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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的很多习俗也在淡化，但是春节与家人团聚依旧是万千中

国人心底最深的渴望。无论走得多远，我们都渴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与家人在一

起。团圆，是春节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更是幸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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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秦川有妈的地方就是年

◎ 邓荣河家人欢聚闹秧歌

◎ 李良旭回家过年

◎彭宝珠年是一根亲情线

早在一个多月前，母亲就
打来电话，问我今年过年回不
回家。我郑重地告诉母亲：“今
年一定回家陪您过年。”我能感
觉到母亲在电话那端长长地松
了口气。随即，母亲语气欢快
地对我说：“那真是太好了，妈
这就去给你们准备好吃的。”挂
了电话，我在心里不由得叹息
一声：过年回家，不仅仅是一种
责任，也是母亲最期盼的一份
特殊的“礼物”。

自打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
守在老家，哪儿也不想去。她总
是说，自己呆在家里，我们不管
什么时候回来，都有一口热饭
吃。而如果家里没人，就会少了
人气。没有人气的家，哪能叫家
呢？没办法，只要母亲高兴，我
们只能按她说的来做。我们能
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抽出时
间，多回家看望她。

去年过年时，妻子和我商
量，能不能这次回她家过年。原
因是她的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又
是独生女，家里需要人手帮忙。
当时，我已经提前答应了母亲，
我们一家三口回家过年。没想

到，现在妻子提出了这个要求，
而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最
后，思考了半天，我打电话告知
母亲事情的缘由。母亲听后，显
得既开明又爽快，她在电话里不
容商量地对我说：“这是大事，你
当然应该过去看看，妈这边你就
不用担心了。”

于是，去年过年，我和妻子
回到了她家，而母亲则一个人
守 在 家 里 过 年 。 直 到 正 月 初
三，我们一家三口才回到母亲
身边。过后，听姐姐说，大年三
十的下午，母亲竟然在村外的
车站站了一下午。显然，母亲
还想着自己的儿子能奇迹般地
出现在她的眼前。听了姐姐的
话，我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
疼痛。

今年，工作不是很繁忙，我
也不用值班，于 是 ，早 早 地 就
确定了一定回家陪母亲过年。
善解人意的妻子觉得去年回了
自己家，没有陪伴母亲过年，心
里过意不去。一个多月前，她
就为母亲买了好几件新衣服。
她还说，今年要亲自为母亲做
上几道拿手菜，让母亲好好感

受一下她这个做媳妇的孝顺。
妻子的一番话，让我心里暖融
融的。

说实话，每年过年，最累的
人就是母亲了。从腊月开始，
她就为过年不停地做着准备：
今天炸麻花，明天蒸豆包，后天
腌腊肉。总之，只要是我们喜
欢吃的，母亲总会不厌其烦地，
为我们一一准备停当，只等我
们一进门，就可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

有时，看着不停地为我们操
劳的母亲，我打心里过意不去。
有好几次，我也想像电视里那
样，拉着母亲的手，真诚地对他
说声“妈妈，我爱你”！但由于观
念所致，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
于是，只能将对她的那份深沉的
爱，埋藏在心底。今年，我打算
任何事情也不用母亲动手，所有
的大活小活，全由我和妻子大包
大揽。我想让母亲过一个既省
心又幸福的新年。

年是全家人团聚的日子，也
是守在亲人身边的日子。有妈
的地方就是年，妈在哪里，年就
在哪里！

归心似箭！
终于踏上了回家过年的

路，内心充满了抑制不住的
幸福和激动，此时此刻恨不
得家就在眼前，一步就能跨
进了家门，大喊一声：“过年
好，我回来啦！”那声音一定
很清脆，惊动了林中的小鸟
扑簌簌地飞了出来，声音在
山谷里回荡……

外出打工已经好几年没
有回家过年了，家似乎已经
成 了 既 亲 切 又 陌 生 的 一 个
词。这些年外出打工历经艰
辛，省吃俭用也没有挣到什
么 钱 ，心 里 溢 满 惆 怅 和 酸
涩。去年父亲病重，因为囊
中羞涩，也没能回家看望，心
里一直充满了内疚和不安。
这次回家过年，一定要在父
亲的病床前好好尽孝，这成
了我最大的心愿和企盼。

候车大厅里响起了一首
熟悉的曲调，仿佛一下触动
了我灵魂深处的那根心弦，
眼 睛 情 不 自 禁 地 有 些 湿 润
了。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
曲子是五年 前 。 我 远 在 异
乡打工，一天傍晚，和几个
工 友 下 班 后 背 着 工 具 步 履
沉重地走在马路边。突然，
从 一 家 商 店 里 传 出 了 一 首
音乐，听到那首音乐，我仿
佛 被 一 种 神 奇 的 力 量 吸 引
了，一下子伫立在那儿，不
知 不 觉 竟 泪 流 满 面 。我感
到很奇怪，一个平时对音乐
并不感兴趣的人，竟被一种
神奇的力量所感染。工友们
渐渐走远了，我一个人还孤
零 零 伫 立 在 那 家 商 店 的 门
口，沉浸在那首音乐的美妙
旋 律 中 ，忘 记 了 周 遭 的 一
切，感受着这天籁般的音乐
在耳边萦绕……

一位路过的小姐姐告诉

我，这是世界著名的萨克斯
演 奏 家 肯 尼 基 演 奏 的《回
家》。我这才知道这首用萨
克 斯 管 演 奏 的 音 乐 叫《回
家》，整首曲子如梦如幻，格
外深邃、飘渺，使人仿佛一下
找到了心灵的共鸣。小姐姐
告诉我，一个人无论身在何
处飘荡，只要听到这首曲子，
仿佛就会穿越时空，让灵魂
寻找到一个幸福的归宿，那
就是——回家。那一刻，我似
乎找到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
共鸣，那就是一个叫家的地
方。后来，我常常听着这首
音乐，进入到美妙的梦境之
中，回到了家的怀抱……

其实，一个人无论在外如
何风光，或者如何沮丧艰辛，
心里面永远有一个最美好的
向往和皈依，那就是回家。
那个叫“家”的地方，有自己
熟悉的气息，有自己最亲切
的声音，有自己最甜蜜的温
暖……那是割不断、阻不断的
亲情。

家，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
港湾。无论是王子的宫殿，
还是布衣的茅屋，在那里都
能找到同样的感觉，那就是
温 暖 。 世 界 再 大 ，也 要 回
家。回到家，可以疗伤、可以
抚慰、可以呼吸到太阳底下
一种最清爽的空气……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孩
子，腊肉已烘好，白茶已煮
开，无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仿
佛闻到了腊肉的香味、白茶
的醇香，看到了家人温暖的
笑容。天底下还有什么能让
人如此魂牵梦萦，百转千回
呢？一句“回家过年”，就已
诠释了一切真谛。

真的，回家过年的感觉真
幸福！

过年回家，全家人难得都聚
在了一起，吃饱喝足后，奶奶提
议照一张全家福。她要求我们
每个人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然
后请影楼的专业摄影师来为我们
照。“奶奶，现在手机像素很高，完
全可以照出高质量的照片，何必
花钱请摄影师呢？”堂弟笑着对奶
奶说。小侄子也跟着打趣：“还
要专门换衣服，太庄重了吧，又
不是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奶奶
笑了笑，转身进里屋捧了一本相
册出来。

“从我刚嫁进门到现在，已经
照过十几张全家福了，以前没太
在意，隔好几年才照一张，以后我

想每年都照一张全家福。”奶奶一
边和大家说，一边翻起了相册。
最早的一张全家福里，还没有我
们这些小辈。奶奶指着照片说：

“这是你们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这
是和我同年嫁进门的三弟媳妇，
你们的三奶奶。边上是你爷爷弟
兄三个，挨着大爷的是大奶奶，当
时她肚子里还怀着你们堂伯呢！”
照片上，奶奶穿着对襟棉袄，看起
来清秀端庄，虽然院子看起来很
简陋，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祥和
的笑容。

第二张全家福里人数明显增
多了，不仅曾祖父和曾祖母的怀
里都抱着孩子，奶奶他们妯娌三

个也都各自抱着一个，前排还站
了两个呢！再往后，照片上的人
数又变少了——人太多，站在一起
实在太挤，于是爷爷兄弟三个三
家人各自分开照了。

这时候的全家福里已经有了
我们这些孙子辈，我们各自在照
片上指认小时候的自己，一边听
奶奶讲我们小时候的趣事，仿佛
一下子又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
光。最近的一张全家福是前年照
的，堂哥家的侄子都六七岁了，相
机定格下了四世同堂的一家人幸
福的笑脸。回顾了这些全家福，
大家的表情都很欣慰，仿佛梳理
了一段成长的经历，彼此之间的

感情似乎也更融洽更深厚了。
奶奶一向不喜照相，为何执意

地想要每年春节都照一张正儿八
经的全家福呢？听了大家的疑
问，奶奶笑了笑说：“看着全家福，
我就感觉一家人都在一起，就会
很安心很高兴。”是呀，在奶奶眼
里，全家福不仅仅是一张简单的
合照，更是一个家庭的风貌，是一
家人和谐安好的体现——有什么
比一家人都健康幸福更重要的
呢？全家福饱含的是长辈对后辈
的殷殷深情，是子女对父母的眷
恋，是亲情与血脉的传承和见证，
更是春节一家人团团圆圆幸福时
刻的定格！

去年的除夕夜，已经
78 岁高龄的老娘仍然坚
持下厨。此前，我曾跟弟
弟商量，年夜饭全家到饭
店去吃，结果老娘坚决不
同意，说是不仅浪费钱还
不能保证卫生，关键是没
有家的味道。去年老娘身
体不好，住了一次院，生怕
累着她。我们拧不过老
娘，只好作罢。

除夕的一大早，老娘
就开始忙活了。她还是按
照以前的传统，当地人叫

“走油”，开始油炸萝卜丝
丸子、地瓜丸子、地瓜丝、
虾 片 、刀 鱼 …… 吃 过 午
饭，老娘便着手准备一年
当中在她眼里最重要的一
顿饭——年夜饭。其实提
前一周老娘就酝酿好了菜
谱，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到了除夕的下午，我们一家和
弟弟一家如约来到老娘家，互相问
候“过年好！”然后便同老娘一起准
备这顿年夜饭。老娘和弟媳掌勺，
我们只能打下手。老娘做了几个拿
手菜，可乐鸡翅、红烧排骨、烧茄
子，然后又做了两个凉菜。老娘想
全部做完，我们没同意，剩下的都是
弟媳做的。后来菜上齐了，儿子特
意点了一下，一共十二道菜。老娘
说：菜得是双数，不能是单数，是好
事成双的寓意。全家落座后，老爸
讲了几句新年祝福的话，而后大家
举杯同庆。吃饭的时候，老娘给这
个夹菜给那个夹菜，生怕家里人装
假吃不饱似的。面对桌上的菜，老
娘有自己的独家见解：吃鱼是寓意

“年年有余”，吃鸡是寓意“不拉饥
荒 ”，吃 凉 拌 白 菜 的 寓 意 是“ 百
财”……几乎所有的菜老娘都能说
个头头是道。我们只管听着，也不
问其中的缘由。光看老娘给大家夹
菜了，她自己倒没吃多少东西。看
着家里人吃着、喝着、谈论着，老娘
显得十分高兴。那天向来不喝酒的
老娘，破天荒喝了一杯啤酒，还和儿
子碰杯，当然儿子喝的是饮料。儿
子上大学了，一年当中只有春节才
能跟爷爷奶奶见一次面，因此老娘
见到孙子格外亲热，吃饭时老娘给
他夹的菜也是最多的。

家宴结束之后，我和弟弟负责
收拾厨房、洗刷碗筷，然后各自回家
看春晚。临走的时候老娘把她油炸
的东西给我们两家分了一下，自己只
留下一小部分。儿女不管多大，在父
母眼里永远都是孩子，这种牵挂无时
不在。除夕夜，年迈的父母盼望儿女
回家团聚，自己不管多么劳累也心甘
情愿。年夜饭让我感受到母亲的味
道、家的温暖、亲情的延续。

在家乡人的潜意识里，
年 是 一 年 之 中 最 隆 重 的 节
日。因此，在忙年的同时，不
忘及时娱乐休闲。是啊，忙
活了一整年了，也该趁着过
节彻底地放松放松。于是，
春节期间各种娱乐活动次第
登场，大秧歌就是其中之一。

从小我就喜欢大秧歌，
这种喜好一直保留至今。不
管多忙，每年春节期间我都
会带着妻子、女儿回老家。
一是完成做晚辈的使命，平
时工作忙，回老家的机会不
多，趁着有个小 长 假 ，和 老
爸 老 妈 共 度 佳 节 。 二 是 走
出家门，彻底“脱掉”斯文，
和 全 家 人 一 起 闹 一 闹 古 老
的大秧歌。说起闹秧歌，除
去 身 体 较 弱 的 老 母 亲 在 一
旁观看以外，我们全家都上
场 。 老 父 亲 是 秧 歌 场 子 里
打伞的伞头，属于大秧歌中
的灵魂人物之一。所有阵法
的排列、队伍的行走，都听
伞头的指挥。正在读研究生
的 女 儿 ，紧 随 老 父 亲 的 身
后，打小鼓。举手投足英姿
飒爽，丝毫不亚于村内那些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妻子则
跟在女儿身后，和村内其他
妇 女 们 拿 着 花 灯 翩 翩 起
舞。 我呢，也不闲着，稍微
懂点音律的我，专门到伴奏
的 后 台 敲 锣 、打 镲 、划 铙 。
这些乐器看着容易，操作起
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所有铜
制乐器都有好几斤重，一个
场阵下来，往往累得我大汗

淋漓。不过从内心讲，我
一点也不觉得累。退一
步讲，即使我的手面上偶

尔磨出了血泡，到

家后也不敢在家人们面前声
张。道理很简单——谁让咱
有这一点爱好呢。

按照老习俗，家乡人从每
年 的 正 月 初 一 就 开 始 闹 秧
歌，以此来欢庆春节。随着
时代的发展，家乡的大秧歌
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渐
趋完美。大秧歌中增加了彩
伞、小蹦鼓、花灯、旱船等装
饰 ，且 有 了 较 为 固 定 的 阵
法。演唱内容也越来越生活
化，大多是根据老百姓的身
边事编撰而成的民间小调。
当然，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
传播人间真善美，弘扬社会
正能量，宣传党中央的好政
策。前几天，村支书给我打
电话，让我抽点时间编撰上
几段新秧歌词，宣传一下这
几年村里的大变化。我欣然
应允，用了几个晚上，完成了
秧歌词《新村十二月》的创
作。共计十二小段，一个月
有一个月的侧重点，既有源
远流长的传统习俗，又有司
空见惯的日常农事，同时也
夹杂着小村里的新气象、新
风尚。写完后我亲自哼唱了
几 遍 ，妻 子 在 一 旁 细 心 聆
听。“还别说，还真有滋有味
的，不愧是小村里走出来的
高材生。”妻子在第一时间给
予我肯定。

于是，我赶紧发给了村
支 书 。 村 支 书 看 后 ，连 说

“好好”，并再三叮嘱我，春
节 回 老 家 时 一 定 到 秧 歌 场
子 里 转 转 ，现 场 听 听 我 的
秧歌词。我立马答应，告诉
村支书，全家人闹秧歌是我
们 家 雷 打 不 动 的 春 节 集 体
活动。

回家过年，对中国人来说是
一个永恒的主题。回家过年，呼
唤着远方的游子，牵动着游子漂
泊的心。

元旦刚过，老爸的电话便多
了起来，一个接着一个，每次的
内容都是相同的：“丫头，你哪天
回家过年啊？”

“爸，单位一放假，我就回家
过年。”听得出，老爸在电话那头
马上欣欣然高兴起来。

在一旁看报纸的先生，低声
嘟囔道：“今年又是撇下我在单
位值夜班，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过
年了。”

我不觉笑道：“老爸年岁大
了，我有空要多回家看看。你还
年轻，我们的美好生活刚刚开
始，来日方长呀！”

老人总希望儿女守在自己
的身边，就算生活得平平淡淡也
不在乎，但时过境迁，外出打工
已成为现实，在生活的色彩中多
了离别的笔墨。转眼在外打工
已有十五个年头了，如今我定居
在城里，前几年回村子的路也因
疫情而遥远了。

看着新闻里近期播放着游
子们相聚回家的视频，泪奔的
我想家了，想老爸了，回家是我
义无反顾的选择，也是永远的
惦念。

随着归期渐近，坐什么车
回家便成了我们探讨的话题。
尤其是春运开始了，来自天涯
海角的游子，奔波在回家的路
途上，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公路、
铁路、民航……我离老家不算
远，坐火车最省时，坐长途汽车
最省钱。几番权衡之后，我决
定乘坐长途汽车回家，对于我
这样收入微薄的人来说，能
省一分是一分。

归期已定，回家的方
式也确定了，接下来
便 是 马 不 停 蹄

地 采 购 回 家 的 物 品 。 老 爸 腿
脚不好，买一双既轻便又保暖
的棉鞋，外加一根既结实又轻
巧 的 拐 杖 就 尤 为 重 要 了 。 老
爸爱吃花生酥，虽然说离家有
点远的市场上也能买到，但我
带回去的花生酥，感觉就是不
一样。

在日复一日的期盼中，回
家的日子像一个盛装的节日终
于款款而至。我一大早起来，
收拾行李，一趟又一趟，把一包
又一包的物品搬到小区门口，
然后打车直奔汽车站，离家乡
又近了一步。

车站里人山人海，热闹非
凡。男女老少，人头攒动，大家
提着沉重的大包小包，脸上洋溢
着喜悦，内心满载着快乐、充实、
欢喜、激动，目标就一个“回家过
年”！汽笛声声，是回家的欣喜；
车轮滚滚，是归乡的心声。奔驰
的汽车，满载着游子对家乡的
情，对亲人的意。思念化作车
票，行李装满期盼。无论离家乡

的路程有多么遥远，天气多么严
寒，冬夜多么漫长，风雨无阻挡，
思恋常依依，都阻隔不住回家的
坚定脚步。

家是爱的港湾，年是乐的时
光。按照家的方向，导航准确无
误地引向故乡。老爸站在村口，
左顾右盼焦急地等待着。“丫头，
你到哪里了？”手机那头传来老
爸沙哑的声音，归心似箭的我大
声地回答：“我到了！”踏上故土，
见到家乡的一草一木，倍感亲
切，还未开口，眼眶就湿润了。

“爸，我回来了！”我一手提着行
李，一手搀扶着有些佝偻的老爸
小步地走向老屋……

小时候总想离开，追寻自己
的一片天地，长大了，流浪过很
多地方，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但
如 今 能 抚 慰 我 的 还 是 回 家 过
年。千里的奔波都化作团圆的
欣喜，家人闲坐，灯火温暖，归家
团聚，是给老人最珍贵的新年礼
物，祈祷老人健康长寿，祝福家
人平平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