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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清

每当忆起小时候跟着

父亲去姜家垅拜年的过往，

那些温暖画面，便如潮水般

涌上心头。

我家亲戚不算多，拜年

行 程 也 相 对 简 单 。正 月 初

一，我们在村里给堂伯堂叔

和邻里们送去新春祝福；初

二，前往舅舅家。舅舅家不

算远，走上一个半小时就能

到，当天去当天回，一切都

从容有序。到了正月初三，

我便随父亲去姜家垅老姑

姑家拜年。

姜家垅，离我家二十多

公里远。在交通不发达的年

代，拜年的路途，基本靠双

脚一步步丈量。要是路途遥

远，就得在亲戚家留宿一晚。

拜年那天清晨，吃过早饭，我们便提着精心准备

的礼品出发了。那时农村拜年的礼品，不过是自家准

备的猪肉和油炸豆腐。如今人们拜年，出行便捷，不是

骑着摩托风驰电掣，就是开着小车舒适自在，一天拜

访两三户人家不在话下。可在当时，坐车去姜家垅，得

费一番周折。要先走十里路到双泉铺，坐前往宋家塘

的车，再转乘邵东至邵阳的汽车，在高崇山下车后，还

得换乘前往姜家垅的车。这一路辗转，错过一趟车，就

只能在原地苦等。记得有一年，父亲拜年回来错过了

末班车，晚上十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家。相比之下，

走小路近不少，途经黄龙桥、谭家弄子、三塘铺，顺着

大东路到洪桥，再经过雀塘，就能到姜家垅。后来，父

亲便常选择走路去拜年。正月里农事不多，这样既能

省下往返车费，还能悠然欣赏沿途风景。

有一年，我和父亲一同前往姜家垅老姑家拜年。

走到洪桥地段时，一阵热闹的锣鼓声吸引了我们。原

来是有户人家在耍龙灯。在农村，过年时，耍龙灯、耍

狮子、耍彩龙船等文艺表演是必不可少的年俗。只见

那龙灯停在大门口，龙头先朝着神主牌位恭敬地鞠

躬三下，权当拜年。紧接着，一两位老者开始对唱龙

灯歌，每唱一句，旁人便跟着附和，歌声里满是吉祥

祝福的话语。那悠扬的旋律，仿佛真能绕梁三日，让

人沉浸其中。有时，我们还会遇上耍狮子的队伍，真

是大饱眼福。龙灯表演主要是对唱龙灯歌，耍狮子则

更注重拳技展示。只见那狮子时而爬上桌子，时而在

地上翻滚，还有几个俏皮的“逗你玩”动作，逗得众人

哈哈大笑。舞狮者一边打着拳，一边等待主人家拿红

包打赏。他们施展各种武术，什么南拳北腿、武当少

林，尽管我对武术一窍不通，但那精彩表演着实让我

看得过瘾。

龙灯歌听了，狮子表演也看了，父亲催促我赶紧

跟上。我们到老姑家时，天色已晚，电灯都亮了。后来

才知道，老姑在门口来回踱步好几次，嘴里念叨着：

“国民（父亲乳名）今天怎么还不来。”表叔告诉我，每

年这天，老姑都会早早起床，特意打扮一番，满心欢

喜地等我们。

那时，老姑七十多岁，身体还算硬朗，每天在家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吃过晚饭，我们围坐在火炉旁，

暖意融融。父亲邀请老姑去我家做客，看看家乡变

化。老姑却无奈地说，自己几十年没回去过了，坐车

晕车，也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每当聊起往事，老姑眼

中便会涌出泪花。我知道，在她成长的年代，生活艰

辛，那些苦难记忆，即便岁月流转，也依然刻骨铭心。

拜年，不只是一种形式，更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时

刻。大家围坐在一起，彼此诉说着过去一年的心酸，

也分享着收获的喜悦。在浓浓的年味中，每个人心中

都对新的一年充满了希冀。

老姑年纪大了，平日一般上午八九点钟才起床。

但她知道我们要回去，那天一大早就起了床。我和父

亲迎着初升的太阳，踏上回家的路。阳光洒在身上，

暖在心头。

（吕建云，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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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位于湘西南，地

处雪峰山脉，位于资江上游，

是一个鸟语花香、人杰地灵的

好地方。打 1998 年南下，我离

开故乡二十又七年，只是偶尔

回去。故乡在记忆深处慢慢变

得模糊，唯有小时候过年的经

历还记忆犹新。

在我的故乡，从小年到元

宵算过春节，前后时间二十余

天。在快节奏的都市，感觉用

这么长时间过年，好像虚度光

阴。可在时间近乎凝固的小山

村，却是另一番风景。

那时候，过了小年，大人

就不允许小孩胡言乱语，讲话

做事得小心谨慎。诸如说“吃

豆腐”，春节期间不可以讲，为

了避讳，为了讨彩，应叫“吃丸

子 ”，寓 意 团 团 圆 圆 、和 和 美

美 。而 且 煎 黄 才 能 吃 ，不 能

“白”吃。

有 一 个 字 不 能 提 ，叫

“ 死 ”。生 老 病 死 本 乃 自 然 现

象，谁也无法回避。在农村，特

别是春节期间，就不能提。如

果 真 要 提 ，改 称“ 升 仙 ”“ 驾

鹤”。现在也有新说法，叫“爬

烟窗”“老了人”。当然，很多人

没这么高学问，无法用文雅的

词汇表达，就用“那个”“呃呃”

表示，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

不懂行的人好像看西洋戏。春

节期间，农村不能用的字词绝

对不止这些，像“病”“痛”“苦”

之类的也不能用。

故乡的年夜饭非常讲究，

至 少 六 道 菜 ，一 般 八 道 菜 或

十道菜。六代表六六顺，八代

表发发发，十代表十全十美。

吃 不 吃 得 完 无 所 谓 ，必 须 把

桌子摆满，寓意五谷丰登，年

年 有 余 。年 夜 饭 通 常 在 凌 晨

五 六 点 吃 ，吃 完 饭 才 开 门 放

烟花爆竹。需要注意的是，如

果 主 人 家 没 开 大 门 ，不 能 去

拜年，如果去了，“踩”了年夜

饭，主人可能指桑骂槐，甚至

大发雷霆。关系再好，亲戚再

亲，一定要看大门开没开。如

果没开，不管什么原因，都不

用去拜年。

那 时 ，故 乡 不 盛 行 贴 对

联 、挂 灯 笼 ，而 是 盛 行 贴“ 财

神”之类的，家家贴，户户贴。

“ 财 神 ”不 是 大 街 上 买 的 ，是

有 人 送 的 。送“ 财 神 ”的 人 通

常 家 庭 困 难 ，需 要 通 过 这 种

方式筹集钱财，渡过难关。送

“ 财 神 ”的 人 来 到 门 口 ，主 人

家不能拒绝，或多或少，给些

钱打发他走。

故乡还有“年关年断”的

说法，即指如果有什么债务、

恩 怨 应 在 春 节 前 了 却 ，不 可

以在春节期间要债、闹事。小

时候，家里穷，债主往往腊月

三 十 来 收 账 ，弄 得 我 现 在 依

旧有心理阴影。受此影响，如

今，我会在春节前把工资、货

款、税金全部付清，不欠任何

债务过年。

其他地方我不清楚，在我

故乡，腊月三十，必须把家里

打 扫 得 干 干 净 净 ，人 人 要 洗

澡，换干净衣裳，以全新姿态

迎接新年。当然，也有一种说

法，说是“洗霉运”。从小至今，

这天我一定洗澡，一定换干净

衣裳，并且有守岁习惯，不听

到新年的钟声不上床睡觉。

转瞬，我也四十有九，生

活南方二十又七年。很庆幸，

我生活在一个美好时代，在南

方有自己的公司、工厂、房子、

车子，还有贤惠的妻子与一双

可爱的儿女。用现代人的观点

来说，我实现了“逆袭”“五子

登科”。但我总感觉南方缺少

年味，得回故乡过年。到了故

乡，却发现春节已不是记忆中

的春节，年味也越来越淡。

这些年，我反复思考，发

现不是物质繁荣冲淡了年的

味 道 ，而 是 传 统 年 俗 慢 慢 消

失，我们被新的文化带往新的

方向……

（罗建云，隆回人，民进广东
省委会文化出版专委会委员）

故 乡 的 年 俗
罗建云

小时候过年，最开心的事是看

“耍龙”。

龙是布做的，颜色有讲究，主要

有红黄两种。红，代表红红火火；黄，

代表吉祥富贵。龙的长短不一，短的

只几个人耍，长的几十个人耍。龙的

制作非常逼真：龙头很是神气，眼如

铜铃，舌似火苗，栩栩如生，威风凛

凛。

村外的锣鼓一响，村里的孩子就

奔走相告：“龙来了，龙来了！”随着迎

接的鞭炮声，一条黄色的龙雄赳赳、

气昂昂地进了村子。村里的人如听到

了号令，打牌的离开了桌子，烤火的

离开了炉火，都跑到了禾场坪。大家

穿着新衣，嗑着瓜子，个个喜笑颜开。

黄龙由前面一个举着龙珠的人引领，

先昂着头，绕着禾场坪奔走。锣鼓声

渐急，一阵紧似一阵，黄龙舞动起来。

龙头上下翻滚，龙身跟着舞成一个个

圆圈。霎时，风声呼呼，尘土飞扬，远

远望去，犹如一条真龙在禾场坪上空

飞舞、翻腾，气势惊人。

锣鼓声渐稀，黄龙开始游走。这

时，一些老人和妇女，抱着或者牵着

大大小小的孩子，纷纷从龙的身子下

走过。据说这叫“过龙门”，过了龙门

的孩子会前途无量。

锣鼓声有节奏地响起，黄龙开始

“耍故事”。“鲤鱼跃龙门”“青云直上”

“黄龙祝福”……故事一个接一个。这

时，村里最有学问的铜五爷忽然亮开

嗓子“哟嗬”一声。于是，锣鼓声停了下

来，看耍龙的人也都屏声敛气，黄龙又

开始游走。铜五爷干咳两声唱起了颂

歌：“一条黄龙，耍进我寒门，一无茶

水，二无烟恭，三挂炮火，又不恭敬

……黄龙过后，步步高升！”铜五爷的

歌声抑扬顿挫。场上，只有耍龙人“沙

沙”的脚步声。铜五爷的歌声一停，立

马锣声大作，黄龙又开始上下翻腾。舞

了一阵，人群里又是一声“哟嗬”，耍龙

的一方有人开始回歌：“一条小龙，耍

到贵地，抬头观望，华堂生辉，人杰地

灵……老年人观龙，健康长寿；中年人

观龙，事业有成；少年观龙，学习进步

……”歌声一停，又是一阵暴雨般的锣

声，黄龙又一阵上下翻飞。据说那时耍

龙的队伍里，每一队都有一位出色的

“歌手”，能够得体、漂亮地回应对方的

颂歌。如果两个对歌的人一唱一和，相

持不下，龙就得一直耍下去。只有舞龙

一方的歌手唱得对方心服口服，或者

对方故意谦让，耍龙的队伍才能体面

地“回龙转驾”。

耍一阵，唱一阵，几个回合下来，

就到了中午。于是，村里的长者开始

安排中饭。就地摆几个桌子，倒上自

酿的米酒，摆上瓜子、花生、糍粑、肉

等。乡下人好客、厚道，待客“尽肚子

空”，心里想的是不能失了礼仪，不能

亏了客人。酒菜上了桌，主人和客人

围桌而坐，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大

家互相问好，互相拜年，场面热闹又

温馨。吃完饭，锣鼓声重新响起，黄龙

向别的村子出发。这时，妇女们纷纷

往那些耍龙的人口袋里装糖果、瓜

子，男人们则忙着敬烟。

黄龙走了，那些欢声笑语和祝福

的歌声却留了下来，仿佛在绕着村子

飘荡，久久不散。

那时耍龙的特别多，每个村都有

好几条龙，今天你来，明天我往，锣鼓

声不断，欢笑声不停。那种热闹、友好

的场面，让人心醉。年味也被延长，往

往过了年好久，心情还沉浸在那种气

氛里。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难忘的年味——“耍龙”
申云贵

春风吹绿双江水；福运走红万户门。

——邹宗德 

妙笔画蛇添富足；春风剪彩续龙章。

——谢卫民 
 

双龙续绘神州福；亿众同歌盛世春。

——欧阳佑春 
 

金蛇领舞，春风浩荡；

紫燕飞歌，瑞气氤氲。

——欧阳飞跃 

金蛇盘福字，九州快递；

赤帜领春风，万事圆通。

——姚志远 

梅开天下福；花醉邵阳春。

——刘义志 

蛇衔绿色盈天地；燕舞祥风绕栋梁。

——黄世民 

紫燕裁春，万里舆图镶宋锦；

金蛇献瑞，兆民福报纳隋珠。

——钟九胜 

祥龙摆尾而来，志向云端，春凝众望；

昂首灵蛇所往，福连脚下，梦绽三湘。

——石佳峰 

大政归心添美满；小龙盘锦庆团圆。

——罗乐洋 

民气昭苏，华夏同圆兴国梦；

生机勃发，银蛇早报上林春。

——萧伟群 

东风快递千家福；北斗签收九域春。

——庞小青 

蛇抱二春春在线；岁连百福福临门。

——谭绍财 

笔走龙蛇，书写峥嵘岁月；

花开富贵，扮妆美丽乡村。

——袁邦纯 

灵蛇献瑞千家乐；紫燕迎新万里春。

——莫良照 

大地春融，千山葱郁承昌化；

高天日丽，一派祥和奏好音。

——朱亮辉 

瑞雪迎春风剪柳；红梅接福梦生香。

——朱振宙 

福字敲门迎瑞气；华灯焕彩映祥云。

——萧凤菊 

福地瑞丰，瑞蔼升腾红火火；

都梁春好，春潮涌动暖融融。

——朱小武 

春光撩醉丹青手；福字分红岁月香。

——宋阳玲 

东风唤醒春，梦有期，民无恙；

瑞雪揉成酒，德入味，善生香。

瑞象千重，春潮带利，一楼胜景人和月；

和风万里，佳节腾欢，满座高朋酒与诗。

楼开阊阖，看凤绕五云，共襄大事；

乐起箫韶，喜春生万象，惠济丰年。

长天瑞气腾，值东风苏绿野，赏春季

李夏季荷秋季桂；

福地小龙起，携彩梦上青云，揽九天

星中天月晓天霜。

——邓星汉 

乙巳蛇年春联

和和美美（剪纸） 马丽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