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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旧事》里的浓浓年味
张帮俊

“春节”在中国人的词典里
就是“团圆、喜庆、吉祥”的代名
词，经过岁月的积淀与洗礼，蕴
含着智慧和结晶，凝聚情感寄
托的春节情结，早已深深烙印
在中国人的骨髓中，不可磨灭。

欢乐年节时，闲聊中，常和
朋友忆起儿时过年的情景，那
种纯朴、简单、喜庆的年味着实
让人难以忘记，读了张志春著
的《春节旧事》，心底更是泛起
阵阵涟漪。品读那些原本属于
我们的故事，找寻那些曾经美
好的年味，回归生活的本质，让
心灵恢复平静。

《春节旧事》图文并茂，系

统讲述了中国人过年时的各种
风俗习惯、历史传说、诗词书
画、文史知识等内容，融可读性
和知识性为一体。那通俗朴实的
文字，让人有强烈的共鸣感，那
令人回味悠长的“送社粑粑”、除
夕夜里热气腾腾的饺子……字
里行间描述的场景夹杂着脑
海里的故事一下子立体地浮
现于眼前。而书中那一幅幅图
片，更是将我们带进了尘封的
记忆里，贴春联、放年炮、讨压
岁钱……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
场景让幸福感自内心深处涌
来。“冬至仿佛就是年的预演，

‘腊八粥’滋味悠长，窗花卉映

新景，年画随年入画屏……”各
篇章里的文字细腻地演绎着过
年的旧事。

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故乡、
家园情结。每到春节，异乡的游
子就如候鸟般往家的方向飞
赶。回家是父母的守望，是孩子
的期盼，更是对心中那个他
（她）的惦念，年节里，神州大地
展现着一幅幅感人的团圆画
卷。对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传
承也一代代沿续，在喜庆的日
子里，年节内在的亲切与崇高
鼓荡起生活的勇气与对生命的
热情，“掸尘”是洗去心灵的尘
埃，“祭灶”是渴望来年迎福纳

祥。“除夕夜”，过年高潮真正上
演，摆上吉祥美味的年夜饭，斟
满喜庆的酒，团圆的一家人为
幸福碰杯，为新年祝福。

在烟花绽放、爆竹声声中，
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时，真切
感受的是欢歌笑语。如果说，冬
至是序幕，除夕是高潮，那么元
宵就像天空中的那轮明月，给
年节来了个最完美的谢幕。

品读书籍，感怀曾经美好
的春节旧事，回味记忆里那些
幸福的时刻，更深刻感知，幸福
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的眼
睛 掠 过 幸 福 的 时 候 常 忘 了
停留。

每逢过年，就是我读书
的大好时光。闻浓浓的年味，
听时有时无的爆竹声，绕开
红男绿女的欢笑，泡一杯茶，
找一个僻静之处，捧一本喜
爱的书，搬一把老式靠背椅
坐下来，嗅淡淡的书香，自由
翻阅，尽情遨游书海。或上
古，或未来；或人间，或天上，
把思绪放飞于无边无际的书
海之中，个中滋味无穷无尽，
余味绵长。

两三本交替对比着读，名
家草根作者轮流着读，不同期
刊换着口味读，别有一番
情趣。

读《西游记》犹如品低
度白酒，第一口如唐僧一路
西去取经的决心和信心，踌
躇满志，志在必得；第二口
似猪八戒大吃人参果，壮着
胆子一口一个；第三口像孙
悟空腾云驾雾，天上人间，
书里书外、似醉非醉；读《水
浒传》仿佛鲁智深吃肉，大
快朵颐，一目十行；读《红楼
梦》似吃葱烧鲫鱼，小心仔
细，剔刺吞肉，来不得半点
心急。

读路遥，风味特浓，看得
见盘摸得着碟，犹如瘦肉煮红
枣，味儿平实香甜，大对胃口；

读贾平凹，关中汉子的细腻，
粗犷，如秦腔高亢、碗碗腔婉
转，不宜囫囵吞咽，要细细品
味；读赵树理、柳青，一桌桌香
喷喷的农家饭菜，山药蛋粉嘟
嘟的，吃腻了大鱼大肉，再吃
一些白菜萝卜、土豆玉米，实
在可口至极。

……
“咚咚——嗒嗒——”，几

个淘气孩子在晒场上放起了
鞭炮，不时将那沉入书中的思
绪拉回现实，但一会儿，仅仅
一会儿又回到书中。

抿一口茶，眼睛有些微微
胀，腰有点酸，站起身来，伸一

个懒腰，揉揉胳膊，向远处眺
望，再远、再远。目之所及，青
山叠翠，绿水泛波，鸟儿停歇，
小狗遛弯，公鸡高傲悠闲地踱
着步子，母鸡蹬着爪子，偎着
沙窝……

肚子有些饿了，家人喊吃
饭，可还有一节没看完，继续；
再喊一遍，欲起身可没有动
作；还喊，语气比平时客气了
许多：“过年也忙，这书中是有
肉还是有酒？连饭也不吃了？
都凉了呢。”声音里有些嗔怪
和不理解。

“读书过年，过年读书”的
惬意和美味尤胜佳肴啊！

每年春节，我们兄妹几个都会
争着给父母置办年货：大哥买了
米、面、油；小妹送去了糖果、瓜子。
而今年，我送给老父亲的是一份特
殊的“礼物”——父亲列出想看的
书单，我负责买单。

父亲曾是一名村小教师，退休
之后，依然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
好习惯。在他的书房里，有两个高
高的书架，里面一排排全是父亲这
些年的藏书。父亲笑言：“这是李家
最值钱的‘不动产’！”父亲的书案
上，有厚厚两大摞本子，是父亲在
一个个冬晨春晚，写下的读书笔
记。抽斗里的红色硬皮笔记本，珍
藏着父亲写给妻儿的诗和文章。

母亲戏称父亲为“书痴”。书对
父亲似乎有着特殊的魔力，捧起书
来，总是废寝忘食。每天早饭后，父
亲总会戴着老花镜，坐在书桌前，
一会儿在书上画，一会儿在本子上
记。母亲劝他：“老李，累了就起来
走走，你整天就知道趴在桌前用
功，是想和孙女一起考大学呀？”父
亲呵呵笑道：“至乐无如读书，至要
无如教子。”

周末，我回娘家看父母，顺便
把父亲列好的书单要过来，准备照
着买。第一行是父亲自己要看的
书：《古诗词鉴赏》《人间词话》《人
间草木》，第二行是父亲送给母亲
的书：《百姓家常菜》《种菜教室》，
第三行是父亲准备送孙子的书：
《笠翁对韵》《十万个为什么》。

父亲再三叮嘱我：“花儿，你要
抓紧时间把书买回来啊。过年了，
咱不能光想着吃喝玩乐，还要学习
充电。我和你妈得给咱家带个好
头！”我看着父亲认真的样子，笑着
伸出了大拇指。

年少的记忆里，每逢过年，父
亲除了给我们买新衣外，还会送书
给我们。我上初一那年，父亲带回
来一叠书，有送我的《少年文艺》、
妹妹的《海的女儿》、哥哥的《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还有给表姐的《卓
娅和舒拉的故事》。每一本书，父亲
都细心地包好书皮，并写上我们的
名字。父亲递给我们书时，总要郑
重地说：“只要打开书，就打开了一
个崭新的世界。都要好好看，过几
天要考试的！”煤油灯光下，我们依
偎在父亲身边阅读的情景，是我童
年里最暖的记忆。

今年春节，父亲劝我们：“今年
特殊情况，还是在家里呆着最好。
在家读书，也是一种旅行，一日间
可神游大江南北，案头的山山水
水，一样可以陶冶情操的！”我望着
父亲，连连点头。

平时，我也买了不少书，忙忙
碌碌的日子，买回的书落了浮尘，
有的才只读了几页。趁着过年休闲
时光，陪老父亲一起读书：读一读
李娟的《我的阿勒泰》，感受她的通
透豁达，学着去爱世界上的一株
草、一朵花；读一读父亲案头的那
本《平凡的世界》，让心底的梦想生
生不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尽的
美好。

老父亲最欣赏元代诗人王冕
的《墨梅》：“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
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
留清气满乾坤。”读书应该这样，做
人也应该这样。

“读书能继世传家，家蕴书香
家风正。”新春的大好时光里，看着
年过八旬的老父亲，和挚爱的家人
一起，坐拥书卷中，静心品读，是我
眼里最暖最美的画面！

牛年春节，大家纷纷响应
政府号召就地过年，配合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少了走亲
串门、许多应酬的春节，我们
该如何度过呢？我的答案只有
一个，那就是读书。

读书会带给我们很多
乐趣。

读书之乐，是让某种奢望
变成现实。平时，我们的工作
是忙碌的，生活是快节奏的，
人际交往是应接不暇的，种种
烦杂琐碎让人头痛，连静下心
来读点东西都成了奢望。多么
向往，在干净整洁的书房里，
泡一杯清茶，手捧一本好书，
在水仙花淡雅的花香中，静静
阅读。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
现了。在读书的过程中，整个

人都舒畅了。
读书之乐，是能够更好地

认识自己。周国平在《当你学
会独处》这本书里说“世上没
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
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
的人却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
世上有一种人，他们最怕的就
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待一
会儿，对于他们简直就是一种
酷刑。”而对于我来说，独处是
一份美好的体验，虽有些寂
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

我很享受独处的状态。我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满，在
读书和娱乐之间游刃有余，并
能狠下心来严格自律。读书累
了，就歪在沙发上追剧，可这
一看，有可能是脱缰的野马，

追完热剧《大秦赋》《上阳赋》，
又回头复习经典《琅琊榜》《甄
嬛传》。当我警觉到这是一种
自我放纵的时候，立刻会狠心
把手机扔到一边，继续遨游在
书海中了。这样一天天过去，
读过的书越来越多，就觉得在
这个假期提升了自我，没有
白过。

读书之乐，除了收获知
识，还能得到精神的愉悦。一
个人把精力花在读书上，就会
把一切看得很淡。对于疫情，
会少很多恐惧和不安。不去多
想房贷怎么办，相信船到桥头
自然直。和人接触少了，自然
也没了攀比之心，谁谁在市里
买了新房，谁家的孩子考上选
调生，谁的工资涨得比你多，

这些都不是问题了，都不能影
响你宁静的心绪。

读贾平凹的散文，感觉
真是好。细腻悠长，耐人寻
味，犹如电影镜头，推拉摇曳
之间，就把美景一一展现。语
言平实朴素，闪烁哲理，极富
情致和个性。善用白描，似有
朱自清的风格。尤喜散文《通
渭人家》中某一细节：一间私
人诊所里，一老头趴在桌沿
上接受肌肉注射，擦了一个
棉球，又擦一个棉球，大夫训
他，五个棉球都擦不净？老头
说，河里没水了嘛。形容一个
地方严重缺水，如此描画，真
是妙绝。

新春读书乐趣多，过上一
个别有风味的春节吧！

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要求，我选择了宅在家里
过年，这样我也可以抽出更
多的时间来读书。这些年没
有别的积攒，书存了不少，随
手拿出来一本，便能在其中
沉浸一天，直至有家人催促：

“吃饭了……”才将目光从书
本上挪开，活动活动身子，伸
个懒腰，过去吃饭，短暂休息。

尽管时下手机阅读软件、
电子阅读器有很多，也很方
便，但是我还是喜欢看带有墨
香的纸质书籍，它更让人觉得
这些带有思想的文字是可
感的。

我看书很慢，慢得人家可
能都完成几件事情了，我才翻
了几页书。我看完后面几页还

喜欢把前面几页再看下，似乎
是想背下来一般。其实，我就
是想揣摩一下作者写那一段
的状态和心境。这些年，书读
得不算很多，但是也有许多令
我难忘的书。比如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司汤达的《红与
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
河》以及鲁迅的《呐喊》、巴金
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
沈从文的《边城》、阿城的《棋
王》、张贤亮的《绿化树》、陈忠
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
疲劳》，还有聂鲁达的诗等等，
这些书一一读来，都给人美好
的享受。

读了一些书，也读了一些
作家学者对书的感悟：比如作
家刘心武认为读书要力求读

好书，读讲真理的书，传知识
的书，陶冶性灵的书，赏心悦
目的书。但世上的书多如繁
星，也很难说我们遇到的书都
那么有价值，那么美妙，怎么
办呢？我的做法是：经过几代
读者考验，即经过时间老人筛
选，成为名著、经典的书，要作
为重点读。时下热门的书，可
以拿来翻阅，但要有独立思考
的精神，如果觉得确实好，则
细读，倘若觉得虚有其名，粗
读可矣。阅读使人智慧，许多
人聪明，但是没有智慧，那是
因为他没有好好阅读的缘故；
阅读使人平安，读好书的人，
他的人品不会差到哪儿去，在
人生的道路上，不用绕太多的
弯路，不会摔太大的跟斗，因

为书籍给他指路；阅读还有美
容作用，有的人长相平平，可
是一举手一投足就有一种气
韵，有一种美感，这就是“腹有
诗书气自华”的缘故。

著名作家巴金说：“仅在
字母、文字和书页中浏览一
番——这不是读书。阅览和
死记——也不是读书。读书
要有感受，要有审美感，对他
人的金玉良言，要能融会贯
通，并使之付诸实现。”的确，
读书，不是消遣娱乐，而是一
种有益的学习，是一种充实
人生，增添经验的捷径，让我
们闲暇捧起心爱的书籍，沉
入其中才能体会到那一份快
乐，那一份世俗里学不到的
智慧。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
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旅行，于我而
言，有些奢侈，时间上不太允许。读书，
倒是我的一大喜好。

小时候，我喜欢看小人书，积攒的
压岁钱，变成了一摞一摞的小人书。

读大学时，我更是恋上了图书馆，
沉迷于中外名著，一有空闲就往图书
馆里钻，笔记做了厚厚的十几本。

参加工作后，看书的时间越来越
少，尤其是结婚生子以后，工作家庭两
头忙，再也静不下心来好好读几本大
部头了。尽管仍坚持阅读，但都是利用
零碎时间，随手取阅，聊慰阅读饥渴。
有时蹲在厕所看入迷，听到妻子在外
面高声叫喊：“掉进厕所里了？”才赶紧
提起裤子起身……

去年寒假，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需要，大伙儿都按要求呆在了家
里。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我起初整天
惶恐地盯着手机，生怕漏掉一条信息。
后来心情渐渐平和，找出平日无暇阅
读的几本大部头,一本一本细嚼慢咽。
阳光穿过窗户玻璃，温柔地抚摸着书
页上的文字，像抚摸着春天的万千花
朵。我像一只坠入花海的蜜蜂，贪婪地
吸吮着芬芳的花蜜。

一个人，一杯茶，一本书，这样挺
好。一本好书，其实也像手中的茶一
样，需要慢慢细品，才能喝出它的
味道。

“少聚餐，少聚集”“提倡就地过
年”……今年寒假，疫情虽然得到控
制，但“地球村”联系实在紧密，境外输
入病例时有发现，特别是入冬以来，国
内多地出现本土新增确诊病例，防控
形势依然严峻。

经历过磨难，更懂得珍惜。今年春
节，我不打算走动拜年。一为配合疫情
防控要求，二来可以安安静静读几本
好书，整理下写作思路。

近些年我埋头写作，一年发稿量
虽然过百，但总觉得自己的文字还缺
少点什么。记得赵金禾老师跟我谈过
他的写作经验，他初学写作时，曾把许
多名人的作品“大卸八块”，一块一块
细品，然后拼起来再看。这样拆来卸
去，就像一个修理工熟悉了产品的性
能、结构，赵老师写起文章来驾轻就
熟，几部中篇小说连上《人民文学》头
条，杂文《毛遂不避嫌疑》还入选了高
中语文课本。我想，我现在是不是该把
赵老师的作品“大卸八块”揣摩揣摩？

当然，除了赵金禾老师的文章需
要好好揣摩外，文友惠赠的文集、报社
邮寄的样刊、几本网购的新书，都需要
时间慢慢细品。寒假有书慢慢读，于
我，是一件幸事！

书
香
味
年
货

李
东
花

读书过年
李天荣

年节里做条书虫
胡志松

新春读书乐趣多
王新芳

寒
假
有
书

慢
慢
读

徐
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