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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锋兵 （山西）

从“晋”字的笔画结构和虎的面部
特征汲取灵感，利用“晋”字书写笔画的
对称结构，自上而下，与小虎面部眉毛、
眼睛、鼻子、嘴巴的构成统一起来，形成
专属于山西的鲜明醒目的形象……山
西文旅 IP 形象——“晋虎”，带着传统经
典的印记和潮萌的特征，迎春送福来。

这意味着我国源远流长的虎文化
中，有了新的鲜明“山西标识”。

说起虎文化，可是说来话长。早在
《周易·乾卦文》中就有“云从龙，风从虎”
之谈。《说文解字》中，也早有对虎的释
意：“虎，呼古切。山兽之君。从虍，虎足
象人足。象形。凡虎之属皆从虎。”早期
文字字形为横字竖写，虎字为模拟“老
虎”形象而创作，大张虎口，体态修长，有

花纹，象形。传统文化总是涵蕴着纳祥
颂福的意味。而福虎也寄托了老百姓朴
素而美好的愿望。送福添寿接喜气，福
虎送福的寓意源自人们对虎的图腾崇
拜。福虎添寿的寓意与人们对虎旺盛的
生命力的认知有莫大的关联。

其实，虎元素早已彰显于山西的面
塑、刺绣、剪纸、砖雕、琉璃等非遗文化
中，与三晋民俗、手艺等有着密切的关
联。而晋虎形象的创作正是传统与时
代的创意融合，既有品牌名称“晋”字的
辨识度，又有山西民俗布老虎文化的表
现特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
华第一虎的黎侯虎，也正是“晋虎”的重
要构思雏形。

黎 侯 虎 因 黎 城 古 称“ 黎 侯 ”而 得
名。起源于商周时期的“虎图腾”，当
时，在民众的日常生活、祭祀等活动中
占据重要地位，是民众的精神信仰与寄
托，也是天人合一的重要体现。经过历
史变迁，黎侯虎的图腾崇拜虽已褪去，
却依旧具有祈福增寿、镇宅祛灾等特殊
的含义。黎侯虎造型以粗、短、胖为特
点，昂首直立，四足外撇，兼具质朴憨态
与威风凛凛。虎体通身花纹，栩栩如
生，展现了老虎的真实形象；在色彩的
选择上，以老虎的颜色——黄色为基本
色调，腹部配以红色肚兜，上书写“晋”，
点出了山西的简称，同时增添了虎年的
喜庆与欢乐。虎手拿红色中国结，脚踩
山西特色传统腰鼓，在展现山西民俗特
色的同时，具有送财、纳福之意。

“摸摸虎头，吃穿不愁；摸摸虎牙，
要啥有啥；摸摸虎尾，驱邪避鬼；摸摸虎
背，荣华富贵……”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还不快接咱虎头虎脑
的“晋虎”！

■ 陈 裕 （辽宁）

虎年新春伊始，世界迎来第一个“双
奥之城”，国家体育场“鸟巢”再度被奥林
匹克圣火点亮，折射出每个中国人脸上
的自信与荣耀。我家也沉浸在欢迎冬奥
的喜庆氛围里，特别是 70 岁的父亲，像
个孩子似的天天守在电视机前看体育频
道，生怕落下任何一场冬奥会比赛项目。

对冬奥会的这种关注度和我家的生
活环境不无关联。家在北方的我们，自
然对冰雪司空见惯。童年时每到冬天，
嬉冰弄雪的快乐伴随着成长的岁月。深
冬时节，村子里池塘的水会被冻得坚硬
如铁，平滑似镜面的冰池，常常聚集了一
大批孩子。每个人拿着自制的滑冰车和
富有本地特色的“单脚驴”式冰鞋，在小
小池塘里恣意地滑冰取乐，一方小天地
里的笑声在少年的记忆里分外深刻。池
塘冰面上的每个角落，都留下我们滑行
的印记。及至雪花飞舞的时候，大雪厚
厚覆盖了乡村，雪中的欢乐冲淡了彼时
农村生活的清苦。乡村独特的冰雪条件
让我们打小就爱上了这样的运动，父辈

们如此，到我们这一代也是如此，之所以
后来对冰雪赛事格外关注，源自内心的
家乡情结。

乡村生活清苦，没有电视机的时代，
我们仅靠收音机来接收体育消息。每天
早晨，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听着体育新
闻。那会儿我国的体育运动还不是十分
强盛，只在羽毛球、乒乓球等几个项目有
着雄厚实力，其他一些夏季运动成绩平
平，而冰雪运动在国内也只是有些象征
性的项目，更别说在世界大赛上争金夺
银了。1979 年我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冬奥
会，虽说没有取得亮眼的成绩，但能够站
在世界舞台上，对于我国冰雪弱项来说，
算是迈出第一步，听到这个消息，父亲激
动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了，一个劲儿地叫
好。可体育新闻中报道有关冰雪运动的
大多数是国外运动员的成绩，父亲听到
这，略有遗憾的表情，直到如今我还记忆
深刻。

后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越
来越多的体育运动发展壮大，其中也有
冰雪运动。我家获取体育新闻的工具由
收音机换成黑白电视机，再到彩色电视

机，生活条件的改善让我们体会到祖国
的发展。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奋勇拼
搏的画面，激励着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当
然也包括和父亲一样关心中国体育的寻
常百姓。每每有我国运动员参加的冰雪
项目直播时，无论是通过收音机还是电
视机，父亲加油鼓劲儿的样子，让我家洋
溢着奋进的力量。1992 年法国阿尔贝维
尔第十六届冬奥会上，叶乔波以 40.51 秒
获得女子 500 米速滑银牌，为我国收获
冬奥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实现了我国冬
季项目奖牌“零的突破”。父亲在晚间看
到这个消息，他特意写信给在外求学的
我，一同分享这份快乐。当我收到父亲
的来信时，我早已知晓这个令人振奋的
消息。那时我正读大学，在大学校园里，
很多人都特别关心体育赛事，我还记得
每有比赛时，阶梯教室准有一台电视机
被提前摆放在那，大家围坐在电视机前，
给中国运动员加油呐喊。2002 年美国盐
湖城冬奥会，杨扬在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比赛中以 44.187 秒夺金，为我国实现
了冬奥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那会儿
我已参加工作，爱好体育的同事们听到

这个好消息，大家在一起讨论分享，都为
我国冰雪运动的崛起而自豪。

从上小学时就喜欢上了冰雪运动，
直到知天命的年纪，这一兴趣，仍未改
变。常常关注中国冰雪运动员在各类大
赛中的表现。像谷爱凌在雪上项目中的
独树一帜，宁忠岩在速度滑冰上的异军
突 起 ，李 妮 娜 、齐 广 璞 、贾 宗 洋 在 雪 上
空中技巧的出色表现，此外中国短道速
滑队保持长久优势等等，还有许多默默
拼搏在冰雪赛场上的运动员们都给我留
下深刻的印象。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加

油，是我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时常有的
动作。每当他们取得好成绩时，骄傲自
豪的心情我无以言表，而他们发挥不理
想时，我会在心里给他们鼓劲儿说，不要
紧，放松心态，胜败乃兵家常事，大不了
从头再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这又将是展示
中国繁荣富强的一次盛会。北京，一城
双奥的殊荣，将在历史上永远被铭记。
作为中国人，在 2022 年，为冬奥加油，为
冬奥喝彩，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
事呢？

■ 鲁庸兴 （湖南）

“ 小 寒 大 寒 ，一 年 过 完 。”年 ，就 这
样，一年又一年，隆重而来，悄然而去；
丰富了记忆，苍老了容颜；迎来了春光，

送走了冬寒。 经历了流年聚散，体会
了人情冷暖。当喧嚣归于平静，当繁华
走向平凡。静静地感悟，才发觉生活的
真谛是平平淡淡。

过年其实就是一场人们的迁徙和
盛宴，多少人把乡愁和思念全部牵系给
那张小小的车票，千里迢迢回到那陌生
又熟悉的故乡，只为慰藉那份失去的亲
情。小聚数日匆匆离开，享受新年短暂
的温馨与欢乐后，又离开故乡，踏上新
的征程，给父母和亲人留下无尽的思念
和牵挂。

过年了,不经意间又长了一岁。昔
日的时光，不管你是喜悦、是收获、还是
失败，一切都重新再来。过年，是一双
无形的手，把人生书卷的一页翻过去，
新的一页摆在你面前，等待你写下新的

人生履历。
过 年 ，是 岁 月 赐 给 你 的 心 灵 的 钥

匙，请你给它上足人生的发条，每一个
日 子 其 实 就 是 人 生 时 钟 上 的 一 段 空
格。过年了，就让我们在时钟的指针重
叠的刹那，再度绷紧生命的发条，然后
珍藏起过年这把钥匙。请牢记，你一生
中使用它的机会只有数十次。

过年了，疲惫地走过了岁月赐予的
一段路程，到了一处新的驿站，但不要
忘记，前方还有更远的路要走。人生中
总有或多或少的期盼，它们是发光的珍
珠隐藏在前方的路途中，只有在人生将
尽的刹那，你才会感悟到：在人生的驿
站上，其实还能获得丰硕的果实 ……

过 年 就 是 一 颗 果 实 ，或 丰 润 或 干
瘪，它是岁月的馈赠，人们都似乎以相

同 的 形 式 和 绝 对 不 同 的 心 情 接 受 它 。
过年了，只有自己清楚，心灵深处的枝
头上，悬挂着一颗什么样的果实，是喜
果是酸果还是甜果，全在于自己如何以
虔诚的心灵和辛勤的劳动去培育。

人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田野，过年
了，你就像一位老农耕耘完一垄田亩，
在田头稍停片刻，然后，你又要重振精
神，再次驱动生命的犁铧。有一份耕耘
就有一份收获。 不管蕴含了何等深的
内 涵 ，过 年 永 远 是 时 光 流 动 的 一 种 标
志。有一则广告就警醒人们：如果时光
能倒流，那一切……其实，如果时光真
的能够倒流，那又有什么可珍惜的呢？
这人生，那又有什么价值呢？因此，但
愿时光能让我们感到它每时每刻都弥
足珍贵。

过年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礼
物，是我们辞旧迎新、继往开来的时间
驿站。新的一年，新的空白承载新的希
望，让我们撸起袖子，插上梦想的翅膀
展翅翱翔吧！

■ 祁玉林 （山西）

这是一个无私的时刻，

对，无私的时刻。

天上人间，

凡人最忙。

拜神敬人，

老大至上。

远行的儿女视频了，

你变得笑笑癫癫啰啰嗦嗦。

有朋自群中微信拜年，

你不知用什么新词表达内心

的祝贺。

本该在日月轮回中小憩小憩，

可此刻你却找不见那个属于

你自己的自我。

这是一个无诗的时刻，

对，无诗的时刻。

送走去年，

又迎新光。

老生常谈，

新意难尝。

回家探望孤老的至亲，

心中既是酸楚又是忐忑。

两鬓斑白的发小不期而遇，

你却不知鲁迅笔下的闰土是

他是我？

本想爆竹会溅起心中的浪花，

可这小小的涟漪却被一地鸡

毛无声地淹没。

这是一个无始的时刻，

对，无始的时刻。

岁月无情，

风雨沧桑。

周而复始，

一如既往。

那就请你把心底的诗再酝酿

一年吧，

让思考的锋芒在风雨中重经

焠火磨砺，

让情感的涓流在林荫下又历

迴转集合。

那时的你一定像一坛陈年老酒，

童年的记忆会更加甘冽醇厚，

未来的梦想将愈益芬芳绵长。

雪
雪，

一场雪，

又一场雪，

总是与大地不期而约。

铺天盖地，

飘飘洒洒，

用生命为世界增添亮色。

是雪喜欢大地，

还是大地暗恋着雪花？

张张扬扬扑面而来，

却被悄无声息地呑噬吸纳，

不仅有她晶莹的躯体，

还有那令人傲骄的纯洁。

是雪的水性难以自抑，

还是大地的粗犷温暖了雪花？

雪从不吝啬自己的柔情，

甘愿在野性面前示弱。

雪又是那么坚韧执着，

在大地的怀抱里尽情挥发。

请不要说我缺少原则，

是雪的性格总那么决绝。

尘霾染体白黑交加，

雪落荒原化雨洗沙。

世间谁能道出真谛，

这一场场雪呀，

既然义无反顾地飘然而下，

又怎么在乎什么圣洁无暇！

过 年 遐 想

（外一首）

■ 罗昭伦 （重庆）

“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
妆。”正月里，徜徉在被月色灯影儿包围
的大街上，望着孩童们小手牵着大手，好
奇地在各式花灯垂挂、灯树丛生、人山灯
海的广场上欢快地穿梭嬉戏，望着灯笼
那一闪一闪的光团随风流转，儿时过年
玩灯笼的点滴趣事再次涌入我的脑海。

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刚来到
现在居住的城市时，初春似乎更多地沿
袭着冬日的清冷，寒风吹得人瑟瑟发抖，
直缩脖子。春节过后，常常还有皑皑白
雪固守着冬天的执着，静静地铺满城区
的大街小巷，给每一条街巷里或大红或
五彩或走马或水晶的灯笼统统戴上了
雪白的绒帽。随风起舞的雪花，时不时
地从屋顶、树梢上打着旋儿，飘落到踏
雪赏灯的大人们的额头，沾挂在挑着灯
笼嬉笑打闹的孩童嘴角。此刻，嘴馋的
孩童会赶忙用舌尖去舔舐那花开六瓣
的如饴雪凌，丝丝清甜甘凉飕飕地滑过
喉咙，仿佛品茗到了琼脂玉液似的，瞬
间，让这些孩子们浸入正月十五那宛如
美丽童话般的仙境里。

在我的记忆里，红灯笼是用一根细
长的竹竿挑着，里面红烛燃烧，跳动着

的 小 火 苗 ，犹 如 跃 动 的 生 命 。
在城区的闹市地段，从腊月开
始 ，街 边 便 有 了 卖 灯 笼 的 摊
点。捱到正月十五，满街更是
红彤彤的一片。那是倒春寒的
嗖嗖冷风吹红的一张张笑脸，
那 是 随 风 摇 摆 如 迪 斯 科 的 宫
灯、花灯、走马灯的喜悦。街道
上 ，隔 一 两 天 还 会 有 一 位 卖 灯 笼 的 小
贩，推着满满一排子车的各式灯笼，走
街串巷地叫卖。曾听老人讲，这些小贩
都是从附近来的艺人，每一盏灯笼都是
以 竹 为 支 架 的 传 统 手 工 制 作 ，从 削 竹
篾、扎竹架、糊纱纸、画图案到上色，步
骤相当复杂，没有点真功夫是扎不出像
样的灯笼的。每当远远听到小贩的吆
喝声，不管小伙子还是女娃儿，都按捺
不住跟在卖灯笼小贩的后面，边走边瞧
不亦乐乎。

印象深刻的是正月十五晚上，一帮
孩子挑着各自的灯笼去“赛灯”。据母
亲 说 ，“赛 灯 ”的 意 思 是 在 正 月 十 六 那
天，孩子睡觉前，引燃自己灯笼的同时，
许下新年的愿望就一定能够实现。那
时 候 的 我 ，不 管 三 七 二 十 一 ，只 把“赛
灯”作为显摆和比拼输赢的游戏。一边
雄赳赳气昂昂地显摆着自己的灯笼如

何如何漂亮精致，一边用各自的灯笼作
为武器相互碰灯，目的是要把对方的灯
笼碰得燃起来。因为灯笼大多是纸质
裱糊的，里面点着小蜡烛，一经碰撞便
很容易引燃。一时间，你碰我，我碰你，
相互追逐躲闪，大呼小叫，别提有多快
乐了。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如今的正月，
满城尽是霓虹争彩、花灯斗艳，像流动
的彩虹漂浮在平坦宽阔的街巷里，像五
彩斑斓的丝带拂过男女老少身旁，整个
城区都沉浸在一片祥和繁华的喧闹欢
腾中。置身于这片幸福安详的欢乐海
洋，终于懂得了老人们曾说过的“每个灯
笼都是有生命”那句话的意思，那灯笼里
燃起的火红烛芯，正是一代代质朴可爱、
造就美满生活的人们的不屈灵魂。这样
的灯笼高挂在心间，生生世世都燃烧不
尽，永远照亮前方。

■ 朱德银 （湖北）

石板滩坐落于张家场西头观音山南
麓，与老屋湾仅百米之遥。发源于漳河
新区周家集的张家场河一路向南流经石
板滩再转折向东缓缓流去入桥河，最终
汇入长湖。石板滩西、南两面是平坦的
农田，东、北两面是紧连观音山的陡峭石
壁。石壁刀削一般，高五十米出头，长两
百米有余。石壁顶部依稀可见一眼眼小
洞口，那是翠鸟的家，它们常年守护这
里，衣食无忧。石壁中央长满了火口粗
的葛藤，有的下垂壁底，如长龙戏水；有
的上行岩顶，像银蛇探日；有的缠绕壁
间，似情侣相依。石壁的底部由于受河
水浸蚀冲刷，分化后形成的岩屋，深一米
有余，长五十米开外，可容纳数十人遮风
避雨。石板滩水面很宽，有两个足球场
大；积水很浅，淡水季节也淹不过小孩的
膝盖。滩面至西向东有三级跌水，第一
级落差两米左右，第二级和第三级均在
一米上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板滩周边生
产队贫穷落后而且闭塞，村民的孩子想
进县城逛一圈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因此，
石板滩自然就成了当地孩子们玩耍的首
选去处。每到春暖花开时，小伙伴成群

结队来到这里春游，或比赛打水漂，或列
队斗鸡眼，或布阵捉迷藏，如此等等。最
有趣的是扒螃蟹，卷起裤腿，光着脚丫，
走到滩水中，轻轻地撬开石块，螃蟹就暴
露出来了，最大的有拳头大，最小的也有
指头大，要不了多大功夫，一两斤螃蟹就
到手了，作为战利品带回家。

石板滩因地理条件独特，是名副其
实的捕鱼天堂。张家场河是季节性溪
流，每到发水季节，河水涨得急，跌得也
快，从石板滩到长湖，数百公里的河道无
障碍，每到河里涨水，长湖的鲤鱼、鳊鱼、
鲫鱼、草鱼等鱼群就逆水上行，畅游无
阻。当它们长途跋涉到石板滩时，若河
水急跌，就只得在三级跌水面前止步，有
的火速回撤，打道回府；有的就地留下，
坐等成为村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村民
们也经验十足，每到河水退位，石板滩跌
水显现，他们就不约而同地背上笆篓，带
上渔网、鱼叉，少则十多人，多则数十人，
兴致勃勃地赶到石板滩捕鱼。与石板滩
紧连的三百余米下游河道都是浅潭，最
深的也不过一米，游到此处的鱼群容易
暴露目标，轻易让人捕获。当年二十多
位村民追捕鱼群的生动画面至今我仍然
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雨过天晴的春日，
村民们在石板滩下游浅潭围捕一群青

鱼。青鱼游速快，像离弦的箭，身后泛起
一尺多高的浪头；追捕者一网接一网撒，
穷追不舍，一直将鱼群追堵到山穷水尽
的石板滩跌水前的滩面上。随即摆开阵
势，进行总攻。刘姓铁匠身高马大，眼疾
手快，对准目标快速撒网，一网网住了三
条青鱼，为了保险，他急忙呼唤身旁的同
伴续补两网，三网叠加，网中鱼只得老实
伏法。不一会儿功夫，十多条青鱼各有
其主。最大的有二十来斤，最小的也十
斤有余。

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 60 年代中
期，二十多位北方石匠来到石板滩安营
扎寨，炸石毁滩，开采石料制造石磙、猪
槽、磉 凳、门 槛 和 条 石 ，其 产 品 供 不 应
求。不到两年工夫，三级跌水不复存在，
再后来，从石板滩至长湖的河段修筑起
无数处拦水大坝，利用河水发电和灌溉
农田，从此，长湖的鱼群逆行畅游张家场
河就成为了历史。

我的老家在老屋湾，我的童年在石
板滩边度过。如今，虽然离开故乡五十
余年了，但对石板滩的记忆始终无以忘
怀。每次回老家，都要到石板滩转转。
沧桑巨变，旧貌尚存，只有那石壁上下垂
的葛藤，如同时间老人留着的长长胡须，
向人们讲述石板滩的昨天和今天。

■ 刘明礼 （河北）

如果说年节是场大戏，那么大年初
一无疑是剧的高潮。而最热闹的场景，
非拜大年莫属。

我小的时候，还没有电视，更遑论
春晚！吃过年夜饭，无非是和家人玩几
把扑克或纸牌儿。等到哈欠连天，也就
钻被窝睡下了。

老家的习俗，大年初一一定是要起
五更的。“腾——咔——”，不知是哪个
捣蛋鬼，鸡刚刚叫过三遍就早早放起了
爆竹。两声二踢脚响，霎时引爆满村噼
里啪啦的鞭炮声。此时，不待爹娘召
唤，我便一个骨碌爬起来，穿上除夕晚
上娘给放在枕边的新衣，急不可待地点
根香跑到院子里放鞭炮。还没放过瘾，
只听爹高声喊道：“拉鞭吧，煮饺子啦。”
鞭拉完，饺子也出锅了。

热气腾腾的饺子摆在桌上，但还不
能动筷。因为还有一项重要仪式——
给爹娘磕头。哥哥站在炕前，双手合
拳 ，作 揖 躬 身 ，双 膝 跪 地 ，嘴 里 说 着 ：

“爹，给您拜年了！”然后身子前倾，几近
俯地，起身后又作一个揖。接着，如是
重复，给娘磕头。我学着哥哥的样子，
也给爹娘磕头拜年。娘往往会说上一
句：“别磕了，有么用咦……”可是，我倒
觉得这事蛮神圣蛮庄重。爹娘养育一
场，辛苦一年，大年初一给爹娘磕个头
谢恩，岂不应当应份？

跟忖量好似的，饺子吃完，刚收拾
好桌子，就听院里有人喊：“三叔、三婶，
给你们拜年了！”话音未落，堂哥堂嫂已
进了隔山门，屈身便跪倒磕头。娘忙不
迭地把他们搀起来，端出早已准备好的
花生瓜子糖块。堂哥堂嫂坐在我家嗑
瓜子喝茶水，我和哥哥去给伯父大娘磕
头拜年，然后回家和堂哥他们会合，一
家挨一家去给本家的爷爷奶奶、伯伯大
娘、叔叔婶婶拜年。

家族的人越汇越多，一会儿就变成
了一大群。再到下一家去，大人们走在
前头，小孩跟到后头。庄稼人大多是小
屋子小门，哪盛得下这么多人，往往是
前面的已磕过了头，后面的还没进屋，

“滥竽充数”也就蒙混过关了。我们这
些小孩，心里琢磨的倒不是该不该给长
辈磕头，而是拜完年会不会得到压岁
钱，留意的是别人家院里有没有绝捻的
小鞭。

每到一家，主人多数会拦着不让磕
头。遇到年轻些却长在辈儿上，或者是
关系稍远一点的本家，很多时候不用磕
头，嘴上拜拜，比划比划，样式样式，主家
一拦也就“顺坡下驴”了。可遇到辈份
高、岁数大、礼法多的，糊弄不过去。那
时我有一个远房四奶奶，据说已出了五
服。每年到她那拜年，老太太本来是在
屋门口站着，见有晚辈登门拜年，赶忙说

“等会啊”，然后颠着小脚爬上炕，在炕头
坐定整理好衣服，正襟危坐后才说“磕
吧”。等我们磕过头，她再屁股一扭一扭
地从炕头下到地上，端花生瓜子拿烟笸
箩，给我这样的小孩子一张蔫巴票子。

村里人很多是亲连着亲，而我们家
要属“孙子辈”，父母的礼数又周到，拜
年往往要转上大半个村。满大街遇到
的都是拜年的人，男男女女大人小孩说
说笑笑，见面说几句吉祥的话，没大没
小地互相数数贫嘴打打哈哈，亲情乡情
邻里情显得无比融洽，也把年烘托得更
加喜庆热闹。

18 岁时，我离开了家乡。结婚成家
以后，虽然每年春节大多会回家过年，
可父母不再让我们磕头拜年。而不知
从什么时候，村子里的人初一拜年，也
很少有人磕头了。如今回家过年，人们
依然还起五更，依然挨家挨户去给长辈
拜年，但多是带上一份礼品，送去一份
祝福的心意。拜年磕头的习俗，已渐行
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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