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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铜梁是享誉海内外的
“中国舞龙之乡”。铜梁龙舞包括
龙灯舞和彩龙舞两大系列。龙舞
是以“龙”为主要道具的舞蹈形
式。据悉，铜梁舞龙始于隋唐，盛
于明清，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入
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火龙舞”又被冠为“龙舞”之
首，这种舞在场地四周分布 8 到
10个小火炉，烧熔铁水，以铁水打
出金花为龙伴舞造势。当千余摄
氏度的铁水被击打至空中几十米
高后，天地顿时铁花绽放，火花飞
溅，颇为壮观。每到春节，人们便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购买火药，
制造火龙，配以烟架、禹门等多种
火焰表演。最长的火龙达 40 多

米，表演时场面极为震撼、惊险奇
特，深受人民群众的青睐。

火龙舞风味独特、套路多
变。交织的火花、炸鸣的鞭炮、
激烈的打击乐、浓郁的乡土气
息，充分调动着人们的观赏热
情。舞龙手们赤膊上阵，阳刚气
十足，充分彰显了人们对火热生
活的热爱。民间有传说，火烧龙
火花袭人，可除去身上的晦气，
来年祛病免灾，事事称心如意。
火花越大，鞭炮越响，舞龙人和
观龙人就越有兴致！

火雨纷纷，星落遍地。一条
长龙就在火雨中逡巡、游走。铁
水师傅李诗敏站在场子一边，身
旁火炉上是冒着泡的铁水。他

大喝一声，手一抛，再一击，一瓢
铁水飞上高空 10 多米，如红色
烟花在空中绽放。一个个健壮
的舞龙手挥舞着龙身，冲入这纷
飞的烟火。火龙矫健雄壮，观者
连呼过瘾，第一次看的人更是目
不转睛。作为“铜梁火龙之乡”
的高楼镇，火龙文化历史悠久，
盛名远播，每年都有全国各地慕
名而来的游客。

在铜梁高楼镇的涪江江面
上，阳光给平静的江面镀上了
一层薄薄的金箔，渔民荡舟撒
网，欢快的山歌在江面荡漾；山
坡地头，村民忙着松土、锄草、
施肥……好一幅美丽的田园风
光，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平静

而简单的小镇，却舞出了全世界
惊艳的“铜梁火龙”。

“玩火龙是我们高楼人的绝
活。大蠕龙、猪啃南瓜这些品种，
很多地方的人都能玩，但说到火
龙，离了我们高楼镇的人就是不
行！”说这话的人，是铜梁火龙重
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李诗敏。今年已经66岁的他，一
谈到舞火龙，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李诗敏说：“现在镇里的舞龙
队特别多，特别忙，特别有劲。”

李诗敏自幼与父亲一道耍
龙灯，练就了一身舞龙的把式。
他在继承传统龙舞表演艺术的
基础上，通过几年的琢磨和试
验，自创了火流星表演。火流星
一跳跃，火龙就呼啸而来，观看
的观众无不高声叫好。

今年春节，李诗敏和他的舞
龙队更是抖擞精神，为“龙年”带
来更加气势非凡、精彩绝伦的舞
龙表演。

铜梁火龙庆龙年

每年春节，村里都要舞狮子
灯，从除夕一路舞到元宵节，风
风火火，热热闹闹。

秦顶给他的侄子秦洪海提
议：今年，由你们来舞狮子灯。秦
洪海听后别提多高兴了。正式的
行头自然是不能拿来练习的，于是
秦洪海的四爷就开始破竹子扎狮
子头的框架，打算做个练习用的。

扎好大的框架，用什么来蒙
呢？经秦顶的点拨，决定用丝瓜
筋。丝瓜筋就是丝瓜老后被秋冬
的寒风一吹，只剩下的网状纤维，
对面菜地的藤上就挂着好几条。
洪海找来竹篙，竹篙头上捆紧镰
刀，竖起，割下丝瓜筋，铺在框架
外面，再蒙上一层薄薄的红纸壳，
画上狮子铜铃大的眼睛。然后在
狮子头朝上的框子上扎好麻索，
作为鬃毛，鬃毛上系两个小铃铛，
舞起来就有响声，显得威武。狮
子的身子是用一条剪开的麻袋代
替的，与狮子头连接。再找来一
根光滑的短棍，在短棍朝外的一
头上绑好麻索，扎在麻袋末端揪
起的部位，作为狮子的尾巴。至
于狮子抢的两个球，也是把两团
纸分别扎在两根光溜的短棍子
上，分别用布包裹好就成了。

选人舞狮子灯，理所当然地
由我来舞狮子头，因为我是这帮
兄弟的头儿，尾部由秦云苗来
舞。过了两个星期，我们开始排
练，一边回想着狮子灯的舞法，
一边纠正并添加动作。经过数
次排练，敲锣打鼓的两个伙伴知
道了敲打的急促与缓慢，我们也
知道了如何踩点。当声音急促
时，狮子进入最精彩的抢球环
节，我就得跟着球忽高忽低，把
狮子的鬃毛舞得剧烈颤动，狮子
头上的两个小铜铃配合着发出
急促紧凑的响声。

狮子抢球不是一次成功的，
要抢三次，为了增加场面的刺激
性。三次后，两个球并排摆放在
地面，我在里面一边持狮子头框
架，一边从狮子的嘴巴里伸手拿
球。拿到球后，锣鼓点缓和下
来，狮子随之昂首绕场一圈，再
放下球。掌球的人立马拿起地
上的球，舞动着引导狮子退场。
自始至终，舞尾的人要配合得
当，让狮子的尾巴灵活地摆动。

很快，旧岁临尾，新年到来，
秦顶号召大家出灯。顶着金灿
灿沉甸甸的狮头，我既紧张，又
觉得无上光荣。按规矩，狮子应

按照从东向西的方向舞起，但大
人们都说我们秦氏家族居住在
生产队的西边，就改为从西边舞
起，挨家挨户地舞。舞狮子灯时
非常热闹，周边围满了大人和小
孩 ，说 着 笑 着 ，露 出 惊 喜 的 神
情。家家户户也按正式礼仪放
鞭炮接送，有的还拿整条的糕给
我们这些舞狮灯的人。我们越
舞越起劲，穿过中间的生产队晒
场，很快就舞到了叶湾。我们的
生产队是由鱼郎和叶湾组成，叫
联合生产队，当我们舞到了生
产队长家门前时，围观的人更
多 了 ，鞭 炮 声 也 响 得 愈 发 热
烈。生产队长的侄子忒喜欢放
鞭炮，时不时地把单个的炮仗
引燃，往狮子身上和我们的脚
边丢，为了表演，我们不得不忍
受。可是丢着丢着，他竟把点
燃的鞭炮硬塞进狮身里面。秦
云苗忍受不了，脾气上来，当即
掀开狮身钻了出去。

这一下可不得了。
要知道，在人家门口掀开舞

狮已不仅仅是掀开条布这么简
单了，而是有狮子蜕皮的意思，
意味着这家人今年将有大灾祸，
所以掀开舞狮是大忌。生产队

长苍白着脸踉跄着后退两步，险
些跌倒。那年开始分田到户的
时候，生产队长就得病了，我没
有亲眼见到，是听大人们说的，
说队长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模糊，
按他们的说法是患上了神经病。

有一天夜里，我听见父亲跟
另一个大人闲话时才知，队长在
生产队以前的资金上做了手脚，
如今被发现了，人虽然疯疯傻
傻，但依旧被带走调查了。

生产队长最后怎么样已不可
知，狮子灯依旧年年都舞，只是，村
里再也没有出过作奸犯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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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知味，岁月沉香，辞暮尔尔，烟火年年。光阴交错于桩桩

难忘的故事中，岁月印刻在个个祈愿的身影里。文学之河，流经山

川江河、平原沟壑，也流经千千万万用文字叩问心灵的人。安康喜

乐是永恒不变的主题，新年伊始，让我们共赴一个崭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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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的脚步临近，年味就
愈来愈浓烈了。在我的家乡，家家
户户除了打糍粑腌腊肉筹办年货
外，还会用自己家里种的糯米，酿
一两缸甜酒。我一直喜欢喝母亲
酿制的米酒，清醇甘洌，芳香宜人，
唇齿间满是甜蜜蜜的味道。

这种自酿的米酒主要原料是
糯米、红曲，我们称它为甜酒、酒
酿，因常在过年期间饮用，亦称

“年酒”。父亲每年开春都要种
上一垄糯谷，母亲每年腊月二十
几都要开始酿酒迎接新年，款待
上门的客人。特别是大年三十吃
年 夜 饭 时 ，噼 噼 啪 啪 的 鞭 炮 声
中，全家人围炉而坐，笑语盈盈，
热气腾腾的甜酒，丰盛可口的菜

肴，在浓浓年味的荡漾下，一
种欢乐的温馨萦绕在全家人

心头。正月里，家里来了
拜年的客人，母亲就从酒

缸里舀上酒糟，煮上
一 碗 ，加 入 红 糖 鸡

蛋，满屋飘香，让客人热热地饮
下，通身暖融融，美美地醉了。

喝年酒是春节传统习俗，寓
意日子红红火火，和和美美。从
除夕夜的守岁酒开始，直到元宵
迎灯宴饮结束。清人潘荣陛《帝
京岁时纪胜》里就生动记载：“纵
非亲厚，亦必奉节酒三杯，若至
戚忘情，何妨烂醉。新正拜年，
走 千 家 不 如 坐 一 家 ，而 车 马 喧
阗，追欢竟日，可谓极一时之胜
也矣。”《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
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
夜宴》里亦有：“腊月里，宁国府
刚领回皇家的赏银，贾珍命贾蓉
道：‘你去问问你琏二婶子，正月
里请吃年酒的日子拟了没有。若
拟定了，叫书房里明白开了单子
来 ，咱 们 再 请 时 ，就 不 能 重 犯
了。旧年不留心重了几家，不说
咱们不留神，倒像两宅商议定了
送虚情怕费事一样。’贾蓉忙答
应了过去。一时，拿了请人吃年

酒的日期单子来了。”可见，吃年
酒的习俗流传已久。

年酒好喝，做起来有很多讲
究。酿酒前要先煮一甑糯米饭，
这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工序。我的
母亲是酿糯米酒的好手，她总是
很细心，尽力做好每一道工序，以
保证酒的质量。每当母亲在酿糯
米酒时，我就喜欢站在一旁观看，
时不时帮忙递递工具，酿制的过
程我记得很清楚。

前一天，母亲挑选好颗粒饱
满的糯米淘净，倒进木盆里浸泡
一夜。第二天清早，将米捞起来
沥干，装进饭甑里，放到有半锅
开水的大铁锅里蒸煮。糯米不是
一次放入的，不然的话会生熟不
匀，母亲先放一层糯米，等熟了

再加放一层糯米，这样糯米一层
又一层直到满甑为止。蒸米时还
要认真掌握火候，直到添加十来
次柴火，待到咕噜咕噜的水泡腾
起了氤氲的蒸气，糯米饭的清香
充溢了整个厨房才可停火。

刚出锅的糯米饭香喷喷的，
晶莹柔软，母亲总会先盛上好几
碗给我们兄妹解馋。然后把甑内
的米饭倒进簸盖里散开，浇凉水
冷却，撒上适量的酒曲反复搅拌
和匀，装入瓷缸内压实，中间挖
一个圆形的洞（用于存酒），盖好
缸盖 ，用稻草或棉被
捂住 ，以保证温度适
合发酵。

接下来就是等待
出酒了。三五天后，房

子里便渐渐地弥漫了浓郁的酒
香，母亲就笑着对我们喊道：“有
酒香了，酒来了！”揭开稻
草或棉被后，再把酒缸的
盖子打开，一股扑
鼻 的 芳 香 便 涌 了
出来，幽幽缕缕，
香 香 甜 甜 ，
似蜂蜜般馥
郁 ，那 叫 个
醉 人 呀 ！

在我们的欢声嬉闹中，母亲用勺
子从缸里将刚松窝的酒酿舀出来
盛到青瓷碗里。只见米粒软烂，澄
清润亮，而那米酒，清爽香洌，芬芳
宜人，迫不及待地品上一口，下喉
后我们忍不住连连称赞：“啧啧，
好甜呀！”这时，母亲的眼睛总是
笑得眯成一条缝，脸上满是幸福
的味道。不过她不许我们多吃，
说糯米酒有后劲，吃多了会醉的。

“晚来 天 欲 雪 ，能 饮
一 杯 无 ？”浓 浓 的 年 酒 酿浓 浓 的 年 酒 酿

成 家 的 味 道 和 对 新成 家 的 味 道 和 对 新
年 的 期 盼 与 祝 福 ，
也深藏着浓浓的母
爱，芬芳可人，余香
阵阵……

母亲的醇香年酒

傲雪凌霜首报春（国画） 徐淑荣 作

爷爷退休前是一位中学校长，
十分重视孙辈们的教育。每逢过
年，他给我们这些孩子们包的红包
不是压岁钱，而是一本书。

除夕早上，我是被裁纸声叫
醒的。爷爷一大早就起来裁红
纸，一部分用来写福字和春联，剩
余的红纸，爷爷都用来包装“红
包”。每本书都被爷爷用红纸包
得方方正正，再用细麻绳在“红
包”上捆扎成一个十字花结。封
皮上用欧体小楷工整地写上孩子
们的名字，并附上诸如“书山有路
勤为径”“博观而约取”“业精于
勤”等寄语。每本书都被爷爷装
饰得红红火火，活像一包精致的
点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大年初一，拜过年，爷爷拿出
他精心准备的“红包”，孩子们耐不
住好奇，纷纷拆开来看。上初中和
小学的孩子们收到的是《三国演
义》《老人与海》《鲁滨逊漂流记》。
那时热衷于收集“水浒英雄卡”的
堂哥，收到的是一本带彩色绘图的

《水浒传》，他欢喜地立刻读起来，
喊他出门放鞭炮他都充耳不闻。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我的红
包，发现里面竟是一本封面磨缺
了页角，好几页纸上粘满了透明
胶的旧书。而堂姐茜茜收到的
不仅是一本崭新的《简·爱》，封
面还是一个头戴草帽，着一袭长

裙的优雅女孩。对比之下，我的
心情顿时跌到了谷底。四堂哥
首先看到我手中的书，一把拿过
去大笑起来：“九妹，这本庞中华
的字帖，从大哥、二姐、三姐……
一路传下 来 ，今 天 终 于 传 到 你
了！”我听后又恼又气，心想因
为自己生得晚，就只能捡哥哥
姐姐用过的旧书了，委屈的泪
水一涌而出。爷爷笑眯眯地走
过来打圆场：“你哥哥姐姐们认
字不多时，也是先从读帖、临帖
开始的……”我无奈地翻开字帖
前几页，发现上面写有“一二三
四五……人手口耳足”等，都是
我刚学会的字，一种莫名的熟悉
和喜悦缓缓漫上心头，我不再排
斥旧字帖了。

有些书哥哥姐姐们读完会还
至爷爷的书架上，自己从书架上
另选一本喜欢的书，爷爷的书架
更像是一个家庭图书馆。少年
时代，我的很多读物都来自爷爷
的书架。记得那时最喜欢读汪
曾祺的《春天》《钓》《翠子》这类以

“儿时的我”为第一视角展开叙事
的小说，领略字里行间含蓄温婉
的情感、明媚灵动的江南风情，以
及作者如诗如画的语言，如“抽了
新篁的竹子”“掀动鲜红鳃的鲢
鱼”“青青的远树和冉冉的暮霭”，
在我脑海里勾勒出清新自然的水
乡风情画，文中娓娓道来的童年
之乐与淡淡哀愁，总能让我产生
共鸣，似乎在书里觅得了一个知
音和玩伴。大概十二岁那年，我
开始喜欢读林清玄的散文，对蕴
藉其中的茶文化产生了浓厚兴
趣，和爷爷一起讨论茶的起源、种
类，还煞有介事地学着分辨嫩芽、
紫芽，管爷爷喜欢喝的茉莉茶叫

“茉莉香片”……爷爷的书籍，给
了我一个多姿多彩的童年。

长大后，远离家乡多年，能解思
家之情的，唯有读书。堂姐堂哥牵挂
我，也都曾成套地寄书给我。有人
说，读书如访故友，而读书之于我，便
如归家，如团聚。爷爷在我们心中搭
建了一座书籍与亲情之间的桥梁。

每 忆 起“ 年 味 ”，便 觉 书 香
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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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没多少文化，但我家的
春联都是由父亲拟，拟好了再找
人写。很多人都开玩笑说，父亲
不识字，怎会拟春联？

那年土地分到了户，农民不再
吃大锅饭，家家户户都有了二亩
地，种什么庄稼都是自己说了算，
农民有了干劲和自主权，粮食产量
一下子提高了。那年过春节，母亲
说，找人写副春联吧。父亲憋足了
劲说：“春联我自己来拟。”全家人
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没念
过书，也要像读书人一样拟春联？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父亲一个
人在屋里踱来踱去，不多时，他嘴
里吐出两个字：“有了。”我找来会
写字的村人，把父亲拟的春联写好
后张贴起来，一看这春联就是大老
粗胡乱想出来的，可没办法，父亲
执意不让改动。

村里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
人，说是从县里来的，路过我家
门口时，突然停住了脚步。他瞧
着我家的春联一个劲地点头，还
把父亲和同来的其他人都叫过
来，语气肯定地说：“现在政策

好了，日子有盼头啦。这副春联
拟得好啊，说出了咱农民心窝子
里的话，比金子还贵重！”我看
看父亲，又看看我家的春联，觉
得那位干部的话蛮有道理。父
亲拟的春联是：土地分到户啦，
粮食高产啦。横批：心里高兴！
正是咱农民想要表达的心愿啊。

第二年春节，父亲又拟了一
副春联，上联是：育秧苗不要盲
目，下联是：种庄稼要讲科学，横
批：学好农业技术。很多人都来
我家看春联，一位长辈来到父亲
跟前说：“你把想说的话都告诉了
俺，咱得尽快想办法了。”父亲连
连点头，嘴里不停地说：“那是，那
是。”一开春，父亲就赶到县里，把
一位农业专家请过来，这位农业
专家专门给我们村办了一期农业
知识讲座。专家说：“只要咱们需
要，我就到这里来。种地要讲科
学，要掌握农业知识，咱农民才能
尽快富起来。”他还走到田间地
头，哪块地适合种什么，怎么种，
都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

父亲没文化，但爱动脑子，

好琢磨事，还总为别人着想。后
来父亲当了村长，他带领群众开
垦荒山，种植了好几百亩石榴
树。大片石榴园喜获丰收，农民
收入明显增多了，过年的时候，
父亲就用石榴拟了一副春联，上
联为：就像石榴多结籽，下联为：
勤劳致富福满多，横批是：咱们
都是一家人。这副春联看起来
还算有学问，其实很通俗，它是
父亲带领大伙苦干出来的。这
些年，父亲把大家的心团结在一
起，多想办法，多种石榴，利用村
里的自然资源，靠勤劳共同致
富，大家的生活才有了改善。

如今大片石榴园开发成了生
态石榴园，山上的野酸枣加工成
了酸枣罐头，还酿成了酸枣酒。
村里办起了几家加工企业，建成
了优质品种养殖基地，绿色蔬菜
供应基地也有了自己的品牌，农
民的日子真的好起来了，家家户
户都住上了新楼房，柏油路也四
通八达。这些年，每逢春节父亲
仍是自己拟春联，村里其他人家
也都张贴和我家一样的春联。春

联里透着喜气，也透着汗水，还透
着庄稼人的梦想和心愿。

龙年春节到了，父亲又拟了
一 副 春 联 ，上 联 为 ：房 子 变 大
啦，下联为：走致富路啦，横批
是：政策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