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于农耕社会的春

节，是汉民族的文化标志

和象征符号，负载了诸多

涵义的民俗文化。贴春

联、挂年画、剪窗纸、猜灯谜等，堪称是中国独有的

喜庆魅力最大程度的彰显。更重要的是，相比较于

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等，充满情趣年俗文化更易走

进人心并被普罗大众乐于接受。于是，过年期间，

人人都兴高采烈地参与到多种健康向上、寓智于乐

的年俗文化的传承，集中体现于赏玩“文字游戏”。

过年时，无论是洁净的不锈钢门，还是自然雅

致的仿古木门上，人们都乐于在上面贴上红彤彤的

春联。春联的原始形式是“桃符”，又称“春贴”“门

对”“对联”。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世界最早的春联是

记载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上“三阳始

布，四序初开”，由唐代人刘丘子于开元十一年（723

年）岁日或立春所撰写，较后蜀主孟昶所题春联“新

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整整早240年。

“春联”一词首现于明初。据传，喜欢热闹的朱

元璋登基不久的一个除夕前便颁旨，要求当时的首

都南京家家户户必须用红纸写春联贴于门框，以此

隆重迎接新春，他还于大年初一微服私访，并亲自

替屠夫和劁户撰写了“双手劈开生死两，一刀割断

是非根”的春联。过年贴春联由此而来，经皇帝推

广普及，很快覆盖全国。

直到现在，贴春联仍是民间庆祝春节的第一件

事。每个团年饭前，家家户户都在门框贴上崭新的

春联，红底黑字，稳重而鲜艳，表达着每家每户喜迎

新年的美好祝愿。春联种类较多，依其使用场所，

分为门心、框对、横批、春条等，春联还反映不同行

业、不同家庭的幸福感和新梦想。故而，写、买和贴

春联一般都字斟句酌，家庭所有成员都乐于玩这种

“文字游戏”，使自家所有的“门”都配上恰如其分之

“联”，以光耀门楣。

室内贴年画、倒贴福字、剪窗纸等，也是玩“文

字游戏”。过年贴“福”必须倒贴，寓意“幸福或福气

到了”；早于纸张发明前的剪纸可追溯到西周，《史

记》中的“剪桐封弟”，说的是周成王用梧桐叶剪成

“圭”，赐封其弟姬虞到唐为侯的故事。诗圣杜甫在

《人日诗》中就点赞民间剪纸艺术为“胜里金花巧耐

寒”。“胜里金花”便是一门剪纸艺术，“胜”，是用纸

或金银箔、丝帛剪刻而成的花样，剪成套方几何形者

称为“方胜”、剪成花草形者称“华胜”。到宋代，过年

剪纸贴窗花便大面积流行。宋陈元靓史料笔记《岁

时广记》谓：“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

大幡，或以家长年龄载之，或贴于门媚。”现如今，诸

多地方仍传承过年剪贴窗花习俗，藉此唤起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国富民康的企盼。贴窗花，既可

抒情、娱乐和传承历史文化，又能起到教化、表意、交

往等作用。可是，剪窗花考究的就是“折字”“剪字”

功夫，可谓“文字游戏”的另一种玩法。

同时，除夕至正月初七，人们许多行为也是间

接在玩“文字游戏”，不小心打碎了碗、盘或碟子，要

说“岁岁平安”；团年饭桌留一盘鱼不动筷，寓意“年

年有余”；除夕夜零点至正月初一夜零点不扫地，寓

意“聚财”……许多依然保存的老习俗虽缺乏科学

性，可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里，谁不愿意讨个好彩

头？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更吉祥的祝福！

过年玩“文字游戏”，主要集中于除夕至元宵这

段时间。正月十五“猜灯谜”称得上是年俗文娱活

动收官之作。灯谜由谜面、谜目和谜底三要素组

成，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宫廷和墨

客中出现的“庚辞”（也叫隐语）、“文义谜语”等文字

游戏就是最早的灯谜。唐宋时期，“文义谜语”日渐

发展，制谜和猜谜的队伍很快壮大起来。至南宋，

每逢元宵佳节，文人墨客便把谜语写在纱灯之上，

供人们猜测助兴了，由“独乐乐”变成了“众乐乐”。

南宋文学家周密《武林旧事》卷二“灯品”条曰：“又

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

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此后相延成习，传承

至今。灯谜虽属艺文小道，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经史辞赋，现代知识，包罗万象，其奥妙诙奇，足以

抒怀遣兴，锻炼思维，启迪灵性，不失为充满情趣、

又非常益智的“文字游戏”……

由此可见，在这个重新召唤阅读的新时代，过

年期间人人参与的诸多集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

等于一体的“文字游戏”，不就是一种入脑入心的

“灵活阅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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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文字游戏”
■ 安徽池州 赵柒斤

欲雪，天黑得早，我外出走走，领略下黑

的滋味。黑是有味道的，黑画出了领地，味

道就在这领地里弥漫。好久没外出散步了，

但路径我是熟悉的。路还是过去的路，路边

的裸树也是能叫上名字的。寒冷脱去了树

的叶片，冬天的树令人尊敬，它们立于路边，

站稳了，倒若是一个个不屈的战士。树应是

不拒绝黑暗的，它们尽管在寒风里瑟瑟，却

一律高调，在高调中孕育春天。我一直以为

春天是树发出的，树用叶子说话，听懂了树

叶的语言，就听懂了春天。黑中看树，看的

是站立的树影，而心可揣摩的却是树的灵

魂。我立于树下，把自己当作树的同类。寒

树的枝头上有鸟栖息，而鸟不会选择我，树

站久了，一方土地熟悉，鸟把树当了家园。

人不也如此，总是恋着自己的故园。鸟轻啼

了声，我也轻轻叹息了一句。叹息什么呢？

我想到了自己的故土。

十来岁时，我在县城上小学，奶奶住乡

下，周六下午放学，我总是匆匆背上书包向

家乡奔，十五华里的路，尤其是冬天，走到一

半天就黑透了。好在是“老猫上锅台——熟

路一条”，不会走错路。对黑暗的恐惧估计

是人与生俱来的，我是怕的，怕陡然蹿出的

野物，怕路边的坟茔，等等，等等，最怕的还

是传说中的鬼。鬼谁也没见过，但根深蒂固

地相信它存在。鬼故事可是听了一串又一

串。鬼神通广大，作恶多端，又无处不在。

越怕天越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回到家，

把一些怕和奶奶说，奶奶告诉我绝招，走夜

路不要回头，人的肩臂上有两盏灯，头一回

灯盏就灭，鬼怕亮光，灯灭了鬼就找上来

了。算算，我还真走了不少年的夜路，在黑

夜一次次地穿过，在恐惧中走，可一次没碰

上过鬼。我记着奶奶的话，向前走不回头。

家是目的地，光明、温暖、安全，没理由回头

的哦。在黑暗中行走，奔光明，不回头，这是

乡村教给我的，很是受用。

对光明的趋向是人灵共有的。就说今

晚，天冷得出奇，几盏路灯光圈里也透着寒

意，奇怪的是有几只虫子还是向灯光里扑。

按说这些虫子该蛰伏了、冬眠了，怎么就找

死般扑向了灯火？是光明的召唤，还是黑暗

让虫子寂寞难熬？我解不透，向光明而死，

可是不回头的表现？我好奇地观察了半天，

这些个寒虫，仍是不屈不挠，碰了南墙不回

头。随扑向光明的寒虫去吧，我走不进它们

的世界。走不进的世界太多了。近日网上

热传，一位残疾女诗人和一九零后小伙子热

恋，说法各种各样，恶评声不绝于耳，就像女

诗人所写：一棵稗草胆颤心跳的春天。我倒

不以为然，敢爱敢恨，大声表达，藏在心里多

憋屈呀。

寒虫扑灯应是不带功利的，但愿女诗人

也是的。如若真是，就别回头，一路走下

去。黑又深了一层，冷又多上几缕，我还在

向前走去。一直走在我前面的有位老人，他

的步履蹒跚，走走停停，我听到他在浅唱，唱

的是黄梅调，具体唱什么，我一直没听明

白。老人在黑暗中行走，心中一定是携带着

什么的。我想超前几步去和老人攀谈，想了

想放弃了，老人自有世界，他有心中的对话。

从黑夜走过，不回头。我对自己说。

我爱宠物，无论猫狗或其它动物都是一视同仁

地喜爱，所以我领养过宠物。我不偏爱种类，是因

为动物与生俱来忠实人类，没有心生邪恶的一面。

人也是如此，即使不忠诚做人的人，也不喜欢不忠

诚的朋友和动物。可见“忠诚”的重要。

狗以忠诚而美名，招引多数狐朋狗友的宠爱而

忽略猫的存在，猫被赶出家门行街流浪，过着朝不

保夕的生活。人们觉得猫不忠实主人，属于有奶便

是娘的主，猫察觉人类对它有偏见，不认可，难道不

是吗？猫有独立独行的天性，不喜欢引人注意，也

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由

于夜行作活而白天静处休眠状态，人们误认为猫是

慵懒中带着妩媚，猫很爱护尊严，它很少在主人面

前捕捉老鼠，更不会让主人看到死猫而心烦伤感。

它很挑剔，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和狗不一样。猫

是很少特意地去讨好主人的，它可以是你的朋友，

但是它的天性不属于你。它有时沉默冷酷，有时温

柔腼腆，这就是猫的天性。

猫的生存能力极强，民间说法，说猫有九条

命。要不然古埃及人怎么会把猫奉为神灵，人们鄙

视猫，猫能不委屈吗？猫吃猫的粮、狗吃狗的食，此

话流传民间千载，狗看家护院，猫捕鼠灭害，它们都

是对人类有贡献的，且能分伯仲吗？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人们从繁重的

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样，城市的高楼大厦使狗

不再以看家护院作为本职工作，更以颜值搞怪来哗

众取宠。于是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狗溜达在大街

小巷，它们随意交配、拉屎、撒尿，偶尔走失落魄在

大街小巷，也会被人领养。猫没有狗高、大、尚，但

它独有的娇媚灵气，天生一张圆脸，两眼炯炯有神。

不知道从哪一年的哪一天开始，不愁吃喝的人类

诡异地研究起猫狗的基因，原本单纯的相貌悄然发生

改变，基因突变的猫狗以形态各异的品种走进千家万

户。渐渐地，猫狗的身份和地位纳入家庭成员一份

子，有名无姓地充当起主人的儿女。自称为爸妈的猫

狗主人在朋友面前炫耀他们家宠物如何漂亮、乖巧、

忠实、殷勤。它们享受着主人给予生活上“一条龙”的

服务，从吃穿住行到洗澡美容，还有生病就医。猫狗

过上安逸的生活，真是赶上当今的好时代了。

小区里依然有流浪的猫，而狗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人遛狗、狗陪人，形影不离、同步共行。狗以

忠诚的模样接近人类来依托生存，狗就是狗，它永

远拿捏不住分寸，过于忠实殷勤、讨好卖乖丢失了

个性。狗不明白失去精神的活体终究不能图腾，这

是狗的悲哀么？也许。

从黑夜走过
■ 安徽肥西 张建春

猫狗
■ 安徽合肥 艾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