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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亲过世快3年了，他的“五彩年货”和儿时记忆时常影影绰绰在我的梦里。
上世纪60年代农村过年，置办的年货非常单调，不外乎几斤猪肉、几条带

鱼、几把粉条、几斤冻梨、半包糖块什么的，这也就满足百姓过年的口味。父亲
是十里八村的文化人，他办年货总比别人家多一样，那就是一叠五彩纸，当然还
有大红纸、毛笔和墨块。父亲美滋滋地夹着纸一进村，街坊邻居见了就笑盈盈搭
话：看看，老丁头又置办“五彩年货”了。

（二）
那时乡下生活真苦，特别像我们这8口之家，人口多，缺吃少穿，别说过

年，最难熬的是平常日子。田地里辛辛苦苦一大年的父母亲，平时省吃俭用，过
年了也会大方一下，尽全力给孩子添一件新衣服，吃几顿肉馅饺子。最开心的是
父亲，每逢过年都应接不暇给乡亲们写家书写春联，笑容写在脸上。父亲的五彩
纸做什么呢？他用刀裁剪成一块块，糊在秫秸秆扎成的八角灯笼面上，然后用细
毛笔写上“五谷丰登、树满青山、鱼游绿水、花果满枝”，除夕夜，蜡烛一点，五
彩缤纷，小伙伴非常羡慕我拎出去的五彩灯笼。摆龙阵它龙腾虎跃；舞灯笼它摇
曳多姿；洒星河它光彩夺目。五彩纸，在心灵手巧的母亲手里，剪刀咔咔一响，
宛若紫燕一样上下翻飞，左右云游，不多时就剪出龙飞凤舞、五福临门、莺歌燕
舞、吉庆有余……一幅幅精美的剪纸挂在门里门外横批下，多姿多彩，喜庆满
堂。如果赶上好年成或家里添人进口，父亲就把春条由原来的一色红纸换成五彩
纸，一条条贴在墙壁上、柱脚上，彩虹伴墨香漫溢老屋，年味十足，春风荡漾。

（三）
在我家，五彩纸也是一张张亲情纸。

1968年，由于父亲工作认真得罪大队领导，被撤下大队会计职务。郁闷的父
亲这年没有买五彩纸，闷头写春联时，母亲从柜子里拿出一沓崭新的五彩纸，笑
着对父亲说：早给你备好了！这一年春节，母亲用五彩纸剪出了一幅“八骏图”，
她用一句谚语激励父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父亲有泪落在墨盘里！

1980年，我考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过春节时，母亲用五彩纸叠了100个小
帆船，用银线串挂在西墙的大福字周围，一来人她就念叨：让我大儿子一生扬帆
远航，梦想成真！

1990年，我大龄的二弟终于结婚了，当年小侄儿红喜出生，双喜盈门，压在
父母心头的阴霾一下散去了。这年春节，一家人喜气洋洋，父亲选购了好几幅
《福娃》年画贴在墙上，母亲用五彩纸剪下了五个大“喜”字，与“福”字一并端
坐在门里门外，这确实是一个多福多喜的一年。

1995年春节前，患病的母亲用五彩纸分别给她的6个孩子剪出了生肖图：我
的兔、大妹的龙、二妹的马、二弟的猴、老妹的狗和老弟的鼠，色彩各异、憨态
可掬，这6幅属相剪纸没有贴在墙上，被细心的父亲收藏在本夹子里。这一年6
月，母亲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按家乡习俗过节不能再贴春联。痛苦的父亲，
连续3年没买五彩纸，只购几张黄金纸，一过小年就叠起一个个精巧的小风铃，
然后挂在门前的杏树上，风一吹，叮当响，父亲默默和我们说：听到树上风铃
声，你妈就会找上家，和咱们一起过团圆年！

（四）
那些年，一过小年来我家求父亲写春联、求母亲剪挂旗的人络绎不绝。地下

的八仙桌上，父亲摆好纸墨，写下一副副春联；炕上，母亲盘腿坐在小方桌旁，
剪刀移动，春雨落地一样刷刷三响，不多时洒了满炕满身五彩碎末。我家屋里传
出男男女女的欢声笑语！原来父亲的“五彩年货”不光是我们自己家的，也是这
个村庄父老乡亲的。小的时候光顾吃的，不太在意父母这五彩年货的意义，甚至
有些怨言和不解，认为父母在“穷欢乐”。后来大了，才知道“穷欢乐”就是精神
上的春风，在那样一个经济极度匮乏的的年代，如果没有父母的乐观和刚强，我
们6个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成长，怎么会迎来新时代五彩缤纷的生活呢！

昨夜，我没有梦见父亲的五彩年货，只有家门前杏树上的风铃一阵阵摇响……

爷爷奶奶的年味
是藏在白发 皱脸 胡须里的笑颜
是埋在心底的儿女回家过年的顾盼
是日历一天天的撕扯和翻看
是望断儿女回家过年的双眼

爷爷奶奶的年味
是刷爆手机屏幕的微信 语音
是关注天气预报的雨雪 冷暖
是动车的车次和飞机的航班
是儿孙旅途的劳顿和牵念

爷爷奶奶的年味
是对祖宗和逝去亲人的祭祀和叮嘱
是出行拥堵车流的抱怨
是对邻里回家过年人们的慕羡
是对老友的问询和拜年

爷爷奶奶的年味
是丰盛的年夜饭的筹办
是给孙辈和重孙的红包和压岁钱

是天伦之乐的渴望和团圆
是布置整洁的行李和房间

爷爷奶奶的年味
是孙辈博士 硕士和学士证
是孙辈领回的朋友 对象让家人看
是贴在门上的福字和春联
是大红灯笼在窗外的招摇和高悬

这就是爷爷奶奶的年味
挂在口头的自语和心里的香甜
一切都在筹划中
还总觉时间过得太慢
盼了一天又一天

爷爷奶奶的年味爷爷奶奶的年味
口赵国武口赵国武

 





































































 

告岁别穷须立志；
迎春奔富要勤身。

春春如愿，环境清新华夏美；
事事称心，家庭富贵子孙祥。

瑞雪兆丰年，细算营家人更富；
肥猪开盛席，勤劳靠己自当强。

——刘巷东

春归绿野腾美景；
燕守原巢唱新歌。

如心贺岁梅开景；
对意逢春雪打灯。

巧借春风梳雅韵；
轻拈砚墨著华章。

严师引路培桃李；
滔海催舟靠栋梁。

——孟丽华

国泰民安歌盛世；
风调雨顺贺华年。

风醉梅花三径雪；
雨敲竹韵万方春。

——王静华

诗添风采人添寿；
笔润华章雪润春。

精忠报国拳拳意；
尽瘁为民耿耿心。

鹤寿柏杉作序；
松龄福禄满堂。

神州盛世曈曈日；
亥岁华年艳艳春。

春归大地，三阳开泰；
鹤舞长空，五福呈祥。

一元复始，春开盛纪；
万象更新，国展雄风。

——段序学

水笑山欢锣鼓响；
民安政畅国家强。

夜半不闻犬吠，悄悄醒；
园中已见芳踪，款款来。

回眸恋恋，真诚玉犬心无憾；
吮指馋馋，厚道金猪眼向前。

——张国荣

春山无酒花留客；
洮水有香诗醉人。

风把春词藏柳畔；
心装桃梦入诗囊。

——武振国

笔端旋落三冬雪；
文苑开出一树春。

映雪红梅迎盛世；
流香绿蚁醉豪情。

——孔 瑛

神州焕彩家家乐；
盛世迎春处处歌。

显神威，“嫦娥”揽月飞天远；
施妙手，“勇士”捞针探海深。

——张凤林

月倾焰火星簪鬓；
春绽凇花雪扫眉。

墨案铺成天籁远；
春联题罢指尖香。

灯火耀堂除夕宴；
儿孙司礼纳财门。

——王述评

玉犬迎春，四海五湖歌踊跃；
金猪送福，千家万户庆团圆。

——王雅霜

玉犬辞旧岁；
金猪报新春。

新春伊始家家幸福；
盛世开元处处和谐。

——计 群

雪花与梅花共舞；
国运携家运同昌。

逢猪年，定交诸多好运；
服柏籽，能享百岁遐龄。

庆佳节，发几张请柬邀挚友；
辞旧岁，剪一缕春风泡新茶。

——姚伊夫

挥笔欣同双燕舞；
凝眉立见几诗新。

日上中天家家暖；
春临大地处处欢。

瑞霭盈门春入户；
红旗引路喜临门。

——刘 瑞

猪岁逢春臻六顺；
鹤城添喜报三多。

金猪致富全身宝；
玉犬看门满户金。

猪年送福福中福；
鹤语鸣春春上春。

碧桂园前小康路；
洮儿河畔海绵城。

——温贵君

一元复始风和煦；
万象更新国泰安。

福至家家呈福气;
春归户户祀春神。

——王雪梅

尊贤敬业椿萱乐；
积善修心福寿多。

——安玉洲

树老经寒知日暖；
蜂鸣绕蕊谢花鲜。

——王宪魁

（四）

洮北区诗词楹联家协会

2019（己亥·猪年）贺岁春联

现在生活越来越富足
了，我们对于年的美食、压
岁钱、烟花、新衣服等早已
不是儿时那般期盼，只是对
于回家的感觉却愈加浓烈起
来。

在一年的忙忙碌碌告一
段落之时，积重的心总有释
放与倾诉的渴望，牵挂亲人
的情愫也更加真切。回家，
也就成为了一种最接近心灵
的选择。

回家过年总是要带上一
些礼物，于是搜肠刮肚地想
着每个人都喜欢什么、需要
什么。90岁外公的牙已经
掉了，除了一些绵软的水

果、蛋糕，也只能喝一些牛
奶、八宝粥了；好吃的、好
玩的和压岁钱都是小孩子们
喜欢的，只要你舍得，他们
是不会拒绝的。

想到老爸老妈的礼物，
却总是很犯难。翻出所有的
记忆，只记得老爸高兴时送
到嘴边的酒杯，愁苦时吐出
的屡屡烟雾；而老妈总是喜
欢穿着纹路已经模糊的围裙
忙里忙外，总是要最后一个
坐在饭桌前，总是想把每个
人喜欢的吃食分别夹到他们
的碗里，至于老妈喜欢吃什
么，做儿女的却没几个猜得
到。

也许他们最喜欢的就是
在难得的团圆中看到父母的
安康。

回 家 过 年

□肖海英

往事如烟往事如烟

情感氧吧情感氧吧

儿女飞走了，家就成了一个被岁月掏空的壳子。岳父
岳母两个80多岁的老人，守着空旷的村子、寂寞的家，哪
儿也不愿去。

进城定居后，也很少回家，可是却经常做梦，总是在
家乡的山水间徘徊。虽然离家远了，但是心却靠近了。家
乡的一草一木都和蔼可亲，家乡的一花一果都楚楚动人，
家乡的左邻右舍都倍感亲切。

岳母瘫痪后，整天动弹不
得，只有靠拐杖才能勉强行走，
说话有些含混不清。我们曾多
次劝她到城里疗养，她却始终
不愿意：“金窝银窝，不如自己
的狗窝。”他们的情感已经融入
到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河流、每
一块砖瓦，都渗透着他们的心
血和汗水。他们已经离不开养
育他们的土地，离不开赖以生
存的家，一辈子守望着摇摇欲坠的家，不曾挪动半步。

岳母病后，我们经常回家去看望她，送去一份祝福和
关爱。每次回到家里，岳母满脸堆笑，拉着我们的手不愿
撒开，总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哽咽道：“我……我不知
道明……天还能不能再……再见到你们……”

从她那孤独的眼神里，读懂了什么是亲情？什么是
爱？什么是不舍？流露在她脸上的是惶恐和不安，饱经沧
桑的脸上，明显有些浮肿，她总是语无伦次地絮絮
叨叨，没完没了。真让人揪心，心里不停地颤抖、滴
血和流泪，没有更多的语言去安慰和鼓励她，只有
抽更多的时间回去多陪陪她，用儿女的爱去抚平她
孤独的伤口。

父母在，家就在，家就是避风港，家就是安乐窝，家就

是心灵栖息的圣地。不管你走多远，回家的路总不会迷
忘。不管你飞多高，你离不开家的轴心。不管你是贫穷，还
是富贵；不管你是官宦，还是草民；不管你是英雄，还是草
莽，父母都会接纳你，家也会包容你。有家才有温暖，有娘
才有人疼爱，不管千里万里，归心似箭。有家的温暖，有娘
的疼爱，你就会积极进取，你就会迷途知返，你就会悬崖
勒马。为爱去拼搏，为家去奋斗。

外面天寒地冻，人情冷暖，只要回到家里，就感觉有
家的温暖、家的味道。火炉子生得旺旺的，水壶里滚烫的
开水，泡上一杯清茶，雾气缭绕，满屋子飘荡着浓浓的茶
香。炉子边上再烤几个红薯或者洋芋，那香喷喷的烤洋芋
和金黄色的烤红薯，真叫人唾液欲滴，咬一口，口齿留香，
回味无穷。再温上一壶小酒，半碟花生米，一盘猪耳朵，两
盘腊香肠，就这样慢慢品味生活，有滋有味，越嚼味越浓。
炉子上的火锅翻滚着，开着一朵朵绚丽的花。那翠绿的菠
菜，那娇嫩的豌豆尖，还有那滴着汁液的嫩菜尖。那香菜、
蒜苗、雪白的豆腐在锅里不停地翻滚。刚刚从菜园子里摘
下来，还嗤嗤地冒着热气就下锅了。在滚烫的红油高汤里
烫一会，捞起来喂进嘴里，五脏六腑都充满了浓浓的香
味。那个香呀！那个脆呀！那个嫩呀！就是不一样的味道、

不一样的情怀，纯绿色的食品，吃着放心，远比那些山珍
海味，更让人食欲大开。

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干，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大汗淋
漓。人们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满屋子热气腾腾，清香四
溢，飘荡着家的味道，爱的味道。

忙碌的子女，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聚集在一起。岳
父岳母望着一群馋猫似的狼吞虎咽，他们的脸上露出了
幸福的微笑。他们一年四季守候着那份属于他们的幸福，
从年头盼到年尾，盼望子孙凯旋归来。只有这时，家里的
欢声笑语冲淡了往日的忧愁，儿孙绕膝，其乐无穷。三五
天之后，儿女又飞走了，留下满地的惆怅。

他们又守着一个空壳子似的家，用他们的爱和思念
把它灌满……

家 的 味 道家 的 味 道
□付克发

五 彩 年 货五 彩 年 货

□一 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