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头书法
陈仕恩

总第2029期

龙年巡游
闹元宵
□张 帆

甲辰，神龙归位
龙泉山上的钟鼓楼
以蛟龙出海之姿，涌现
龙角，龙脊，龙鳞
龙的语言，沿长江东路
西行，锣鼓震天
席卷两边两岸的人山人海
席卷呼朋引伴和笑语喧哗

好多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包括疫情扼住龙的咽喉
当说不当说的都懒得说了
当做不当做的都懒得做了
内卷和躺平，大面积
淤塞了龙潭
滚龙和烂龙，发出
沉闷的嘲讽

必须是新的龙骨崛起
不曾涣散的意志
龙卷风在每一个清澈的内心呼啸
抓住你我
向更加空旷的天地翔舞
如同一辆辆花车停停走走
一只只采莲船摇摇晃晃
上九会的鸡公车
又推出了几段佳话
白马关的古驿道
又响起几串马蹄
三星堆的青铜龙
上天入地的周游间
又见惯多少沧海桑田
马井河坝备耕的农具
是否开垦出桂圆桥下的传说
绵竹年画的迎春图
画出多少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仓山大乐是否吹拂
玉江河畔的状元风
经开区的荷花龙
粉色的穿戴怎一个巴适了得

龙以笑容的祥和
期盼成老老少少的其乐融融
那踮起脚尖伸长颈项高举手机的

那骑在爸爸妈妈肩头小脸绯红的
那站在单车上坐在电瓶车顶上
看着巡游的波浪拍打
所有的注视和感慨
是积压在祖祖辈辈龙的基因
龙的记忆龙的骄傲里年复一年的
龙的欢欣和鼓舞
龙的激越和奋争
在潮起潮落的大街小巷
传来了龙的呼唤
龙子龙孙的回应
萦绕在每一个
土生土长的晨昏

在乡下过年
□李卉兰

古老的祠堂羞红了脸
安静的小院灯笼高挂
木柴在灶膛里跳着热情的舞
大铁锅里年味翻腾

慈祥的老太太絮絮叨叨
在兰花的香气里陶醉
斑鸠从竹林里跃下
啄食早春的青草

天南地北的特产
跟随返乡的游子巡游
村里鞭炮声声
追寻祖先的英魂
汇报一年的酸甜苦辣

一朵朵升起的烟花
是一个个美丽的希望
被疼痛纠缠不休的人啊
即使酒是有损健康
为了新年的欢聚
我们也要饮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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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东郊，群山连绵，钟鼓楼畔，凤
翥山顶，有一座3000余亩的山水园林，
内有一湖，名玄珠湖。曾经的玄珠湖灯
会享誉巴蜀，扬名海外，后因公司改制、
疫情防控等原因停办。如今，时隔8年，
在广大市民的翘首期盼中，玄珠湖灯会
终于灿然重现。腊月二十三小年刚过，
玄珠湖灯会如期开灯。笔者有幸，在开
灯第一日入场观看。

晚上七点半，吃过晚饭，我与家人搭
乘灯会专线公交，前往玄珠湖。一路上，
街道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钟鼓楼灯火通
明，在夜色下显得分外壮观。远远望去，
玄珠湖所在的凤翥山已成为灯的海洋，
光的世界。

玄珠湖占地近千亩，形如龙头，湖中
伸进一个小岛，上面建有仿欧洲中世纪
的古堡两座，恰似龙口衔珠，故名“玄
珠”。山门处，气势雄伟的一龙一凤腾飞
祥云之上，龙凤之间一颗宝珠熠熠生辉，
上书“龙腾德阳-2024第十五届德阳灯
会”金光大字。走进山门，广阔的湖面上
已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组，在湖水映射

下显得流光溢彩；湖中小岛上的古堡耸
峙中央，彩灯不时变幻着颜色，把古堡映
照，增添了几分神秘。

沿湖均有游玩路线指示牌，顺着指
示牌一路行来，形形色色、姿态万千的灯
组让人目不暇接。作为“古蜀之源”的德
阳，哪里少得了三星堆的元素？博物馆
里那些历尽沧桑的青铜人像，如今在灯
会艺术家的手中焕然一新，融入了现代
风格和本地元素，显得可爱俏皮。有拿
着长嘴茶壶表演高超茶艺的，有怀抱象
牙大步开跑的，有戴着墨镜发红包的；青
铜神树变身成了排排路灯，纵目面具上
青龙盘绕，青铜神鸟造型各异，让人仿佛
跨越时光，步入千年前的神秘古国。

既然是龙年春节，“龙”的元素自然也
不可少。一条长达240米的巨龙是一大
亮点，巨龙形成一个长长的游玩廊道，龙
头是入口，龙身环绕湖边，尤为壮观，游客
纷纷在此打卡留念。还有16根龙柱矗立
湖边，16条金龙盘旋柱身，龙口衔三只灯
笼，形态威猛。除此之外，龙的身影无处
不在：有扬帆远航的大龙船，有可爱萌宠

的小龙人，各种各样的龙的造型，既有飞
龙在天的威严，也不乏潜龙在渊的深沉。

为了增加灯会看点和趣味性，主办
方还安排了节目表演。湖中央一条巨大
的花船，上有琼楼玉宇，花团锦簇，一群
古装女子翩翩起舞，烟雾弥漫升腾，犹如
身处广寒月宫。更有武术、杂技表演，惊
险刺激，让观众大饱眼福。新建成的音
乐喷泉也为观众助兴，粗细不一的水柱
随着音乐声此起彼伏，时而直冲云霄，时
而婉转低回，时而如泣如诉，几束灯光变
幻不定，打在水柱上如梦如幻，尽显水上
灯会的优势。

大约游玩一个小时，到达出口处。大
家都有流连忘返、意犹未尽之感。全家人
在门口合了张影，古老的钟鼓楼前，一片
灯火辉煌，古今风物迥异却又交相辉映、
互相增光添彩。难怪今年央视将这里作
为春节联欢晚会的外景地和春节戏曲晚
会的主场地。儿子说：“明年我还要来看
灯会！”我说：“德阳灯会年年办，我们就年
年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全家人怀着对
来年的美好期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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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想象和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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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有着四千多年文明的三星堆文化的
四川广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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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为自己的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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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俗至今仍在西南地区许多地方流行，
同元宵节一道，成为一种被保护和传承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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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元宵
是全民的狂欢，永恒的节日。

昨晚冒着严寒围着大厚的围脖
去车站接朋友，是接近子夜时分的
车，冬夜的车站意外的冷清，车站子
夜时分的冷清是冷清之外还要加上
睡意，但又让人没法睡，这本来就是
人们睡觉的时候，所以，冷清之外又
多了一层睡意朦胧，周围的一切都像
是与自己有了距离，与自己像是没多
大关系了。站台上冷清无人，好像
是，连站台的那些灯也冷清而遥远了
起来。

站在寒风里，我突然想起今天是
冬至的晚上，忽然就让人想起当年火
车一到站马上就一拥而上的那些个
小贩，他们热烈地奔跑着，从这个车
厢的窗口奔向另一个窗口，卖茶叶蛋
的，那些热乎乎的茶叶蛋都在一个盆
子里热着，盆子下边是一个小炉子，
炉子里的火永远似灭不灭，盆子上边

是一个小棉被，如果也可以把它叫做
小棉被的话。从车上下来的人，跺着
脚，捂着手，一边用嘴给手呵着暖，一
边抖过来了，天太冷了，他不抖不行，
抖着，掏零钱，抖着，接过热乎乎的茶
叶蛋，抖着，剥茶叶蛋的皮，抖着，就
那么站在那里吃起来。

那时候，车一到站，站台上马上
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小贩，在这样寒
冷的晚上，吃两颗热乎乎的茶叶蛋真
不错，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但都是热
的，烧鸡，好香的烧鸡。真说不清有
多少次，我坐着“轰隆隆、轰隆隆”火
车经过内蒙卓资山车站，车一停稳，
我必定会下车买只烧鸡，喷香的卓资
山烧鸡就着一整瓶的内蒙 67 度“闷
倒驴”，寒冷与种种的不如意登时都
一一离我远去。在那接近后半夜的
火车上，周围是各种人的各种睡姿，

各种人的睡姿还会再加上各种节奏
不一粗细不一而汇合成一片的鼾声，
那场景简直让人有点怀念。过去的
种种生活形式，经过了时间的慢慢淘
洗，现在再一一想起，忽然就有了某
种说不尽的美感，简直让人十分地怀
念，也不知有多少次，于微醺中，我想
起苏联诗人马雅克夫斯基的那首短
诗“喝喝美酒，嚼嚼烧鸡，你的末日到
了，资产阶级。”这首小诗，如果拿到
现在再念念，倒一点都不觉得让人好
笑了，而是让人心酸，我真想找一本
当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可惜
不会有，也没法分析。

又想起当年一到站掏几个钱就
可以买到的猪头肉了，而且还是熏猪
头肉——河北柴沟堡的熏猪头肉，那
可真是民间大名品，猪头上最好吃的
地方是猪嘴，柴沟堡的小贩把它叫

“猪拱头”，他会朝你凑过来小声而
亲切地对你说，“又碰到你啦，我这
里还有猪拱头，要不要？啊，要不
要？不是熟人我也不卖给他。”那当
然要了，我也小声对他说。熏猪头
的猪嘴那地方的肉最香。这个必须
要重重地加一笔，那是多么好的猪
头肉啊，那么香，那么粘乎。比如你
不喝酒，但你一定别忘了可以来一
个白皮饼子，让小贩给白皮饼子横
拉一刀往里边塞几片猪头肉，那样
的子夜时分的车站，那熏猪头肉给
人的印象可真是深。

我等的火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听
到了由南而来的汽笛声，但猪头肉我
想却永远不会有了，还有那些车一停
便一拥而上的小贩们，是他们让子夜
时分的火车站有了某些接近节日的
气氛，让我们的回忆多了些温馨……

天短夜长的冬日，天刚蒙蒙亮。
我正在梦里喊妈妈，一睁眼，是哥在
唤我起床。早饭照例是玉米粥、老咸
菜，我吃一碗，哥吃一碗。吃罢早饭，
我和哥背起书包去上学。我在村小
上一年级，哥在镇中上初一。我走
路，哥骑车。

昏暗的灯火里飘着丝丝缕缕的
炊烟，像嘴里呼出的“哈气”，有暖暖
的思念。我一边朝学校方向走，一边
想妈妈——远方的姥姥病了，妈放心
不下，捧着老姨的来信，妈犹豫半天，
还是决定回趟娘家。妈临走时，蒸了
四锅馒头，哥数了数，总共36个。妈
把馒头装好了，系在院子里的千条
上，嘱咐哥每顿饭热两个。哥比我懂
事，努力点点头。我不听话，非要跟
妈回姥姥家。妈把我搂在怀里，轻声
哄我：“乖，好好上学，等馒头吃完了，
妈就回来了。”

妈蒸的馒头个儿大，午饭和晚
饭，我和哥各吃一个，要 9 天才能吃
完。每天晚饭过后，我习惯去翻日

历，边翻日历边数着妈回家的日子，
盼着妈能提早回来。可馒头被我和
哥越吃越少，妈却始终没回来。我想
妈，却不敢跟老师说，更不敢跟同学
说。妈去姥姥家，除了我和哥，谁都
不知道。妈说，只要不跟别人说，就
没人知道妈没在家，我和哥睡觉前锁
好门，哥都上初中了，可以保护我，什
么都不用怕。

夜里北风呼啸，我躺在土炕上，
哥怕我冷，让我睡炕头，身下总是暖
烘烘的。偶尔一声犬吠，伴着风声飘
得更远，更凄厉。夜黑得似墨，我不
敢睁眼。我睡不着，想妈，馒头我快
吃腻了，好想吃饺子，吃包子……

周六傍晚，我先放的学。到了家
门口，我拿钥匙开了门。院子里的千
条上，馒头还有 8 个。那说明，妈还
有两天就要回来了。我好想妈。进
了屋，炉火闷着，屋子有些冷。我坐
在炉火边，边背书，边等哥，边想妈。
左邻右舍传来叮叮当当剁馅的声音，
那声音遥远而又真切，刺痛了我的耳

膜，也激发着我的味蕾。
哥放学回来，抱柴烧火准备做

饭。哥去院子里拿馒头，我拦着哥不
让去：“哥，我不想吃馒头，我想吃饺
子。”哥也听到了叮叮当当剁馅的声
音。哥觉得奇怪，又不是过年，怎么
家家户户都在剁馅？哥以前跟妈包
过饺子，爸在外地工作，难得回趟家，
爸不在家的日子，哥是妈的好帮手。
哥跟妈学会了擀面皮，也学会了包饺
子。可是，哥不会和面。

哥坐在炕沿上，仔细回忆妈和面
的细节，想了足足五分钟，哥终于鼓
起勇气：“行，今晚哥给你包饺子吃。”
哥学着妈的样子和面，一点点用水把
面粉浸湿，搅拌，哥的动作有些笨拙，
手指陷在面里，差点拔不出来。哥从
面里用力抽出了手，洗净了，才开始
和馅。菜窖里有现成的大白菜，可是
没有肉。很快，哥把炒熟的花生擀
碎，弄成沫，拌在白菜馅里。哥说，妈
以前就这么做，花生里有油，可香了。

天渐渐黑下来，昏黄的灯光下，

哥像个大人一样，边包饺子，边跟我
说话。哥让我讲学校的趣事，问我有
没有不会做的题，我说我想妈，哥说
他也想，但他不着急，他知道妈很快
就会回来……

那天的饺子下了锅，大部分成
了空瘪的面皮。哥努力挑了 10 几
个好的，让我吃。哥包的饺子，盐放
多了有些咸，花生沫也放多了有点
腻，但还是被我吃个精光。哥坐在
我对面，盛了一碗饺子皮，桌上放着
一碟早晨吃剩下的老咸菜。哥没吃
到真正的饺子，但看我吃得香，哥比
我还开心。

吃完饺子，我赶紧去翻日历。
才发现，那天的日历上写着――

今日冬至……
许多年后的今天，妈早早去了天

堂，我和哥天各一方。每到冬至，煮
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成了我一成不
变的习惯。我知道，那碗饺子里，藏
着乡愁，藏着思念，也藏着永远回不
去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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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给我过冬至
□刘士帅

子夜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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