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乔迁新居后的第

一个除夕夜，一家人看电视，

包饺子， 说说笑笑， 其乐融

融。 窗外，凛冽的寒风里，不

时响起清脆的鞭炮声。 除夕

夜， 这个传统的充满亲情味

的中国之夜， 处处洋溢着欢

乐、祥和、温馨、幸福。

忽然， 我听到楼后响起

了烧锅炉声，隔窗一看，锅炉

工正在炉火的红光里挥舞着

铁锨，将煤装上一小推车，然

后推进锅炉房， 又一锨一锨

将煤撒进锅炉中。 锅炉尖叫

了一声，很快，暖气管道响起

了呼噜声，接着，暖气片就热

乎乎的， 室内也便有了春天

般的温暖。

小县城还没有统一供

暖，进入冬季，便由小区自己

解决暖气问题。 暖气已烧了

两个月了， 我只见过锅炉工

一面， 那是汽车将煤卸到楼

前， 他用推车往楼后推煤的

时候。 他一身标准的豫北农

民打扮，寸头、蓝衣、黑裤，落

满煤灰的脸上， 还抹有两道

浓浓的煤黑。 他边装车还边

对几个住户说， 保证又省煤

又叫您暖和。这以后，我每每

下班便匆匆回家， 将严寒关

在门外， 在温暖如春的屋里

体味着舒适， 在舒适中读书

看报爬格子， 去寻找一个做

了很久的梦。舒适中，我早已

忘记了锅炉工， 忘记了温暖

如春的三室一厅是因有了锅

炉工才如此。

锅炉房的门没关， 炉火

的红光在门外闪烁着， 锅炉

工的身影在红光里舞动着，

就像一幅美丽的剪影。 他的

年货办齐了吗？ 他回乡下的

家团聚吗？ 他吃了除夕夜的

饺子了吗？为了生计，为了城

里人的温暖， 他却在这万家

团圆的时刻辛勤地忙碌着。

我不禁又浮想联翩———此

刻， 守卫边疆的将士正在冰

天雪地里或万顷碧波上巡

逻，他们想家吗？ 肯定想！ 当

过兵的我， 那种听着不绝于

耳的鞭炮声想家的心情，是

难以用文字表达的！

炉火仍在熊熊燃烧着。

我不禁想起明代于谦的诗

句：“爝火燃回春浩浩， 洪炉

照破夜沉沉……但愿苍生俱

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他

们，还有许许多多为了祖国、

为了他人而默默奉献自己的

光和热的人， 不都是一块块

煤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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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声

将佳节的夜晚

唤醒

礼花缤纷

飞扬在佳节的

上空

璀璨的星空

从没有见过这

样的美景

不约而同地

睁大了一双双

迷恋的眼睛

优美的歌声

像一条条五色的

彩带

悬挂在天空

开心的笑语

似一杯杯芳香的

美酒

醇厚醉人

天上的神仙

望着这欢乐的

人间

情不自禁地

流露出了羡慕的

神情

笑容绽放在

每个人的脸上

祥和拥抱着

每一个幸福的

家庭

祝福和问候

在每一个角落里

传递着爱心和

真情

时尚与文明

在大街小巷里

勾 画 着 美 的

流动

我们共同生活

在一个祥和的

大家庭里

和谐是我们这

个大家庭

美丽的姓名

不知不觉中，鼠年

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牛

年在我们美好的祝福

声中到来了。

从古到今， 我国

喜迎春节的习俗就是

多种多样的， 并且有

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

打扫院落、 做年糕 、

贴春联、 放鞭炮、 发

红包、 磕头拜年、 吃

年夜饭、 穿新衣、 走

亲串友 、 祭拜财神 、

祈求安福等等。

小时候最盼着过

年，因为过年有好吃的

东西， 可以穿新衣服。

在新年的这一天，人们

伴着灵动的黎明，忘却

了过去一年的疲劳、烦

恼和所有的不快，走出

家门， 给左邻右舍、远

方的亲戚朋友、恩师长

辈、同事送去吉祥的祝

愿、美好的祝福，期盼

着新年有新气象，新年

有新收获。

在我生命的年轮

里， 已经走过了近

40

圈。 从自己刚记事时

到现在， 春节每年都

过， 但每年又过得不

同。

改革开放前我还

不到

10

岁， 当时过年

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

吃上饺子和大肉， 还

有母亲辛辛苦苦干了

一年用工分积攒下的

几个钱， 为我们兄妹

买来的花生、 糖果解

馋， 还有那件只能在

初一穿的新衣服。 年

前买的几挂小鞭炮一

个一个数着放完才算

过足了年瘾， 那时的

春节相当清苦、 单调、

乏味。

改革开放后的春

节，人们才算渐渐过上

了富裕生活，从家家户

户丰衣足食到吃穿讲

究、文明和谐搭配； 从

过节礼尚往来到添置

液晶电视、 电脑， 搬

新楼房、 买私家车，

追求丰富多彩、 充满

时尚感的精神生活 ，

这些无不衬托出春节

是踏着新时代的节拍，

带给了人们气象万千

的向往和美好的人生

追求。

这些年来的春节，

已经淡去了许许多多

传统美好的东西， 快

节奏的生活列车， 将

那种浓浓的年味匆匆

碾进一日三餐的时光

里， 人们不再满足吃

穿用住行购， 已将目

光聚焦到健康的生活、

快乐的工作上， 这无

疑是对“百节年为首”

真正含义的最好提升。

更多的人则把春节当

成一个新目标、 新追

求的起点。

“爆竹声中辞旧

岁，春风送暖迎牛年”，

相信我们在新的一年

里， 会有新的收获，会

有新的幸福。

又是
一个新年到
□鹤山区 许宏勋

春节即情

□淇滨区 李红喜

除夕夜感怀

□淇县 韩峰

■

淇

水

诗

情

过年时回家， 走在村子

里的小路上总是很伤感，这

里有太多童年的回忆， 仿佛

走在每一条路上都能听到曾

经的笑声， 能感受到当年的

心情， 其实最想能轻轻拾起

丢失了的岁月。 废弃了的水

井，破败了的房子，长大了或

者变老了的人们， 都在心中

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我

曾经在那条路上盼望天上会

落下一架飞机把我接走；我

曾经在那个山坡上迷路大哭

过； 还有那条在梦中困扰过

我千百次的小河， 处处都有

难以忘怀的记忆。

有段时间我受祖父那些

故事的影响， 坚信村子的南

岭上有宝藏。 年幼的我孜孜

不倦地搜寻，每一片落叶，每

一次声响，我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明察秋毫，可是除了拾

了一些鸟的羽毛外， 什么也

没有找到。 有一次，一位老师

告诉我说，她父亲在南岭上放

羊的时候捡到一块化石，虽然

我还没见过化石是什么样子

的， 也没有分析过这种可能

性，但更坚定了我南岭寻宝的

决心，我的眼前总是浮现自然

课本上的一张图片， 上面画

着沈括在山道上看一块鱼化

石。 我每次去那里都紧紧地

盯着路两旁突起的石头， 祖

父让我看路， “我在找化石

呢！” 我说，仿佛是一件很重

要的事。

我还想着古代的某些人

一定曾经把宝藏藏在了这里，

我发现一棵树长得异样，就开

始看周围有没有可以藏宝的

地方。 听见一声鸟叫，就想有

没有什么暗示。 后来听到布

谷鸟的叫声最独特，翻译成我

的语言是：“光棍儿，背锄”，于

是就开始想它是什么意思呢，

分析了半天，没有结果，听多

了觉得它一定是引导我，说不

定宝藏与布谷鸟待的地方有

关，于是我的寻宝计划又变成

了寻布谷鸟计划。 找着找着，

冬天来了， 布谷鸟不叫了，我

却什么也没发现。 秋天到了，

八月十五的晚上，我和同学一

起去南岭上玩。 回家的时候，

走在山道上我突然想这里会

不会没有宝藏呀，心里一阵悲

凉，却又安慰自己，这里怎么

能没有化石呢， 几亿年前，这

里一定是大海， 看那石头，都

是大海里的。可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的寻宝计划就这样无

疾而终。

那些逝去的岁月，一去不

回， 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长

大，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我曾

经觉得很高的门台变得很矮，

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害怕过

年，害怕别人问我多少岁？

过年时回家 □

新区 张丽

牛年大年初三， 我们五

十六个中学同学和几位当年

的恩师欢聚在市迎宾馆， 这

是二十八年来第一次聚会。

尽管多年来部分同学联系不

断， 有些同学还同住在一个

院里， 但能够洗尽铅华， 卸

下面具， 完全还学生时的率

真， 用同学的真心真情真面

目来叙说同窗之谊， 却是很

难得。

也许正因为大家觉得难

得，乍一相见，每个人脸上都

露出几分紧张、 腼腆和羞涩，

也只是短短几分钟，大家一下

子就回到了二十八年前的中

学时代， 完完全全摆脱了世俗

身份的困扰， 重新置身于同学

之间的那份纯真、体贴和赤诚，

周围的空气似乎瞬间净化了，

清新异常，让人有“返老还童”、

青春再来之感。

那早已远去的中学时光散

发着陈年老酒的醇香， 那昨夜

的星辰仍在记忆的天空中闪闪

发光。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

年， 时光的流逝不但没有将其

淡化， 反而历久弥新。

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校园

东边的操场吧。 春天来了， 操

场墙下的小草青青， 呼唤着墙

外的依依杨柳。 那时的操场就

是一个八百米的跑道， 男生

把跑道当球场踢足球， 常常

踢得大汗淋淋； 女生则略显

羞涩地看男生踢球， 不敢太

接近。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老师

批改作业的专注表情吧。 我们

就是在他们一天又一天的红

墨水的批改中长大的。

班主任王梧岗老师也从

上海来参加这次聚会了。 多

年前， 王老师的语文课多么

令人神往。 “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

其筋骨……” 王老师用略带

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朗诵课文

的声音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

响。 这些年，我经常来往于鹤

壁和上海之间， 对南方人有种

莫名的亲近感， 或许就与王老

师有关吧。

二十八年了， 昔日的校园

已旧貌换新颜，愈来愈美丽；昔

日的同学如同星散， 闪烁在广

阔的天空中； 昔日的照片已成

老照片， 不老的是我们的赤子

之心； 昔日的点滴已化成永恒

的记忆， 镌刻在永恒的历史之

中。

二十八年过去了， 物是人

非， 但未曾改变的是同学们的

心。

余秋雨先生在 《收藏昨

天》 中说： “不祈求奇迹， 不

想入非非， 只是平缓而负责地

一天天走下去， 走在记忆与向

往的双向路途上， 这样平常中

也就出现了滋味， 出现了境

界。 秋风起了， 芦苇白了， 渔

舟远了， 炊烟斜了， 那里， 便

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这句话足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

心境， 真希望老同学们在记忆

与向往的双向路途上快乐地行

走， 在即将到来的春天， 一路

欢声笑语、 喜事连连。

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愿我们来日再相会。

二十八年又相会 □

新区 李玉梅

记得小时候，姥姥常给我

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善良的

母亲，在孩子无知地向她要心

时，她毫不犹豫地给了他。 孩

子捧着这颗心兴高采烈地往

外跑，被门绊倒了，心也摔到

了地上，然而，这颗跳动的心

呼喊道：儿子，你摔疼了吗？

2008

年临近过年的一个

晚上， 母亲来电话告诉我：天

变冷了，要注意身体！ 然而这

短短的一句问候，让我内疚万

分， 本该是我向母亲问候的

话，现在却……于是，自己那

颗被震撼的心，怎么也不能平

静下来。

年幼时，家里穷，多少个

夜晚，母亲坐在灯下，一针一

线给我做鞋， 神情是那样专

注，似乎要把她所有的爱都倾

注其中。 当我穿上她做的千层

底鞋时，母亲脸上总会露出幸

福灿烂的微笑。

母亲常告诫我做人就要

堂堂正正， 即使再穷再苦，都

要活得有骨气，有自尊，不贪

别人一针一线，什么都要靠自

己的双手去干。

母亲还教我对人要以诚

相待。 要想别人尊重自己，自

己要首先尊重别人。 她让我懂

得，只要你付出真心，定会有

爱的回报。 并且教导我对人不

能分高低贵贱， 要同样对待。

在她眼里，善待别人如同善待

自己。

特别是母亲教我学会了

理解和宽容。 她常说：人心宽，

天地宽。 每当我向她诉说不快

时，她都会耐心开导我，让我

站在别人的角度，将心比心地

想一想， 理解别人的难处，学

会宽容。

一直以来，是母亲的教导

时刻鞭策着我勇往直前，不断

进步。 任凭周围的人如何说我

“傻”，我却觉得自己生活得很

充实，很豁然，问心无愧，坦荡

潇洒。

因为我始终相信，母爱就

是自己永远的港湾！

母爱，永远的港湾 □淇县 汪继伟

▲

书法 鹤山区 姜世军 书

十二生肖 新区 王尉然 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