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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倩

年 ，是 很 有 仪 式 感 的 节 日 。
一进入腊月，每一天都丰盈了起
来。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
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
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
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
走。”

浓浓的年味便是由这一项项
仪式营造出来的。而最能体现年
的辞旧迎新意味的仪式，就要数
贴春联、守岁和拜年了。

贴春联。“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

《元日》描写了家家户户门口挂着
桃 符 的 景 象 。 桃 符 是 春 联 的 源
头。为趋避鬼怪，最初人们以桃
木刻人形挂在门旁以避邪，后来
画门神像于桃木上，再简化为在
桃木板上题写门神名字。

据传第一幅春联是五代后蜀

国国君孟昶挂在门前的“新年纳
余庆，佳节贺长春”。春联真正普
及始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提倡有
关。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曾下令
每家门上都要贴一副春联，以示
庆贺。

春联以贺年为旨，以雅俗共
赏的特性深受世代人民喜爱。春
节前夕，家家户户都要贴上红红
的春联，一副副透着喜庆和热烈
的春联表达了人们迎新纳福、企
盼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守岁。“守岁阿戎家，椒盘已
颂花。”杜甫的诗句表现出除夕之
夜守岁的快意。春节的核心节点
是 大 年 三 十 和 初 一 。 而 除 夕 之
夜，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的重要时刻。“除”是“去”的意思，
除夕的意思就是“月穷岁尽”，表
示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

据 传 守 岁 习 俗 兴 起 于 南 北
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
诗文。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
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
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
如意。

除夕守岁，更有感受时光匆
匆，珍惜光阴的含义。《唐才子传》

里记载，每至除夕，贾岛“必取一
岁之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
曰：“此吾终年苦心也。”他每到除
夕 ，对 过 去 一 年 得 失 作 一 番 总
结，如果“三十六旬都浪过”，尚
不“偏从此夜惜年华”，那么，“守
岁”也就失其意义了。

拜年。“鼓角梅花添一部，五
更欢笑拜新年。”孔尚任的《甲午
元旦》说明拜年在辞旧迎新之夜
交子时便开始了。“一拜天地，二
拜祖宗，三拜高堂。”一个头磕下
去，带着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
怀念和对长辈的尊敬。

一般大年初一晚辈给长辈拜
年，祝愿长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而受拜的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压
岁钱，也叫压胜钱。因为“岁”与

“祟”谐音，长辈们希望压岁钱能驱
邪免灾，保佑孩子平平安安。

新年后给亲戚拜年，一般的
规矩是初一拜本家、初二拜岳家、
初 三 拜 亲 戚 。 在 邻 里、同 学、同
事、朋友之间也要相互拜年。在

“过年好”的道贺声中，拉近了心
与心的距离，增进了人与人的感
情。正如古语所说，拜年“以联年
谊、以敦乡情”。

年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它
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尽
管各地年俗不尽相同，但辞旧迎
新、纳福迎祥的愿望是一致的；尽
管年的仪式现在有了很多变化，但
回家团聚的心声、对年的情感需求
是共通的。年，其实是一个梦，包
含着我们对所有美好生活的憧憬。

纳福迎祥纳福迎祥过大年过大年过大年

文化庙会庆佳节
2 月 2 日，文化庙会中的脑阁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当日，为期 10 天的呼和浩特市 2017 年春节·元宵节文化庙会在玉泉区大盛

魁文化创意园开幕，庙会以“感受民俗文化，共度新春佳节”为主题，期间将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迎春群众文化活动、趣味民俗
活动等 10 个类别 42 项文化活动，让首府各族群众在祥和、喜庆、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共度美好新春佳节。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游客在大盛魁文创园内观看桃花展。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文化庙会开幕式上，由托县乌兰牧骑表演的自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双墙秧歌。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春节文化庙会中由民间艺人制作的糖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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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霍晓庆

“这几年，遇到的都是
好人好政策，我们娘儿俩的
日子越过越有希望了。”大
年初三，迎着午后温暖的阳
光，50 岁的杨爱兰侍弄着窗
台上的迎春花，满面春光。
和两年前记者第一次采访
她时相比，杨爱兰胖了，精
神更好了。

杨 爱 兰 2001 年 下 岗 ，
2002年与丈夫离了婚，独自
带着年仅 7 岁的女儿生活。
当保姆、洗碗、打扫卫生、超
市做销售、摆地摊⋯⋯那些
年，为了能让生活宽裕点，杨
爱兰把能干的活几乎干了个
遍。不幸的是，2011 年，杨
爱兰查出患上乳腺癌，手术、
化疗、放疗，前前后后一共花
去 11 万多元。“最要命的是
一段时间不能干活了，没有
了生活来源，我们母女每月
只能靠低保金和亲戚的救济
勉强维持生活。”杨爱兰的回
忆里满是苦涩。

2012 年 ，杨 爱 兰 的 遭
遇引起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政局的重视，
先后两次为她发放医疗救助金 2400多元，她
们母女的低保金也涨到每月1000元，长和廊
办事处还为她们申请了廉租房。2013年，杨
爱兰搬进了位于玉泉区金业苑小区的廉租
房，新房温暖明亮，杨爱兰的身体恢复得很
快。

“ 别 光 坐 着 听 我 说 ，快 尝 尝 我 炸 的 麻
花！”说话间，杨爱兰将麻花塞到记者手里，
咬一口，甜软酥脆。环顾四周，面积不大的
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户上倒贴的福字为
这个家增添了喜气。

好事一桩接一桩。2014 年，杨爱兰的
女儿陈铭考上了大学，自治区出台的贫困家
庭大学生资助政策，让陈铭圆了大学梦。

2016 年，杨爱兰办理了病退手续，每个
月领上了 1500 元的退休金，退出了低保。

“政府这些年帮我们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低保、医疗救助、暖心煤、廉租房、大学生救
助，一样都没少过。”杨爱兰说。

“我这身体休养得差不多了，开春就能
出去找个工作了。等闺女毕业了，有了工
作，我们娘儿俩的日子就更不愁了。”杨爱兰
边说边开心地笑了。

﹃
快尝尝我炸的麻花

﹄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大年初六一大早，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刘海军就准备停
当，他这是要去健身房锻炼身体。“过年大鱼大肉吃了很多，作息
时间也不规律了，这样对身体很不好。”小刘说，“今天是我们常去
的那家健身房节后营业的第一天，我和朋友约好去健身，咱早早
锻炼，过个健康年。”说完高高兴兴地出门了。

两个小时里，刘海军先后进行了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锻炼
强度丝毫没有因为春节而减轻。小刘说，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有这
种感受，过年就意味着要胡吃海喝，熬夜通宵，年一过完这身体就
吃不消了。“每逢佳节胖三斤”这句流行的调侃也是现实的真实写

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过年期间进行适当运动，既娱乐消
遣又锻炼身体。

改变过年方式的还有呼和浩特市民赵雪梅。和她聊天时，她
们一家刚从一家书店里走出来，拎着的手提袋里放着几本刚买的
书。“昨天我领着孩子去了内蒙古博物院，参观完之后孩子很兴
奋，不停地和我讲起里面的见闻。我想，虽然是过年，但也不能老
窝在家里吃喝玩乐，也得在精神上充充电。今天我们全家来书店
看看，孩子还用他的压岁钱买了自己喜欢的书。这样的过年方式
既充实又有意义，孩子的压岁钱也花得值。”赵雪梅说。

春节是传统佳节，人们保留和继承了很多传统的过年方式，
同时也有很多过年新时尚慢慢加入进来，让春节变得越来越丰富
多彩。

运动阅读成为过年新时尚

健康度假期
2 月 2 日，呼伦贝尔扎兰屯市青少年练

习滑雪，欢度假期。春节期间，呼伦贝尔扎
兰屯市文明办发出“文明过节”倡议书，积极
倡导“绿色环保、健康过节”“光盘行动、节俭
过节”，“文明出行、平安过节”等新观念，广
大青少年及市民纷纷以读书、滑雪、打球等
全民健身运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韩冷 摄

□本报记者 苏永生

“今年的春节我过得很有意义。这几天，
每天都有许多人领着孩子来我家看我。和他
们一起探讨如何做人做事的话题，我觉得很充
实。”这是 83 岁的北重集团退休职工陈文学的
春节感受。

2 月 1 日，记者在包头市青山区富强路丰
产道 2 号街坊见到陈文学时，他刚刚帮助清洁
工清理完楼下的垃圾。作为全国岗位学雷锋
最美人物、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春节这几天，
陈文学除了义务清扫小区垃圾外，他还用自己
购买的刀片，清除了不少贴在楼道内的小广
告。

“春节这几天我每天差不多都要接听来自
各地的 20 多个电话，接待三四拨来家拜年的
人，和他们做思想上的交流。我觉得，大家过
年不能光讲吃穿聚会，要过出文化内涵。包头
是全国文明城市，我们的市民春节究竟应该怎
么过更好？我准备过几天找些人座谈座谈，专
门讨论下这个问题。”陈文学说。

记者在陈文学家采访时，正好遇上带着妻
子和女儿看望陈文学的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教师王高亮。王高亮说：“陈老是我们学院
的客座教授，每次学院搞活动，他都积极参加，
为我们学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付出了很多心
血。我这次带着家人拜访陈老，就是想让她们
多向老人学习。”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习陈爷爷的奉
献与大爱，这种精神将伴着我走好今后的每一
步。”王高亮的女儿王舒柳说。

多年来，陈文学一直坚持学雷锋做好事。
他曾自费制作雷锋事迹展板 110 块，在节假日
骑着三轮车在校园、工厂、社区、军营展出。他
先后帮助困难家庭的青少年 20 多人，帮助孤
寡老人 8 名。现在，他还担任着全国多所学校
的校外辅导员，履行着关心下一代的职责。

“今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也是自治
区成立 70 周年，重要活动多，更需要我们行动
起来做好志愿服务。下一步，我们准备成立包
头市学雷锋志愿者联合会，带动更多的人为国
家和社会服务，传递正能量。”陈文学说。

过有文化
内涵的春节

陈文学在家中给中学生讲德育故事。
本报记者 苏永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