随一代又一代的人，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

已深入我们的骨髓，温暖我们的心

灵，成为华夏儿女热热闹闹欢度春

节的重要组成。

今天的春晚，早已成为欢乐的

音符，“年”的标志，也是华夏子孙最

具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春晚把欢

乐和亲情凝聚成纽带，让我们对越

来越美好的明天充满期待。

岁月描红了天底下所有的门楣

春联将一年的幸福都贴上了门框

也贴上了全家人不断上扬的嘴角

在这平平仄仄的祝福中

不同人家都对幸福作出了各自的解读

在红的底色上诉说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龙蛇起舞，莺燕欢歌

屋檐下的邻居正忙着邮寄春天的快递

大人们也忙着签收积攒一年的福气

小孩们则学着用毛笔描写福字

稚嫩的手勾勒出一串串欢快的笑声

——笑醒了春风，又笑开了桃花

这一刻天南海北的年味都汇聚于笔端

汇聚成一个个大写的中国红

剪窗花

剪刀以一门古老的语言

“咔嚓”一声，向大家拜起早年

仿佛有只无形的大手

轻轻一下就抚平了岁月的褶皱

一片片红白相间的花呀

因窗上的光影晃动而跳起舞步

一枚枚窗花，是从游子的思念中

小心裁出的一封薄薄的信笺

是故乡的山水、梅花和喜鹊

一一拉开最柔情的眼帘

是一团火红的烟花

绽放在老家窗外那湛蓝的天空

是一枚冬日的印章

深深钤进杨柳依依的故乡

贴春联
◎袁韬

春联纳福已千年
◎汪志

春晚是欢乐的音符
◎杨力

打开邮箱，一眼就看到了这几

个字：奔向美好。它们虽然是系统

自动推送的，但给人的喜悦就像是

收到礼物一样。新的一年了，就当

是一份新年礼物。正往这想着的时

候，转头看了下窗外，很冷，风呼呼

吹着，但天很好，阳光很明亮，心里

暖暖的。

新年到来，总是有很多美好的

愿望。最近看到了不少岁末的总结

和展望。我自己年年没有总结的习

惯，不过，看别人的总结时，我也会

不由自主地回顾过去这一年来我都

做了些什么，有哪些收获，有哪些需

要反思的。在新的一年，给自己定一

个目标，给时光一个期许。这是很好

的，可以经常鼓励自己。有了方向和

目标，不至于在光阴的河流里和人

生的渡口迷失了自己。

新的一年，新的时光，一切都是

亮闪闪的，像光滑洁白的绸缎，上面

的色彩和锦绣图案等着我们一笔一

笔去描绘。

对于我来说，和往年一样，读

书是在新的一年里必然要画上的

最明亮的一笔。多年来，书籍早已

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

路温情脉脉，陪伴着我走过每一个

日子，酸甜苦辣咸，我们不离不弃，

携手向前。

还有写字，和读书一样，如今，

也早已是我人生里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过去的一年，我曾经有大半年

时光为自己书写的方向而深深迷茫

而痛苦徘徊。我不知道自己该向哪

个方向努力了，我不知道自己眼下

的书写有没有意义。直到年底了，我

才恍然大悟，眼前也柳暗花明了。

当开始写字的时候，我告诉自

己：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现在

我也是这样告诉迷茫的自己，做喜

欢的事，写自己喜欢的，不好高骛

远，脚踏实地，一步步向前，记录生

活，记下时光里遇到的温暖和感动。

这样的书写宛若缓缓的溪流，虽没

有大海深沉的气势、磅礴的壮阔，但

宁静、舒缓、柔和，是另一种清淡的

美。我希望给阅读我文字的人带去

一份温暖和美好。我的书写也会一

直奔向美好和温暖。值不值得，那就

交给时光吧。

新的一年，我会用更多时间陪

伴孩子。昨天晚上吃饭时，孩子认真

地对我说，妈妈，我要和你好好沟通

一下。我一时又惊讶又欣慰。我以前

把太多精力放在自己的梦想上，没

有过多关注孩子的成长。从现在开

始，我要好好陪伴他，耐心倾听，做

一个温柔和气的母亲。

新的一年，我要调整好自己，保

持平和乐观的心态，每天都要开开

心心的，不纠结，不焦躁，不忧虑。继

续做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好好看风景。

给时光一个期许
◎耿艳菊

小时候

年味是快乐浓浓

穿新衣，放鞭炮

攥着压岁钱，眉开眼笑

长大后

年味是团圆融融

度除夕，守岁火

举杯喜团聚，畅谈美好

后来啊

年味是忙碌匆匆

办年货，闹元宵

辞旧贺迎新，喜庆萦绕

而现在

年味是盼望重重

通视频，诉挂念

惬意乐归程，天涯不老

年味
◎崔军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