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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

换旧符。”说着说着，这年就到了。认

真地过年，我们比干什么都认真。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过罢二十三，过年的程

序已经全面启动。姥姥会给外孙唱民谣：“小孩儿小孩

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熬几天，哩哩啦

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

五，割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

八，贴花花；二十九，去打酒；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

初二满街走……”这歌谣一代传了一代。

终于有几天时间什么也不用管、什么也不

用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坐吃请穿，怎么

舒坦怎么来。这日子，啧啧，想想都

是醉了。

过年天天乐
●李晓伟

前奏曲

蒸馍，是春节的特定仪式。

至于过年馒头蒸的多，那是因为，过去从初一到

初五大家都忌讳开火，就算开火也要避开蒸、炒，因为

蒸与争、炒与吵、烙与落谐音，人们怕不吉利，所以，年

前就蒸好够全家人过年吃的馒头。

小时候，家家户户蒸馍需要一天的时间，从豆馅

儿到糖包，还有菜包、油卷，枣花馍，样数很齐全，一锅

接着一锅，蒸出一锅就拾出晾在一个巨大的簸箩里。

等最后一锅馍蒸出来，天也就黑净了。刚蒸出的馍是

最好吃的，又虚又软口齿生香。

当然，如今的人们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普通

三口之家，两锅馍已经蒸的哪儿都有了。保鲜的办法

更是简单，塞进冰箱冷冻即可。早晚要吃，拿出来放微

波炉里加热一下，热腾腾的如同刚出锅的时候，分分

钟便可以端上餐桌。

蒸馍过后，开始“支锅”。

“支锅”可能是中原地区的专用词。一般情况下，

只有过年才“支锅”，而且，通常安排在蒸馍之后，提前

炸上一些酥肉，丸子，灌肠，油炸豆腐等之类的食品。

小时候，孩子们最巴望的就是“支锅”这一天了。

他们像花蝴蝶般在院里穿梭，隔一会儿就要到厨房门

口观望一会儿，一边闻着煎油的香味，一边撅着小嘴

不停地咽着口水。每当有大人叫，喊着孩子过来，往那

张小麻雀般大张着的嘴里塞上一块儿炸好的食品时，

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中国人对节日很是讲究，特定的节日有特定的饮

食习俗。比如元宵节要吃汤圆，寓意着团团圆圆；端午

节要吃粽子，腊八要喝腊八粥，而春节，一定要吃饺

子。

很多人喜欢吃饺子，但是说老实话，很多人却讨

厌包饺子。因为这是一项庞大的琐碎工程，和面，盘馅

儿，包。先把面和好醒好，搓成条儿，切成块儿，然后在

案板上摁成坨儿，最后用小擀杖擀成中间厚边沿薄的

片儿。一天下来，浑身哪儿哪儿都疼。尤其是腰，要折

了的感觉，左手僵硬，用来擀饺子皮儿的右手手掌，被

小擀杖硌得生疼。

大人们顾不上累，乐呵呵地包着饺子，一边在灯

下包饺子，一边往饺子里包上几个硬币，据说，谁吃到

包着钱的饺子，谁整整一年都是最有福的。于是，所有

小孩都会惦记着那几个包钱的饺子而拼命吃啊吃，因

为吃不到包钱饺子而和哥哥姐姐们斗气吵

嘴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如今，饺子对孩子大人都不稀罕了。即

使春节大人们依旧按照传统习惯包几个硬

币在饺子里，但是没有人在意能不能吃到包

钱饺子。孩子们的态度更是淡然，吃到了就

吃到了，没吃到也无所谓。时代的变迁和成

长的力量，大概是谁也无法阻止的吧。

熬夜曲

美好的时光是从守夜开始的，之前所做

的一切，都是铺垫。

敲黑板：哪位没有守过夜，请举手。

守夜是过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夜，约

定俗成地要求孩子们晚上不能早睡，得熬

年，或者叫守岁。这其中有两种含义：年长者

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

人守岁，则是为延长父母寿命。

一般在大年二十八，各家各户都要将买

回来的春联一一打开，贴春联。小孩子们打

下手，负责给春联的背面抹浆糊。大人则站在凳子上

把春联往墙上贴的时候，孩子们还负责在远处照量贴

得端不端正、正中不正中。贴完了春联，大人们还喜欢

让孩子把春联大声地读出来。许多刚上学的孩子，每

次不是把上下联念颠倒了，就是把其中某个字给念错

了。大人们因为心情好，也从不批评，而是耐心地纠

正。这么忙活一圈，天就擦黑了。

接下来两天，蒸馍、支锅、洗涤，各种准备工作，在

紧锣密鼓中紧张进行着。

年夜饭的饺子下肚，守岁也就拉开了序幕。一家

人围坐在火炉旁，花生、瓜子、糖果、水果端上来，一家

人一边吃着，聊天的聊天，打牌的打牌。有时候，邻居

也会过来串门儿。大人们常常说谁也不准睡，一定要

熬到鸡叫头遍。但实际上，除了大人，孩子们谁也等不

到鸡叫就困得不行了，一个个被打发睡去。

作为除夕之夜的传统守岁节目，电视上的春晚好

不好看不重要，由它兀自闹着，有个动静便是。待那零

点钟声敲响，各家各户的鞭炮，如同比赛似的此起彼

伏，一直得闹腾到天明才渐渐消停下来。城里乡下，才

又重新陷入到了新旧交替的静寂之中，等那东方新年

的红日破晓而出。

记得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娱乐的项目，别说是电

视机，就是半导体收音机也不是家家都有。吃完了饺

子，孩子们会围坐在爸爸妈妈身边，缠着给他们讲故

事。那故事无非是《鸡毛信》、《英雄小八路》什么的，实

在没有故事了，大人们就轮流出谜语让小孩子猜，谁

猜到了，就拿出获得一块糖作为嘉奖。那场面很温馨，

笑声充斥着温暖的大年夜。

那时刻，孩子们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新

衣服穿，有好吃的分享。还记得，每到岁尾，母亲们总

是能给孩子们们预备好一件新衣服，那衣服在今天看

来切实其实算不上漂亮，因为那个时刻，百货大楼里

只有一些色彩暗淡的布料。新衣服一般会在年三十晚

上放在枕头边，初一早上让孩子喜出望外地穿上。

不过，现在守岁好像反过来了。大人们是熬不过

孩子们的。如果不是有春晚陪着，外加几碟小菜、两杯

小酒伺候着，估计大人们没几个能候到零点。孩子们

就不一样了，一部大片，或网络游戏，打发时间实在是

轻而易举。再加上各种红包不间断定时发放，轮番上

阵，几分几毛抢的也是不亦乐乎。

现在基本上不放鞭炮了，但现在放的鞭炮是上千

响起步的，鞭炮足有小拇指粗，大的和手腕一样壮，炸

得窗户玻璃都哗哗响。可是如今的孩子们怎么就没有

我们当年的那个快乐劲头呢？

对于大人们来说，过年的兴致远没有以前

那么高。如今，虽然繁华的街道上，霓

虹灯闪烁出绚丽多彩的光线，但大家

多是守在小家里享受着家庭的温馨。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如期而

至，然则，看着炫目标荧光屏，却不知为什么没有涓滴

不雅赏之意。但是，那清晰的图像，靓丽的色彩，美丽

的妆扮，无不显示出我中华民族的旺盛和蓬勃。

我们赶上了这盛世，难道不该知足吗？

高潮曲

凭良心讲，尽管我们已过了几千年的年，但到现

在为止，国人仍然非常喜欢过年。

小孩子总是盼过年的，因为过年意味着长大。但

大人们却都把过年称为年关，因为不光又累又花钱，

最主要的是，过一年就少一年了，过年即意味着变老。

不过，花钱有花钱的乐，年老有年老的乐。

正月初一是春节。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

也是传统节日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辞旧迎新，继往开

来，这个节日马虎不得。年前那么辛苦的忙碌，就是为

了这一天。

正月初一，天还黑咕隆咚，人们就被周围此起彼

伏的鞭炮声吵醒了。小孩子们揉着眵目糊眼，穿上枕

头旁头天夜里准备好的新衣服，兴奋地蹦下床，跑进

厨房，大人已经在煮饺子了。

饺子煮好后，一般要给祖先乘上一碗，让孩子端

进堂屋祖宗牌位前，让老祖宗们先尝，然后点燃挂在

竹竿上的鞭炮。在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中，一碗碗

饺子热气腾腾被端上了餐桌。吃了饺子，要发压岁钱

了，崭新的一张或者几张纸币发到孩子手里，完全归

他们支配。孩子们把压岁钱小心地塞进最安全的衣服

口袋里，那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飘飘然几乎要

飞上天的状态，其心情，估计与现在的暴发户所差无

几吧。

门外头已经有伙伴们兴高采烈的吵闹声了，家里

的孩子们也和他们一起，口袋里装上一把爆米花儿或

者炒花生，一群人从东家跑到西家，听见谁家鞭炮响，

便一股脑儿跑到谁家，在人家刚刚放过的鞭炮碎屑里

找寻没燃的小鞭，捡了装在兜里。一会儿掏出一个点

燃，远远扔出去，听那脆生生地“叭”的一声。有那胆大

的，竟敢从老子的一挂鞭里偷偷掐掉一小截，拆开了

一个一个放了听响声。

闹够了，玩累了，回家吃饭。大年初一这顿午饭是

一年里最丰盛的。最主要的是菜里肉多。就是那种有

肥有瘦连着红润润的肉皮的条子肉。那时候，除了过

年，平日里是很难吃到肉的。孩子们吃得满嘴流油心

满意足，大人们满脸幸福微笑不语。

现在的孩子们对过年那种期盼已久的心态，包钱

的饺子和压岁钱，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说到底，

他的兜里不缺零花钱，没有为钱所困的窘况；也从来

没有体验过挨饿的滋味，更不存在想吃什么而吃不到

的现象；他也不需要偷着将过年燃放的鞭炮掐上一小

截去玩，和电视、电脑及手机相比，放鞭既危险又多

余。

喝酒曲

家人相聚———喝！同学聚会———喝！拜

年———喝！送寿———喝！结婚———喝！

初一，初二，初三，初五……除了喝还是喝。

酒场，可以说，从大年三十晚上一直到十五基本

就没间断过。

酒桌之上，杯影交错，白的、红的、啤的换着花样

喝。因为是过年，大家放松了，喝的比平时尤其多、尤

其猛。好酒之人大多会醉酒，尤其是在春节，似乎必

须喝的比平时多才能显的高兴。于是乎，感觉一个正

月似乎是酒的世界，满大街都有醉汉，满世界都有酒

味。

过年要走亲戚拜年，大家总不可能空手吧？那肯

定要带些东西去。东西还要讲究体面还要讲究双数。

今天要去舅舅家，明天要去姑姑家，后天他们来我家，

大后天我去他们家，这样来来往往的，一个春节下来，

年结束了，房间的东西满满的，像个小杂货店，吃又吃

不掉，兑又兑不得，年年如此。

天天走动，有的人心中却越来越彷徨，有的人怕

年会以应酬领导，有的人怕回老家应酬亲朋好友，有

的人天生量小，一上酒桌就心虚。

但难得有春节七天法定假的短暂时光陪伴父母、

亲朋、好友、同学……聚会上总不能不应酬，与其“坐

而待毙”，不如早作打算，早日练成喝酒神功，应酬之

道，尽可在酒桌上如鱼得水，尽享酒中之趣。

要想在酒桌子上大显身手，陪好领导、长辈，干翻

同学、同事、老表，喝酒前不做好准备工作是很难的。

特别是请客，作为东道主，主人肯定要带动酒桌上的

气氛，自己要带头喝，平时只有半斤酒量的，要喝出一

斤酒量的豪气和威风。

酒桌座位安排有学问。首先，酒桌上的座位有主

次之分，特别是在比较重要的场合和聚会中，是比较

严格的按座位的主次来就座的，虽然有的长辈或领导

嘴上说不拘礼节，随便就座，但心中还是多少有一些

在意的，所以座位是不能随便就座或安排的。

要按辈分高低、年纪大小排序，一个都不能乱，无

论你是客人还是东道主，都要记住辈分最高或年龄最

长者，座位的安排要坐在最里面面向门口的显要位

置，无论哪里，向着门口的方向上最重要的位置，要留

给最重要的客人或长辈，其余人按客人的重要程度分

列其左右。至于主人可以随便找个位置坐下，也可以

和重要客人相邻就座。

春节天天乐，让人乐的都有些乐不思返了，不想

返工，不想到远方，只想着在离我们心最近的故乡好

好待着。

过年，能用双手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片天，苦

点累点，那又何妨？

回门曲

过了初一，初二可就要忙起来了。中国是礼仪之

邦，最讲究礼尚往来。初一在家团圆，初二就开始提

着大包小包走亲戚了。换言之，就是拜年。

对于第一年结婚的新女婿而言，大年初二的意义

更非同寻常。这一天，新女婿要向岳父岳母表示“谢

意”，感谢他们将女儿嫁给自己。所以在礼物上也格

外“隆重”，要在岳父岳母面前表现一番。而对于娘家

人来说，女婿是“贵客”“娇客”。不管是吃饭，还是在

家里闲聊，女婿都要上座。之所以对女婿有这些“非

常”待遇，是因为娘家人希望女婿平时能对自己女儿

好一些。

席间上菜也有一定的程序，一般是先上些点心、

糖果之类的六种小吃（也有上八种的，分为四干四

鲜），简单吃点就正式上菜开席。每上一道菜，都要新

女婿先拿筷子吃第一口，他不动筷子，任何人都不能

动这道菜。当酒席进行到一半时才能端上整鱼这道

菜，可只要鱼上了桌，就会有一个端着空盘子的人来

到新姑爷面前为厨子讨红包。送了红包后就轮到小

舅子或是侄子辈的年轻人“献”酒了，这时新姑爷就可

以根据献酒的人决定是否需要掏红包。

大年初二，出嫁的女儿都要回娘家，夫婿要同行，

所以俗称迎婿日。回家时要携带礼品，名为带手或伴

手。这一天，回娘家的女儿必须携带一些礼品和红

包，分给娘家的小孩，并且在娘家吃午饭。女儿回娘

家忌回门礼为单，由于传统上认为单数不吉利，女婿

带回娘家的礼物必需成双。

闺女们初二“回娘家”，通常要在娘家待一天，到

晚上才走。即便不能待到晚上，也要“隆重”地吃一顿

中午饭。这顿午饭通常有鸡有鱼，即便在物质较为匮

乏的年代，这顿午饭也得有好几个菜。为了表现女婿

的尊贵，通常上鱼的时候，鱼头要冲着女婿，一般“谦

虚”一点的女婿会把鱼头转向“老泰山”表示尊敬，赶

上不太“讲究”的女婿，也会无视这些礼数，很没材料

地照吃不误。

破五曲

以前老听大人说，过了初四五，少肉没豆腐。意思

是说，过了破五，过年准备的好吃的基本上都吃完了。

这时候你要是去走亲戚，不仅没有肉，就连豆腐，也所

剩无几了。

初五这天有很多讲究。《封神榜》里，姜子牙封神，

把背叛他的妻子封为“穷神”，令她“逢破即归”。没听

说有谁喜欢穷神的，所以人们就在初五这一天“破”

她，让她“即归”———马上滚回去吧。怎么“破”？饺子。

还有种说法：初五这天是财神的生日，人们要在

这一天燃放鞭炮，庆祝迎接财神的到来。怎么庆祝？饺

子。

第三种说法：除夕夜在堂屋的正中，挂祖宗牌位，

烧香上供，把祖宗请回来过年。到了初五，年过完了，

就要送祖宗“回去”。怎么送？还是饺子。

大家看看，初五这天，肩负着送穷神、接财神、送

祖宗等诸多重任，怎么能不讲究呢？况且古话说得好：

舒服不如躺着，好吃不如饺子。吃了饺子，都安安生生

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如今的人们虽然没有那么多讲究，既不供奉祖宗

牌位，也没有对神仙接来送往的规矩，但饺子还是要

吃的，原因很简单，饺子好吃而且各家都在吃。但在破

五，饺子都吃完了，很多人都想不起来敬奉各路神仙。

不像话，这有点不像话了。

不过，老人们也常说：糊涂子人，糊涂子神，相信

谁家的神也不会见怪的。凡事不可过分认真，自寻烦

恼，是不是？

最主要的是，过了破五，这春节就真的过完了。回

想这几天，忙是忙了点，但却可以无拘无束，早上不

起，夜里不睡，饿了就吃，闷了溜达。时间被大家奢侈

地挥霍着一晃而过，过了破五，春节长假基本上就等

于画上了句号，新的一轮按部就班又转动起来啦。

如今适逢盛世，各种年会、庙会、灯展等节日文艺

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大家尽可以去凑凑热

闹。家里如果盛不下，还可以举家出门旅游，想去哪里

去哪里，多好。

过年，有人说好，有人说难。其实，好不好、难不难

都是一念之间。年少有年少的愁，老年有老年的乐，就

看怎么把握。最主要的是，一年有一年的惊喜，一年有

一年的收获，好事多多，喜事连连，干嘛不乐？

但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尽管我们小心翼翼地

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过，但总如白驹过隙，年，呲溜

一下就过完了。

说到底，年，是华夏子民一个

喜庆的坎，更是一个喜

庆的心结。

县委领导班子对这个荣国府项目的争议很

大。习近平同志跟吕玉兰交换过意见，当时吕玉

兰全力支持他。吕玉兰经常到北京和省里开会和

参加活动，眼界比较开阔，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应该放手去搞。

有一次回家，吕玉兰跟我聊起这件事，说起

县里面的不同意见。我感到很奇怪，说：“习近平

考察得这么周密了，他的意见还有人反对？”

吕玉兰说：“唉，这你还不知道？正定有些干

部思想保守，想法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过来。得想

办法给他们做一下思想工作，无论如何，正定还

是要引进项目才能致富。”

后来，习近平同志多方筹措资金，做通了大

家的思想工作，荣国府项目顺利搞起来了。开放

第一年就收回大部分投资，还给正定旅游增加了

一千多万元的收入。如果算大账的话，荣国府项

目在第一年就赚了两倍还不止，而且从那以后，

每年都给正定县带来巨大效益，直到今天还在大

量接待游客、创造利润。这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

难找的好项目。

第三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廉洁奉公，艰苦朴

素，对自己严格要求。吕玉兰对我讲，习近平同志

的家在北京，人在正定工作，到北京开会、办公

事，他每年都要来回往返五六趟，但他一趟车费

都没有报销过，都是自己拿钱买车票。吕玉兰曾

经劝他说：“你回家探亲的路费可以不报销，但你

到北京办事和开会的路费还是应该报销的。”习

近平同志说：“我到北京办事和开会也会回家，这

样是分不清楚的，我就都不报销了。”

习近平同志一贯很简朴，对吃穿都不讲究。

他下去调研或者开会，经常赶不上机关食堂的饭

点。有时候忙起来工作忘记吃饭，等忙完了赶到

食堂却没饭了。那时候，经济不发达，街上没有饭

店，他就只能凑合吃一些食堂剩下的凉馒头和咸

菜。吕玉兰很关心习近平同志，常从家里拿些鸡

蛋、挂面、点心送给他吃。

她还劝习近平同志说：“你长期这样不行啊，

早晚会吃坏肠胃的。”

习近平同志却毫不在乎地说：“没事！”

由于长期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还总

吃凉饭，习近平同志后来吃坏了肠胃，住进了医

院。吕玉兰看不下去了，就找食堂的负责人商量，

每次过了饭点以后，还是要留一个人，等习近平

同志来了，给他热热饭，让他吃口热饭。吕玉兰很

关心习近平同志，确实就像姐姐一样照顾他，还

帮他洗被子、洗床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追忆文章中写道：“玉

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

难忘。”“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

饭。”您能说说他到您家做客的故事吗？

江山：习近平同志先后到我们家里来过几次。

他第一次到我们家来，是1982年夏天。这也

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一个礼拜天，他穿着一

件很普通的衣服，在我家和我们聊了一会儿，主

要是聊正定的情况，了解一些当地的事情。吕玉

兰年纪比他大一些，又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多年，

对情况比较熟悉。她跟习近平同志谈了很多，此

外也给他介绍了全国农业先进地区的情况，什么

地方有什么好经验、好典型、好做法等等。吕玉兰

讲了一个多小时，习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听，还拿

着笔记本做记录。我当时就觉得他工作特别认

真，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想法和意见。

后来，有一年秋天，习近平同志刚从美国考

察回来，就到我家中来看望吕玉兰。他给我们讲

了很多美国的见闻。

他还说：“玉兰，你的名气可大了，在美国都

有名了！”

吕玉兰不懂，问：“我在美国怎么有名了？”

习近平同志笑笑说：“我们到美国的图书馆

去参观，看到了很多中国的报纸杂志，我还在报

纸上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

原来，美国一向很注重收集和储存中国的资

料，他们的图书馆和高校，都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

纸和杂志。吕玉兰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物

上都有多次报道。恰好，习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在图

书馆看到了关于吕玉兰的文章。所以他回来就对吕

玉兰说：“你的资料，美国都掌握着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