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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龙飞

小时候，腊月里，父亲掐指盘算着
过年的时间，除了购置、自制必备年货
外，还有春联的事。他和母亲不会写，
我年纪尚小，更不会写，只得到街上选
购。目睹那些挂在线绳上随风飘动的
春联，父亲心动了，再与书写者砍价一
番，买下三四副“辞旧迎新”、“喜气盈
门”、“吉星高照”、“六畜兴旺”之类的
春联，卷好，妥善放置，拿回家精心保
管。

待到腊月三十的午饭后，贴春联
便拉开了帷幕。父亲一边吧嗒着香
烟，一边忙碌开来：备好饭粒或浓稠的
米汤，待用；打开春联，铺在桌子上；用
手抓起饭粒，放在春联背面的红纸边
沿，再用大拇指按压饭粒、涂抹，使饭
粒粘性得以充分发挥。有时也用刷子
蘸好米汤，糊在红纸背面四边即可。
最后，父亲端来长凳子放在大门口，叫
我递一下横批，由他站在板凳上贴。
至此，父亲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心底无

比地踏实。
父亲对春联是爱护有加的，不但不

准我去撕扯春联，还会把被风吹皱或翘
起的春联抚平或重新抹饭粒贴紧。即
使褪了色，父亲也舍不得撕掉春联，似乎
只要有春联在，一年四季都会像春天一
样充满希望与活力。直到春联脱落了，
或者又到腊月三十，父亲才同意去旧贴
新。冲着父亲对春联的钟爱之情，母亲
是称道的，我是点赞的。

天长日久，父亲养成了贴春联过
年的习惯，其浓厚的春联情结深深地
感染了我。伴随着我的长大、读书，写
毛笔字就成为了一项基本功。在学习
之余，我练起了毛笔字。当年过年贴
的春联，就是我书写的，尽管字写得不
是很好，但因是我写的，父亲频频点
头，我倍受鼓舞，决心来年继续写春
联。说到做到，第二年家门上又贴起
了我写的春联，免不了得到父母及亲
朋、邻居们的夸赞。

遗憾的是后来，我的学习任务加
重，升学压力加大，不得不搁浅写春联

过年的心思。大凡是三天不学手艺
生，时间一长，毛笔字功底大滑坡，我
不敢写春联了。然而，我对春联的喜
爱程度与父亲一样，从未减弱，自觉地
把春联当作辞旧的报喜鸟、迎新的使
者，把买、贴春联当作除夕那天的必修
课，盛事一桩，把春联当作陶冶我情操
的载体，培育女儿品格的教材。见我
如此痴情于春联，渐渐长大的女儿不
解地问我何故？瞧见女儿可爱的模
样，我耐心地为其讲春联的故事，希望
女儿热爱春联、传承春联。女儿扑闪
着明亮的双眸，点点头。我的心里亮
堂起来，分明看到了希望。抽空把这
些说给父亲听，父亲竟然把“后继有
人”的评语念叨了好一阵。

鸡年春节将至，我组织书法家到
乡镇、社区、车站写春联，为父亲送春
联，备好自家贴的春联，极尽热爱春联
之能事。又见春联了，我的脑海里浮
现出与父亲一道贴春联的情景，忆起
了历历在目的春联往事，任春联情结
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三代人的春联情结
站在年的月台上，
眺望家的方向，
炊烟袅袅，
腊肉飘香。

红灯笼，鞭炮响，
红对联，孩童乐。
母亲的眼睛里，藏着盼子女回家的希望，
满树的雪花，飘洒着思念与牵挂，
温暖的炉火里，烤着母亲那颗热切的心。

站在年的月台上，
想起那些年，
压岁包里的秘密，
堆雪人的激动与欣喜，
还有母亲蒸的年味儿，
热气腾腾冒着快乐的味道。

站在年的月台上，
握着回家的车票，
心里奔腾着一匹千里马，
但即使快马也想加鞭，
马蹄嗒嗒，
回家，回家！

站在年的月台上
刘 希

雷媛媛

对于网购一族来说，逛淘宝网是每天的必修
课。离过年还有些日子，淘宝网精明的商家就做起
了“年货”的文章。“年货大团购”“抢年货”“带年货回
家”……“年货潮”滚滚来袭，作为“剁手型”网购狂的
我，是无论如何也淡定不下来。索性响应商家打出
的宣传口号：过年，让年货先回家！

公婆一生节俭，他们早早就嘱咐我：“我们老了，
过年就别为我们添置衣物了，太浪费了……”公婆都
已80有余，即使他们都能长命百岁，他们能过的年，
也是寥寥可数。我要让公婆的年，过得喜庆而热闹：

“聚划算”有款“妈妈装”很不错，枣红的金丝绒底布
上，散落着富贵的牡丹花，婆婆的过年衣服，非它莫
属；公公是老寒腿，要给他添置条暗红色的羽绒裤，
当然喜庆的中式缎面棉袄是少不了的；毛呢帽子，保
暖衣裤，老北京布鞋……给公婆从头到脚添置了“年
货”，想着他们收到衣物后，嘴里嗔怪着我乱花钱，脸
上却洋溢着遮掩不住的幸福，我心里美滋滋的。

父母的穿戴，一直是哥哥嫂子操心。父母身体
还算硬朗，他们过年的积极性比我要高得多，他们早
就开始逛街置办年货了。萝卜白菜、大葱大蒜，花生
糖果……这些父母眼里的“年货”，早被父母一趟一
趟买回家了。想到父亲一直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我索性为两个老人团购了两张去北京的旅行票。让
父母过一个“旅行年”，也算给他们送了一份别致的
年货。

如今对我们来说，穿新衣服是很寻常的事情。
然而新年新气象，为了图个好彩头，我还是为我们一
家三口都添置了新衣服；家里的床单被罩、碟子碗筷
……这些家常用品该换新的换新的，该添置的添置；
在商场难得一见的干果、水果、小点心，这些好吃的
一定要买一些，过年嘛，哪能亏待了嘴巴和肚子……

因为置办的年货多，在淘宝网的消费直线上
升。淘宝网给我发来信息说：“亲，你与同地区其他
人相比，你比97%的人会享受生活！”我得意地向老
公炫耀我比大多数人都会享受生活，老公却说：“准
确说，你是比大多人都会败家，不过看在你有孝心有
爱心的份儿上，我还是决定原谅你好了！”

是啊，过年过节，其实也是向亲人表达爱心的日
子。提前置办些年货，让爱先回家，生活会因此而更
加暖意融融！

过年，让爱先回家

廖桂莲

周末，闺蜜约我一块去郊游，我烦
躁地抱怨着：“我哪有心情去郊游啊，
年底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客户的应酬
占据了自己大部分上班时间，剩下的
财务报表、总结、计划……，都还没有
着落呢，只有周末加班加点做啊！”对
于会计来说，最忙的就是年底了，不但
要清算当年的账单，并且还要总结分
析，计划来年的开支与预算。闺蜜看
着我，摇摇头说：“不知怎么了，每天你
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周末也不例外。”
闺蜜的语气让我惊诧：“我有吗？”闺蜜
无奈的说：“认识你这么久了，哪天你
轻松过，上大学时？工作后？现在？”
闺蜜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中，好像事
实真是如此。

记得从上初中开始，总怕自己学
习拖后腿，于是除了吃饭休息之外，全
部的时间都耗在学习上，总是将时间
安排得满满的；参加工作后，也从未例
外，例行公事、突发的事件、接连不断
的应酬……每天总有做不完的事，仿
佛一个背负沉重石块，艰难蹒跚行走
的挑担工，没有片刻喘息和停留过。

“别把自己整得太累了，留一点缝隙
给自己，给自己一个喘息和释放的空
间。”闺蜜打断我的沉思，不容我推却，将
我手中的账本放下，拉着我走向外面。

远离城市的喧嚣，穿过山间灌木
丛林，久违的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心
情顿时云开雾散。在茂密的树林下
面，一缕缕阳光透过茂密繁杂树叶间
的缝隙，在地面上、在小花小草上，斑
斑驳驳，洒下丝丝缕缕、星星点点的光

斑。那些闪动耀眼的光斑仿佛灌木丛
中探出的艳丽的花朵，填补了缝隙的
同时也令灌木丛变得更加美更加完
整。阳光、蓝天、白云，还有那些零零
散散的树林缝隙，让我的心里变得暖
暖的。原来，人并非是一台永不停止
的机器，也需要呼吸，需要阳光，需要
缝隙释放。以前过分地压制自己，不
但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造成自
己身心疲惫，工作生活都受到严重影
响。学会适当地给自己一点缝隙，让
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出口，才能发现
更优秀的自己。

郊游回来后， 那片灌木丛林里洒
落的点点缝隙，给我的生活增添无限美
好和遐想；生命中的那片缝隙，也将会给
自己的人生带来强大的力量，将生活重
新点燃。

给自己留一点“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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