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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啦，给我们家写副春联吧！”“我要搬进新房

子过年，大门口要是缺了您的春联，过年吃肉都

不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逢春节临近，我们家就会

变得格外热闹起来，因为爷爷写得一手好字，乡亲们都

带着红纸登门求春联。

爷爷总是在一张四方大桌子上摆好纸，低头思索一

番，很快就胸有成竹地提起笔来，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

落笔时往往赢来乡亲们由衷的称赞：不仅因为对联写得

好，还因为对联的内容往往正巧契合了讨字人的心情。

刘姨结婚多年，一直住在几间简陋的老房子里，经

过全家人的拼搏努力，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新房，正沉浸

在搬迁的喜悦之中，爷爷就会送她这样的内容：喜居宝

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横批为“喜迎新春”。对门

王家的儿子是个大货车司机，不久前刚出了一起事故

在，好在只是赔了一笔钱，人没有出事，老王来求春联

时，心情复杂，爷爷就送他这样的内容：春满人间百花吐

艳,福临小院四季常安，横批是“欢度春节”。爷爷想的

没错，对于老王来说，平安是最强烈的新春愿望，他捧走

对联时，紧皱的眉头舒展了许多。

有的人家婆媳关系总是处理不好，大事小事纠纷

不断，弄得谁心里都疙疙瘩瘩不好过，爷爷就送他们

这样的春联：一家和睦一家福，四季平安四季春，横批

是“和气致祥”。有的人做生意不顺利，期待新年有好

的开始，爷爷就这样写：一年好运随春到,四季彩云滚

滚来，横批“万事如意”。有的人家虽然日子拮据，父

母却努力供孩子读书，爷爷就送他们：人家不必论富

贵，唯有读书声最佳。

爷爷不仅送别人的对联总是有寓意，对自己的家人

也颇为用心。表哥搬了新家，爷爷希望他和邻居相处融

洽，就送他：春回瑞气笼邻里，日拥祥云护德门。爷爷知

道我喜欢读书，就写春联表示鼓励：桃红柳绿满院春色，

砚黑纸白一室书香；就连我的姑姑出嫁，爷爷也送了一

副这样的对联：入院勿丢慈母训，出闺宜守我家风……

至于爷爷和奶奶住的老房子，则常常会贴上这类的春

联：宽厚待人添福寿，包涵处世享天伦……

过年就像一出戏，有了春联的衬托，才有了真正的

年味，而爷爷借用一支笔劝诫世人传家风，更是用心良

苦，每一个字都值得反复回味。时光荏苒，如今人们过

年仍然保持着贴春联的习俗，只是多被印刷品替代，内

容也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我心里最怀念的仍然是爷爷

手写体的春联，不管时光过去了多久，它们仍然在我的

记忆里摇曳生姿，永不褪色。

“

爷爷巧用春联传家风 □ 张军霞

提 起买年货，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三十多年前，我给

家里买年货的往事。

小时候，年货都是妈妈买，随着我和哥哥渐渐地长

大，有些年货，就是哥哥帮着妈妈来买了，我偶尔跟着哥

哥照看先买的年货，哥哥再去买其他的东西。1981年的

冬天，哥哥参军去了部队，爸爸妈妈又要上班，白天没有

时间买年货，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时候，物质紧缺，很多东西还要凭票购买，所以

买年货的场面，和现在春运时的车票一样困难。

开始的时候，妈妈让我买一些春节时用的东西，像

春联、鞭炮、筷子、饭碗等，然后再买能长时间存放的食

品，糖块、花生、瓜子、苹果等。几天下来，妈妈对我买

了的年货非常满意，加之春节的日期已经临近，妈妈就

把购买鱼、肉、蛋、蔬菜的任务布置给了我。

每天上班前，妈妈都要再三地叮嘱我，钱和票一定

要放好，千万不能弄丢了。为了买到让妈妈满意的年

货，我特意冒着严寒，骑车到离家十多里地的大商场前

去购买。商场大，货物全，买东西的人相应地也就更

多。当年只有十四岁的我，一次次淹没在身高马大的

成人中间，拥挤的场面，好像不是在买年货，倒是在抢

年货似的。

尽管我小心又小心，妈妈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那天去买鱼，当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挤到柜台前，准备从

口袋里掏钱和鱼票时，周围的人把我的胳膊挤在口袋

里，试了几次也抽不出来，当我的手终于抽出来的时

候，手里抓的只有钱，鱼票不知哪里去了。想起妈妈说

过，年夜饭的餐桌上不能没有预示着年年有余的鱼时，

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挤出人群，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依然没有找到鱼

票。没办法，我只有流着眼泪骑车往家返。那年月，供

应票比钱还重要，有些东西，再有钱，没有票也是买不

到的。恐惧和伤心一起向我袭来，凛冽的西北方吹在

我的脸上，眼泪也冻成了冰，粘在了脸上。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把事情告诉妈妈，妈妈不

但没有责怪我，反倒是安慰起了我。“都是妈妈不好，让

我儿小小年纪就为家操心。鱼的事，妈妈会想办法的。”

那年的年夜饭特别的丰盛。因为妈妈还给了我

临场决定的权利，我买了往年没有买过的新鲜的黄

瓜、西红柿、青椒（当年很少有的）这几样蔬菜，因此也

超出了妈妈的预支。当妈妈把红烧鱼端上桌子的时

候，一下子把我惊呆了。哪里来的鱼呢？后来才知

道，是邻居金大娘知道我家的情况后，把自家买的鱼

送给了我家一条。

“小当家的，试试新衣服合不合适？”妈妈举着新衣

笑着对喊我。这是妈妈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贪黑给

我做的一身新衣服。为了表扬我的特殊贡献，妈妈还

给了我五块钱的压岁钱，这可比往年的二块钱多多了

啊。不过啊，我倒是更喜欢妈妈叫我小当家的，这说明

我已经不是只知道玩的小孩子了。

穿着妈妈做的新衣，吃着自己亲手买来的年货，我

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嘴里的饭菜，就显得格外的香，那

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年夜饭！

那年春节我当家
□冯建军

亲常年在外面工作，一年当中只有在农忙的时

候探亲回家帮母亲干农活。而有一年却是一

个意外，因为祖母要做八十岁大寿。在农村，一般结

婚做寿等喜事都放在年底边。祖母做寿同样定在年

底，听说父亲要回来，我们兄弟几个欣喜若狂，知道父

亲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好吃的东西。

临近春节，父亲风尘仆仆从远在两百多里的单位

赶回家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我们一拥而上

从父亲的手里接过行李。一到家，父亲连茶也来不及

喝一口，就从行李里摸出一些糖果来，分给我们吃。

摸摸我们的头，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父亲告诉母

亲说，这次回家就等过完年再回单位。母亲和我们听

了自然喜出望外。印象中，父亲和我们在一起过年的

次数屈指可数，不是父亲不想和我们团聚，而是父亲

的工作特殊，越是节假日越忙碌。这次机会难得，我

们兄弟几个自然高兴。

家里忙着宰猪杀鸡，还要置办各种酒菜，热热闹

闹帮祖母做完寿礼，接踵而至的就是过年了。这个春

节因为有了父亲在，也变得格外的热闹。除夕夜，父

亲和母亲一头钻进厨房里，烧了一大桌的好菜，吃得

我们快把肚子都撑爆了。吃完年夜饭，又溜出去玩

了。在外面，遇到了不少同伴，他们都拿出用红纸包

着的压岁钱在我的面前炫耀，虽说心里痒痒的，但我

也会有的，我们家的规矩是要到大年初一早晨才有压

岁钱。母亲很“吝啬”，压岁钱一般都包“五角”钱，祖

母也是如此，她老人家膝下的孙辈们就有十来个，打

发压岁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少是少了点，但总比没

有强。今年一想到父亲和我们一起过年，明天一定会

给我们一个很厚的压岁钱包，心里美滋滋的。

第二天一大早，听到外面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一

翻身起了床，穿上新衣服，吃了早饭，就给祖母行礼拜

年。祖母摸了摸我的头，笑呵呵地说，又长大了一岁

咯！说着话，把压岁钱塞在我的手上。接着给父母亲

拜年，母亲照例说长大了该懂事点了。轮到父亲，父

亲摸了摸我的脸蛋，和蔼地说，新年新气象，学习要更

上一层楼。言毕，将手里的压岁钱给了我。我拿着父

亲的压岁钱，感觉也是那么瘪瘪的，会不会里面有大

钞？在父母面前不好当面查看。等派发完压岁钱，大

家都陆续散了，我趁机溜了出去，在一个没人的角落

里打开父亲的压岁钱，红纸包里面是两张“五角”钱。

看到眼前的一幕，我大失所望，父亲难得和我们在一

起过年，怎么给我这么少的压岁钱，我当时眼泪都快

要出来了。昨天晚上盘算好的玩具看来只好泡汤了，

一阵失落感充斥全身。

在同伴的催促下，我们几个人一起走路到集镇

上，我用压岁钱买了几盒爆竹，一本小人书，其他的玩

具就暂且不去想了。我们一路燃放鞭炮，玩得不亦乐

乎，很快忘记了早上的不快。

多年以后，我也成家立业，“养儿方知父母恩”，现

在我深深懂得了生活的艰难，父母的不易。每逢过年

给小孩派发压岁钱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闪现出父亲那

和蔼的眼神，似乎不曾远去……

父

失望的压岁钱 □ 江初昕

年，我们姐弟三人都在读小学，相互间相差一

个年级。

放寒假后，早慧的姐姐对我们说：“今年假期不能

玩玩打打地虚度，要尽其所能，搞些勤工俭学。起码

要把我们的学费挣回来。如有多余，再买些新学年的

学习用品，帮父母减轻家庭负担。”我听后直点头，可

玩性大的小弟直挠耳朵：“姐，我们还小，能做啥事？

夏天还能卖冰棒。该不是要我们去捡破烂吧？再说，

还有寒假作业要做呢！”

姐姐朝他横了一眼：“有多少作业啊？抓得紧，突击

三天就能做完。遇上不懂的地方，姐给你辅导。当然，不

要你们去捡破烂。办法靠自己想，但赚钱的动机不要说

得太明显。总之，付出了劳动和努力，自然能收到报酬。”

姐姐率先做示范。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换了件

镜面罩衣，穿上雨鞋，抓了几只馒头，喝了杯豆浆，就

赶去“上班”。直到天擦黑，姐姐踏着雪水泥泞的路回

家了。虽然脸色有些疲惫，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地讲了

当天“打工”的经历：“今年我帮二婶卖饼子呢！她在集

贸市场入口处支了个摊，二叔这阵帮人进货去了，她一

个人忙不过来。摊位上的葱油饼、摊饼和烤饼价钱不

贵，做得好吃，很受欢迎。我也就是帮忙吆喝吆喝、收

个钱、擀面、加点煤块等啥的。二婶告诉我，她一直要

做到腊月二十八，到时按一天二毛给我算工钱哩！”

姐姐这工作羡煞我也。小弟眨巴着眼，也动开了

心思。姐姐给他指了一条路，去找在县医院疗养病房

当主任的姨妈，给老干部们讲故事，倒痰盂，叫护士，

跑个腿，代其在外面买点生活用品或提炒菜回病房。

当天晚上，小弟去找姨妈，说了自己的想法。姨妈首

先肯定了他的这种劳动意识，但不能破小孩子帮人收

报酬的先例，只当是做“义工”。坚持下去，到春节前，

姨妈将自掏腰包，给他发五元的“奖励”。

姐姐和小弟都落实了岗位，这下把我急得不行。

我满街转悠，找同学打听，看有没有合适的事。我知

道，在父母看来，姐姐所说的“勤工俭学”，赚钱倒是其

次，主要是想培养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力。通过劳动，

接触到社会，学会与人打交道，也能有限地帮家里分

忧。正当我无所适从时，没想到，父亲单位的王叔上门

送来一“商机”。他在单位当采购，年前是最忙的时候，

到处出差采购，组织货源。他们无儿无女，在院子里养

了一群鸡和一只猫咪。而恰巧，王叔的妻子到省城医

院做治疗。在这期间，王叔想让我帮忙喂喂鸡和猫

咪。作为报酬，王叔提前给我预发了六元的“工钱”。

那个寒假，我们过得很充实，布置的作业也没耽

搁，走了一条“勤工俭学”的创收之道。次年的学费都

是我们自己交的，还购置了一些心仪的学习用品。父

母由此很感欣慰。

那

寒假里的“勤工俭学” □ 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