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2016年
2月6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新
春
特
刊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版
式
校
对

王
绘
春

2016春春节节你你打打算算怎怎么么过过？？ 是是在在家家里里做做““宅宅男男宅宅女女””，，还还是是有有什什么么好好创创
意意？？ 或或回回忆忆一一下下往往昔昔的的春春节节？？ 其其实实，，无无论论如如何何选选择择，，快快乐乐就就好好。。 玩玩乐乐

记忆中的春节，是与贴对联、凭副
食本买花生瓜子儿、包饺子、拜年、放炮
仗分不开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三
岁。那时，我家离白塔寺很近。在冬天有
风的夜里，我躺在被窝儿，能清楚地听
到白塔上铃铛的“叮当”声。

那时过春节，有时我跟父母去亲戚
家拜年，给长辈磕头后，长辈会给我压
岁钱。另外，也有前来拜年的亲戚，向端
坐在条案旁的姥姥或父母磕头。记得每
年春节， 一个叔伯哥哥总会来我家拜
年，给我父母磕头。后来我才知道，这个
哥哥的父母还在河北老家， 在北京，我
父亲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每年春
节，叔伯哥哥还会提着纸绳儿捆着的点
心盒子来我家拜年， 说些吉祥话儿，但
不再给我父母磕头了。

那时， 我每逢看到父亲买年画、贴
春联，就知道春节快到了。记忆中，那时

盼春节，除盼能吃点好吃的外，最盼的，
就是只有春节才能吃到的，凭副食本登
记人口供应的每人半斤花生、二两向日
葵瓜子儿。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一般
家庭有三四个孩子很正常。为了防止孩
子在春节前偷吃，家长会将花生瓜子藏
起来。我就曾在大衣柜里，找到过花生
瓜子，但也仅仅抓一把，偷吃多了，怕被
发现挨打。

同家家户户一样，那时每年春节三
十儿晚上，我家也开始包饺子，吃花生
瓜子，一家七口人热热闹闹。花生皮瓜
子皮扔在地上，踩上去“咯咯”响，但三
十儿晚上是不扫的，必须等到大年初一
早上。同时，家里所有的灯，三十儿晚上
必须全部亮着。

包饺子时，有时父母会将半块水果
糖，包在一个饺子里，谁吃到了，谁就是
明年最有福气的人。 我曾把一个硬币，
偷偷包在饺子里， 结果硌了姐姐的牙，

后来再也不敢了。
上小学后，我开始放炮仗了。花几

毛钱，买褂最便宜的小鞭儿。小鞭儿圆
珠笔芯粗细，声不大，威力很小，右手用
指甲掐住小鞭儿， 左手用香点着小鞭
儿，然后伸直右胳膊，让小鞭儿在手里
爆炸，也炸不了手。大年初一早上，对于
没钱买炮仗的孩子来说，是个捡漏的好
时机。因为三十儿晚上，家家户户基本
都会在宽敞一点的院子里或大门口，用
竹竿挑起一褂炮仗，“噼噼啪啪”炸炸过
去一年的晦气。 而个别没炸的炮仗，便
掉在了地上，等着孩子们去捡。

没炸的炮仗， 有的已没有火药捻
了，于是我一掰两截儿，将露出黑色火
药的炮仗，对放在地上。然后用细细的
香头儿，点燃一边的火药，火药遇火向
前喷射， 引燃了另半截炮仗的火药，两
股火药对着喷射，我们叫刺花。有时，我
和伙伴还玩刺花架大炮。把没有火药捻
的炮仗掰成九十度露出火药但不折断，
夹住另一个炮仗的火药捻，立在地上后
点燃火药捻，结果是先看刺花，后听炮
仗响声。

十多岁后，我敢放二踢脚了。开始
是用两块砖头夹住二踢脚，防止倒了伤
人，然后蹲下身子，用很长的香去点，见
药捻一刺火马上就跑。 再大一点儿，我
敢站在在胡同中间，戴着手套拿着二踢
脚放了。那时，胆大的孩子，敢攥着二踢
脚的上半截点燃， 等第一声炸响后，再
用力把二踢脚向另一头扔去。因为第一
响是下半截火药竖着往下炸，第二响才
是上半截的火药横着炸， 炸不着手，不
过会遭胡同里的大人恨。

“管管你们家孩子，这么放炸着人
怎么办？”“小兔崽子，三天不打，上房揭
瓦。” 那时在春节， 不少孩子会因放炮
仗，被父母责骂。

猴年春节怎么过？
这件事还真难倒了不少英雄好汉。
大吃大喝， 忒老套， 而且容易伤

肝伤胃。
出国消费， 时间不够， 银子不多，

不太敢去。
在家盯着电视看， 不但伤眼， 而

且也乏味。
继续放任孩子打电游， 大人们捧

着手机抢红包， 那更是既毁眼又无趣。
我于是提议， 这个春节哪儿也不

去折腾， 集中在家练毛笔字。
太太第一个发言响应： 一年到头，

忙忙碌碌， 难得清静， 一家子静守书
斋， 好好练练书法， 既过手瘾， 又省
了不少应酬， 好主意！

太太喜好王羲之 《兰亭序》， 可总
抱怨没有整块时间写， 这下子有几天
可以静心写写了。

14岁的儿子有点不乐意， 他说想
出外逛逛。 当然， 更深层次的愿望他
不敢明说———想痛痛快快打几天电子
游戏。 我于是善意地提示他———“今年
可是历史极寒天气， 春节出门， 不但
冻人， 而且饿人， 因为绝大部分店家
都关门歇业了 ， 你到哪里去吃饭 ？”，
我觉得力度还不够， 又补上一句———
“你的寒假作业有500多页， 如果选择
在春节那几天做， 我们自然是赞成的，
如果你愿意选择练练书法， 我们自然
也是赞成的。” “两害” 之下取其轻，
儿子同意练练字， 把撂下多年的 《张
猛龙碑》 再捡起来写一遍， 我又捎带
给他布置了另一项任务———咱家的春

联、 姥姥家的春联还有班主任家的春
联， 也交给他包办了。

为了把春节的家庭笔会安排好 ，
我已经开始筹备： 先清扫屋子， 收拾
得窗明几净， 又从花卉市场上买了一
瓶老干寒梅， 插在瓷瓶之中。 好友送
来阴沉木镇纸一对， 配上湖州新笔四
支， 再装备上加湿器一台。 这样， 任
凭屋外寒风呼啸， 书斋中总是春意融
融。 练字条件这么好， 谁见了不想上
手写几笔呢？

书法是养心之道 ， 要静得下来 ，
沉得下去。 我想， 只要诱导青少年走
上爱书法的道路， 书法的诱惑力肯定
能大过电子游戏， 这其中好像还蕴含
着某种东方高雅艺术击退西方庸俗娱
乐的道理哈。 这个春节， 就从全家告
别电游、 畅游墨海开始， 您以为如何
呢？

我家要过墨香年

记忆中的那些快乐
□ 李一然

□ 辛望

说起过年，小时候对于春节总是有
更多期待。 买新衣、 放爆竹、 吃大餐
……记忆中，每当春节到来前，我总是
会制定各种计划。 但随着年纪增长，对
春节的期待变得越来越淡。 这样的感
受直到小宝的到来，才发生改变。

小宝是一只可爱的泰迪犬， 今年
就要满4岁。 以往每到过年， 除去按照
惯例到亲戚家串门， 其余的时间我都
是窝在家中看电视打发时间。 自从小
宝到来后， 我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特
别是过年前后， 日程表被这个小家伙
排得满满。

每当节日， 不少狗主人会因为出
门而将狗狗放到宠物店中寄养。 一次
看过寄养狗狗的可怜的场景后， 我便
发誓： 每个春节， 都要带着小宝， 绝
不离开它。 然而， 现实中带着狗过年，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记忆中， 小宝到家中的第一个春
节印象颇为深刻： 担心被年三十儿的
爆竹声 “吓破胆”， 在苦苦哀求后， 老
爸终于答应带小宝到奶奶家过三十儿。
“这狗脏着可不能带， 快带它去美容。”
老妈的一句话 ， 点醒我这个 “糊涂 ”
主人。 按照老妈的 “旨意”， 拨通狗狗
美容室的电话。 “这几天的预约都满
啦， 三十儿上午还有时间。” 没办法，
只能预约这个时间。

美容的事总算是完成， 但这只是
带着狗过年需要跨过的第一关。 第二
关需要征得奶奶的同意。 我奶奶是位
慈祥的老人 ， 但只要提到小猫小狗 ，
她会变另一个人。 记忆中， 为养猫的

事， 奶奶和爷爷不知吵过多少次。 这
次我带狗到她家， 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能把小宝一个人放在家， 又黑、
又吵， 它肯定会害怕。 这个念头闪过
后， 我还是给奶奶打通电话。 出人意
料的是， 奶奶竟然破天荒地答应。 万
事俱备， 只欠东风。 带狗过年的第三
关是交通工具， 如何解决。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到将小宝第
一次带到我家的过程。 小宝出生的地
点在东四环， 距离我住的南二环很远。
没有私家车、 带着狗又不能坐公交和
地铁， 最终好心的同事骑着一辆电动
车带着我将小宝抱回。 本打算如法炮
制， 但是无奈没有电动车。 最终， 我
改为抱着小宝徒步到奶奶家。 就这样，
闯过三关的我， 最终在2013年的春节
带着小宝， 过了一个暖暖的年。 今年，
我希望利用春节好好陪陪我的小宝。

带着爱犬过大年
□ 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