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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年前让我给在外地工作、今年
春节就地过年的大哥快递一包年货，我
接到包裹， 目测分量够大哥吃一礼拜
的，打开一看，有炸肉、炸鱼、炸藕夹、豆
腐干、牛肉干和香肠，还有一包是粽子，
都是我妈自己做的。

我建议我妈，少寄一些，寄这么多，
我哥的冰箱也装不下呀。 我妈说，他吃
不了可以分送同事朋友，家乡寄来的东
西，送谁谁不稀罕呀。 再说，东西多了，
发朋友圈也好看。

自从去年， 我妈学会了玩微信，大
哥这点爱好我妈算摸准了，一收到我妈
寄去的东西就发朋友圈，顺便晒一下被
老妈牵挂的幸福。

我这边刚将包裹给大哥快递出去，
大哥的快递我也收到了，都是大哥工作
地的特产，大哥心细，还附寄了一张菜

谱，让我照着菜谱做。大哥微信交代说：
“你负责做，老妈负责吃，老妈七十多岁
的人了，该享受一下被儿女照顾的清福
了。 ”

大哥为了表示感谢，还网上给我选
了一件礼物：一本刻有我名字的本子和
笔。 这个礼物深得我心，我从小就有收
藏本子和笔的习惯。我忙给我妈打电话
汇报喜悦，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妈就抢
着说，“你大哥也给我快递礼物了，除了
吃的，还寄了一件外套、一件毛衣、一顶
帽子、一台按摩器，还有一封信。 ”

我妈提起大哥的信，激动地说，“你
大哥这人是个闷葫芦，别看平时少言寡
语，但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都写在纸
上了，单感谢我的话就写了半页纸。 ”

年前我妈已经“昭告”亲朋，今年过
年不串门儿、不走亲戚。我妈亲戚多，过

年走亲戚对我们兄妹来说是个大工程，
年前要囤好年礼，过了春节，我和我哥
兵分两路，一个负责南片，一个负责北
片，一天走好几家，每家顶多坐一小时，
否则那么多亲戚，一天走一家，等到假
期结束也走不完。

但我妈说， 我姨姥姥和姑姥姥、舅
姥爷年龄都大了，别的亲戚不走，这些
亲戚还是得走访一下。让我快递一些好
一点的礼物给他们。

我妈说的“好一点”的礼物，我懂，
就是有别传统年礼的， 有新鲜感的礼
物。 我网上搜了一些外地的特色食品，
还网购了好几盆花， 每家送他们几盆。
一一让我妈“审核”过后，我再下单。

我暗喜， 还是快递走亲戚好呀，躺
沙发上动动手指就行。索性，给姑姑、姨
妈和舅舅们也快递了一份礼品。 春节

“线上”拜年，一家人聊“快递”，说了半
个多小时，真是比往年过年的话题丰富
多了。

我妈说，今年这个春节过得既轻松
又有意义。 可不是咋的，我妈也收到了
一大堆快递，都是“抄袭”的创意。 今年
这个春节，虽然大哥没回家过年，亲朋
不互相串门儿，但快递“串”起的亲情也
让这个春节“年”味十足。

□马海霞快递“串”出幸福年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夜思量
云游蓝岭夜
月上柳梢头
花影念思远
茶香淡散愁

做模范
仿模师范做
亦步亦趋来
知理行端正
麻烦自避开

烧窑炉
炊熟再烧泥
杯盏碗盘齐
经火炼成宝
饭壶相得宜

宅家静
周末悠然过
望山赏百花
柴门宅家静
心远自天涯

□杨力

中国人对节的重视，莫过于春节，
从除夕开始，近乎大半月时间，一种特
别的情绪， 一直要保持到正月十五之
后。 这里面既有新春佳节亲人团聚的
欣喜， 又有正月里走亲串户的那份甜
蜜，直到元宵节来临，在“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的盟约后，在“谁家见月能
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的狂欢中 ，在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
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的太
平盛景下，元宵佳节带给了我们无比的
想象和寓意。

元宵节也被称为上元节，是因为它
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在民俗上，
正月十五日被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
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 而主
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
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张灯结彩，热
热闹闹。 所以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元宵
节，浓缩在老百姓心中就一个字：“闹”。

古人对元宵节的“闹”有许多种方
式。 晨起吃元宵是一种最温和的“闹”，
突出的是团团圆圆的象征；而踩高跷、
看花灯、猜谜语、放烟花，还有舞狮子、

耍龙灯、扭秧歌、划旱船等等民俗，就是
老百姓一种最质朴的 “闹”。 元宵节的
“闹”， 也可能为青年男女创造一段姻
缘，像《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春
灯谜》等等，就留下了不少或浪漫或凄
婉的才子佳人的故事，元宵节也因此变
得情意绵绵。

我也经历了一次元宵节的“闹”，那
是在有着近五千年文明的三星堆文化
的故乡，这儿的人从出土的青铜面具中
受到启示，每年元宵节都要举办极具想
象力的面具节。 傍晚，戴着面具的人从
四面八方涌上街道，放烟花、猜谜语，载
歌载舞，互致祝福。 这可能是一个人最
放松的时候，有了面具的保护，人与人
不再有提防和隔阂， 也不再害羞和拘
谨，大家都在欢乐中尽情释放，让古老
的元宵节变得特别有新意。

元宵节的“闹”，在很多地方甚至意
犹未尽持续到第二天。 在我的家乡，到
了每年的正月十六，全城的人都“疯”了
一般， 一大早就齐扑扑地涌向公园，争
着把青壮年男子，拉来给自己孩子当干
爹，民间俗称“拉保保”。 相传小孩在童

年时期要闯过几道“关口”才能长大，年
轻父母都要在这一天，备上酒菜和香蜡
钱纸，到公园内的古柏树前，把看中的
游人，拉来为自已的孩子“保关煞”。 如
果游人接受了，便在古柏树脚下，焚烧
香蜡纸， 孩子向被拉游人行跪拜礼，并
叫一声 “保保”， 双方大人互道姓名住
址，以“干亲家”相称，就地举杯饮酒祝
愿。这一传统习俗至今仍在西南许多地
方流行，同元宵节一道，成为一种被保
护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年提倡就地过年， 省去了异地
“闹元宵” 的奔波， 我们正好腾出精力
和家人过一个和和美美的元宵节。 可
以这样说， 元宵节承载了中国人太多
太多的情感。 元宵节的 “闹”， 体现出
的是寻常百姓的欢乐， 因而它是中国
人自己的狂欢节； 元宵节的 “闹”， 留
下了无数的爱情传奇， 因而它是中国
人自己的情人节； 元宵节的 “闹”， 让
我们更加珍惜亲人团聚、 家庭和睦的
机会， 因而它是中国人自己的孝善节。
一句话， 就地 “闹一闹”， 过一个别样
的元宵节， 也很温馨。

就地“闹元宵”也很温馨

风翻过山坳， 踩痛了冬的尾巴
雪花是纷飞的蝴蝶
轻吻着枝头粉红的笑脸
梅香绽放， 俊俏玲珑不争春

再走一步， 便是春的围墙
有杏花在庭院里酝酿情绪
只等春雨叩响门铃
便爬出墙来， 看燕子回家

雪地上有人与狗的足印
大大小小， 曲曲折折
推开柴门， 一群温酒的人
还在炉火旁酒醉酣眠

往前再走一步， 便可以听到
解冻的溪流， 叮叮当当
有和风吹皱一池春水
荡漾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景色

垂钓春天

雷声在山外轰鸣
一拨又一拨走出村庄的人
用阳光的汗， 月光的泪
擦亮喧闹和孤独的梦

车轮轧碎梦的生活
他拄着单拐将日子带回村庄
用左大右小的足印
在雪地里书写艰辛的诗行

阳光温暖村庄的寒凉
他用脚和拐重描生活的蓝图
捡起被积雪盖住的鱼竿
在扶贫的鱼塘里垂钓春天

播种心梦

大漠边关， 听万马嘶鸣
长河落日孤烟直
游子用一腔沸腾的血
温暖艰辛的生活

秦淮河畔， 拥百媚起舞
高楼圆月琴弦泣
游子用两行冰凉的泪
洗涤迷茫的日子

桃红柳绿， 看草长莺飞
历经岁月的沧桑
游子将一个甜蜜的梦
播种在甘蔗林里

□郑雄

走进春天
（外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