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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桑榆·大作

新春试笔

曙开吉旦焕新天，逝水流云又一年。
昨夜春风寄花讯，今来撷句入吟笺。

（市区 傅祖民 71 岁）

鹧鸪天·春节联欢会

岁暮东风和暖阳， 红梅吐蕊溢清香。
迎新春会琼楼聚，追梦山耕美誉扬。

描画卷，兴村乡。 之歌一曲颂华章。 繁
枝茂盛风姿展，明日农人更富强。

（市区 知音 58 岁）

� � � �生活不只一面，祝福的表达方式也不只一种。大家来自山川湖海，
又何必囿于柴米油盐。换一种方式过生活，去拥抱诗意的当下。换一种
方式送祝福，让平淡的日子更风雅。 新的一年，以剪纸之巧、书画之风
雅、诗词之韵味，祝愿天下老人喜乐安康。

室雅兰香 诗词书画怡情

奶奶的 大 年

� � � �说起小时候过年，记忆最深
的就是大年初一给奶奶磕头了。

那时候，本族的小辈们大年
初一一大早，便约在一起，成群
结队到长辈家里给爷爷奶奶磕
头。 我们到谁家都会跪满一地，
磕完头，爷爷奶奶就高兴地端出
糖果给我们每人手里塞几块。 等
给本族的长辈全部磕完头，衣兜
里的糖果就装了满满一袋。

奶奶是最看重磕头的人，每
个年初一早晨，奶奶就把堂屋里
的火盆捅得很旺，把低矮的土坯
房烤得暖烘烘的，好让来家里磕
头的人进门就感到温暖。 这天奶
奶还要在堂屋的地上铺一张凉
席， 让来磕头的人跪在凉席上，
别弄脏了过年穿的新衣。 奶奶准
备的糖果也很多， 不仅有糖块，
还有香甜的红枣。 奶奶家院子里
有一棵枣树，每年秋天枣儿红了
的时候，奶奶都会把颜色最好的
枣儿挑拣出来，留着过年送给来
磕头的小辈们。

大年初一晚上，奶奶就会数
落着谁谁来磕过头，谁谁没有来
过，记得一清二楚。 到了初二，如
果没来磕头的人又来磕了，奶奶
就高兴异常，把所有的糖果给人
装满了衣兜。 记得有一年大年初
一我在邻家看电视，忘记了给奶
奶磕头，父亲回来说因为我没有
给她磕头，奶奶不高兴呢，第二
天我赶紧跑到奶奶家把磕头补
上，奶奶就笑了，说做小辈的就
应该有礼数。 这个年，奶奶就过
得既高兴，又有成就感。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和电话、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的
普及，拜年的方式也悄悄地发生
了变化，磕头便也渐渐淡出了过
年的习俗。 那几年，奶奶每回看
到我用手机群发短信拜年，总摇
摇头说：唉，越来越不像过年了！

听着奶奶的叹息，我还真的
想念那段磕头拜年时光，那毕竟
是一个民族礼仪的见证。

（魏益君）

（市区 孙玲琳 63 岁）

（丽水驻新疆 唐少仪 79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