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副池杯流

2019年 2月 11日 星期一 沛沛张：辑编

“过年什么最开心啊？”“收红包！”姐姐家的两个孩子满眼是笑齐声答道。“真财迷，

就记着钱了……”过新年发红包，发的是钱也是情。

记得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初二回外婆家走亲戚，因为会有好多亲戚长辈在吃

饭前发钱，虽然钱也没多少，都是五元十元二十元的，但好不容易领到一百多块钱还是

很开心。现在，很多亲戚都在外工作，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次，过年却是大家聚得最全

的一次。孩子小辈一窝蜂地跑过来，脸红红的，作揖拜年，讨喜极了，领到红包，又兴冲

冲地跑开了。孩子们接过红包的喜悦，大人们发红包时的笑脸，老人们儿孙们齐聚一堂

的满足，这一刻，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发红包，是一种年味儿，是亲情的维系，也是一种

传承。

现在，除了实体红包，在手机上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拜年、发红包，也已成为大家

过年送祝福的重要方式。这个同学群里抢一下，那个工作群里抢一下，再礼尚往来自己

发一个，好不热闹……微信数据显示，除夕当天，20:00到20:59成为除夕送祝福的高潮。

在除夕红包军团中，“90后”一跃成为主力军，收取和发送红包数量都占据首位，“80后”

和“70后”则分别位列二、三。闺蜜晓楠分享了一件趣事，“除夕夜突然收到爸爸给我发

过来的微信红包，特别开心，然后又很感动，爸爸对我真好。正嘚瑟呢，爸爸发语音说，

这红包是给孩子的压岁钱，可不是给你的……捂脸，我还自恋地以为是给自己的呢。”

网络红包不只是纯粹金钱交易的工具，也是增强情感交流和趣味互动的方式，帮助人

与人之间更好地传达心意。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红包是好的寓

意，象征着一份情谊和最干净的人情关系，一

个笑着给，一个笑着拿，你开心，我也开心。愿

大家新的一年，收到的红包都是情谊，发出去

的红包都是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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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到除夕止，我国民间把这段时间叫作“迎

春日”，也叫“扫尘日”。扫尘又称除尘、除残、掸尘、打埃尘等，是汉族传统

年俗之一。起源于古代汉族人民祛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这种仪式后

来演变成了年底的大扫除，寄托了汉族劳动人民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

美好愿望。

按民间的说法：“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含义，把

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

年少时在家，到了腊月二十四或者二十五这两天，我和妹妹都会在

妈妈的指导下给家里大扫除，这样的情景一直延续到我有了自己的小

家。

今年的腊月二十五，女儿上补习班去了，儿子偶尔打打下手，倒个垃

圾。我洗衣服、洗窗帘、擦桌子、拖地、整理书架，累到不能行。看着洁净一新的家，真觉累

也值得。

房子不一定是家，但家一定得有个房子。这个房子或许很大，或许很小；或许豪华，

或许简陋，但是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点———洁净。

我有轻微的强迫症，看不得家里杂乱无章，尘覆灰飞。平时什么东西在什么位置摆

放，用完后还要让它回归原位。不仅自己这样，对他和孩子们的要求也一样。

我给孩子们说过，如果让我当仓库管理员或者在图书馆工作，我会把货物和

书整理得有头有序，干干净净。

“洁静”这个词，蕴含了两层含义：“整洁、干净。”洁净，不以男

女而区分，不以年龄而界定。

我们市作家协会主席李晓伟先生，从我第一次见他，就是仪容

干净，衣着整洁，不染纤尘。依然清晰记得2017年秋天，

协会的老师们同游九峰山，李主席穿了一身白色运动

服，加上他本身就俊美、风雅，以至于行走途中丁主席

半是好奇、半是玩笑地问：“身为男士你都这样干

净、利落，假如你是女人，会怎么样呢？”李主席说

了一句：“那怎么着也得祸国殃民吧。”一时间笑

翻众人，大家不得不佩服他的风趣幽默、聪明睿

智。

我有两位邻居都是特别洁净的人，一位是以

前住在我家对面的阿姨，一位是住东楼的邻居。

做邻居十多年，去她们家里看到的都是布置得

当、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邻居阿姨打扫门外卫生时，通常会把我家门口也打扫一下。而

我也一样。

今年年初，对面的阿姨搬家了，又搬来一户新的邻居。他们家有四五口人，我放在门

外的笤帚和灰铲，很少被用过，倒是我默默地帮他们打扫过好几次。昨天我家的煤炉灭

火了，我第一次走进了对面邻居家，进去后看到的情景简直让我震撼，屋里东西横七竖

八地堆放着，垃圾随地扔着，给我的感觉说夸张点儿就像收废品的场地。因为需要等待

一会儿才行，我赶紧回家了，让他们家的男孩儿一会儿把烧好的煤球送过去。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故事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大的道理且不论，只是我

们每天生活的环境一定要干干净净吧。人所处的环境就是自己的风水这个说法，我还是

比较认同的。

家里干净了，心情也好，心情好了，工作和生活都舒畅，好运自然而然也会来。

所以，经常给家里除尘，很有必要。

心脏有两间心室，两间心房。让心室和心房保持洁净，不仅会拥有健康的身体，更会

有纯净的心灵。

一个人，在尘世间走得久了,心灵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尘埃,使原本洁净的心灵受到污

染和蒙蔽。在我们的内心也许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垃圾”，或许是一些我们受过的伤害，一直

在内心里面不时刺痛着我们；或许是不堪回首的阴影，一直是在我们某处紧锁；或许是

内心一些难以启齿的陋习，一直都在毒害或者折磨自己；或许是对金钱物质的贪

婪，使我们变得麻木功利。这些心灵垃圾我们是需要好好扫除的！

用阳光，用甘霖，扫除心地上的灰尘，为快乐腾出更多更大的空间，能够

使黯然的心变得亮堂，使杂乱的心变得清净，从而告别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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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收红包
□陈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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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好的春节里，总有一种声音，能惹起人们的回忆；也总有一种

传统的玩意儿，能让人产生无尽的怀念。

大年初三的中午，在红红火火的中大街的一个路口，一个小小的

地摊，被抢购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在人头攒动的中央，不时传出“噗

噔儿、噗噔儿”的声音，清脆、悦耳，引人驻足。

这不是小时候经常玩的“琉璃噗噔儿”吗？

挤进人群，只见那位年轻的小贩面前摆放着一个硕大的纸质包装

盒，里面装满了浅绿色的、薄如蝉翼的、大小不一的“琉璃噗噔儿”。见

摊位被围住，小贩卖弄似地拿起一个“琉璃噗噔儿”放在唇边，不见他

用力，嘴里就吹出了“噗噔儿噗噔儿”的清脆响声。有人要买，挑一个让

他试一下。在试吹的时候，考虑到用嘴噙着怕顾客嫌不卫生，小贩

将“琉璃噗噔儿”长柄的噙口处夹在手掌中间，靠着手掌一挤一压

产生的气流，也发出了“噗噔儿噗噔儿”的声音。

他的这一促销举动，很是惹人艳羡。众人纷纷掏钱，大的十块

钱一个，小的八块钱一个，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卖了十来个。

看到买到手的人们心满意足地离去，却又小心翼翼、手忙脚乱

吹不出声音的人们被大红灯笼染红的笑靥，人到中年的那些人，一

下子便陷入了回忆。

“琉璃噗噔儿”出身低微，是纯乡间手工艺人吹制的一种玻璃

玩具，其名字也是取其响声而成。它的出现仅在年前年后这段日

子，平时难觅它的芳踪。因为其制作技术独特，工艺造型独特，玩法

也相当独特，所以对孩子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另外，它粗犷憨厚、

稚拙朴素、声音悦耳，颇显民族特色。

记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当孩子们拿到压岁钱，只要见到卖“琉璃噗噔

儿”，那是非买一个不可。“琉璃噗噔儿”拿到手后，一群小伙伴们便相互攀比着看谁

吹得好听。如果谁能仅用两只手挤压而弄响“琉璃噗噔儿”，那绝对是“武林高手”，让

人敬佩不已。

“琉璃噗噔儿”说是吹，其实是在一吸一吹之间，玩法相当有技巧。用力不均匀，

吹不出响声；用力太大，又容易将其吹烂。

“琉璃噗噔儿”形状像个喇叭，用玻璃制成，管口细而长，喇叭口是封闭的，如小

鼓状，平底，底面中心的玻璃薄如蝉翼，随着气流凹凸而动，发出“噗噔儿、噗噔儿”的

响声，很是清脆悦耳。

但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种玩具质地薄又脆，稍不留神会

被吹破或碰破，可谓是易碎品中的极致。它更不适合年龄太小的孩子们玩，弄不好还

会弄伤嘴和手，每有小孩子们玩“琉璃噗噔儿”，大人们的心，都是揪着的。

所以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琉璃噗噔儿，只玩一会儿，噗嚓掉地儿，哭着找妈

去”。以至于对于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或者娇气十足的大姑娘小媳妇，人们总会撇着

嘴说，你瞅瞅，真是磕不得碰不得，比“琉璃噗噔儿”还娇贵呢。

资料显示，“琉璃噗噔儿”约产生于明代，历史上在我国北方地区春节期间较为

流行，尤其是晋商分布密集的地方，几乎处处都有。其名称也有很多，晋中叫“咯嘣

嘣”，北京人叫“噗噗噔儿”或“不不登”“响葫芦”，在山东济南称为“鼓子”。

明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曾描述：别有衔而嘘吸者，大声嗦嗦，小声啁啁，日倒

掖气。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吹“琉璃噗噔儿”的生动场景。

彼时，这个物美价廉不起眼的玩具，每到春节，行销一时。在生活不太富裕的年

代，给孩子们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此时，行走在古香古色的中大街，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噗噔儿”声不绝于耳，

让人如梦里穿越，恍若隔世。欢乐的中大街，在大红灯笼的映衬下，已汇成姹紫嫣红、

花团锦簇的欢乐海洋。

“琉璃噗噔儿”脆声声
□李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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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按照传统，祭灶成了这一天的主打戏。

一大早，妈妈就把我从迷迷糊糊的梦乡中叫起来。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温暖的被窝，

跟着妈妈去街上买芝麻糖、花米桃等祭品。

到了街上，只见街边摆满了各种食品，芝麻糖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这些芝麻糖，有的

雪白，有的金黄，上面都沾满了白芝麻。这些白芝麻犹如一颗颗星星在芝麻糖上一闪一闪

地眨着眼睛，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惹得我馋涎欲滴。妈妈看到我的馋样，伸出巴掌在我头

上打了一下，说:“真是一只小馋猫。”妈妈挑选那金黄的芝麻糖，称好后付了款，打开包装，

取出一根，一头塞进我的嘴里，香甜的滋味立刻充满口腔。我充分发挥牙齿

的粉碎功能和舌头的搅拌功能，转眼间一根芝麻糖就被我嚼得粉碎。那焦脆

酥香的味道在口腔中弥散，在舌尖上游荡，我觉得幸福极了。

而那花米桃也丝毫不差，一个个白色的小球聚在一起，好像冬日里互相

取暖的小伙伴，吃起来脆脆甜甜的，还有一股淡淡的米香。

祭灶神一般在傍晚进行，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祭灶神，就满腹狐疑地问

妈妈谁是灶神，为什么要祭拜他，妈妈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听老辈人说，灶神

爷受天上玉皇大帝之命常驻人家，司察人间的是非善恶，到了‘小年’这一天，灶神爷就要

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玉帝根据灶神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

来年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到灶神爷手中。因此，对任何一家来说，灶神爷的汇报都十

分重要，尤其是供品中最突出的当属芝麻糖了，因为这类食品又甜又黏，不仅甜了灶

神的嘴，同时也甜了灶神的心，为的就是让灶神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

好话。另外火烧也是必不可少的祭品，因为火烧越烧越热，就

象征着这家人来年的日子一定会过得红红火火，所以每当小

年这一天，人们都要用芝麻糖、火烧等食品祭拜灶神爷。”

妈妈摆好祭品、上好香，爸爸带领我们给灶神爷磕头，

这一切都寄托了我们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点评：小作者观察细致，想象力丰富，擅长
运用拟人、比喻等手法，尤其是文章倒数第二

段，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想象与生

动描述，读起来饶有趣味。

小 年
□洗耳河街道上河小学五一班 赵鹏博 辅导老师 吴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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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含情，香知意，屋里满和煦。爆竹声

声，报道岁华去。

几阵窗外东风，吹来拂晓，笑问好、新

年福语。

小情侣，挽手嬉戏开门，慢悠悠出户。
超市闲游，又到繁华路。

白糖做得葫芦，双方互敬，又相对、眸

藏星雨。

汝州的街呵汝州的巷，

中大街庙会美名扬，

灯火璀璨胜瑶台，

夜幕降临最辉煌。

忆往昔，残损破旧脏乱差，
看今朝，洁净美雅放光芒。

人如潮水涌，

游客任徜徉，

四海宾朋汇梁县，

咱汝州人厚道纯朴奔小康。

汝州的山呵汝州的水，

老街的食物最美味，

色香味佳诱食欲，

咸甜适中嘎崩脆。
麻辣鲜香口生津，

食材上佳巧搭配。

举目望，烹炸烤炖热气袅袅升，

细品尝，质嫩爽口游人醉。

张灯结彩过大年，

老街庙会闪呀闪银辉。

诗 赋 咀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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