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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文苑

元宵节抒怀
（组诗）
毕先强

篝火晚会
一堆火把照亮天空和大地
一群人跳出新春的喜悦

雄浑的芦笙奏响大江南北

焰火傍你我的舞姿
照亮彼此的双眼和心灵

抖动的每个身影旋转成滚烫的圆
梳洗着晚霞和旷野

把希望祈求 把美好种植
侧身远眺晃动的衣裙燃烧出激情

似绕在天边的一道道彩虹

粗壮的汉子敞开心扉
坦然的女人满怀柔情
在正月定格的日子

踩着黄昏过后的波光
收揽一箩火辣辣的记忆

萦绕在枕边
随着远去的歌声
一浪高过一浪

月光 汤圆和母亲
母亲率先起身仰望星空
然后把汤圆放入锅中

一个个汤圆在锅中疯狂地跳跃
她望着月光笑了

在一段摇晃不定的距离
母亲始终没有放弃平衡

总不断地去称量天边的那轮明月
然后抛给她的孩子们
渴望在元宵节这一天

满地清辉和纯洁

直到月光躲进山的那一边
她习惯性地摆动着双手

比画着那轮圆月
一双在风雨中打磨过的手掌

滑过夜晚
定格在故乡的上空

举起的双手似乎要摘下月儿
试图捧在手心

整个动作能听见的
是她手捧月光穿过家园的声音

串起亲情的力量

元宵畅想曲
序曲

月光从天上直泻下来
归乡的人们沐浴在烈火中

端起酒杯
喝下无数个故乡的月亮

声部一
灯盏跳过栅栏

影子丈量一条街道
手心攥紧一缕清辉

在梦中萦绕
声部二

收起满地月光
把乡愁绣在枕边
呓语中的姑娘
又何时抵达

声部三
儿时的啼哭声

被几个汤圆掩藏
长大后的今天

泪珠被亲情泛起
声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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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麓大雪纷飞，公园里的蜡梅不
负雪的考验，傲然于林间。昭通古城的老
街巷里，屋檐下悬挂着的腊肉、火腿泛着
光泽，灶台上蒸腾的雾气裹挟着八宝饭的
香甜，在玻璃窗上晕染出朦胧的暖意。这
座百年古城的年味，在凛冽的寒风与热气
腾腾的烟火气中慢慢飘荡。

昭通，这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城市，
今年的春节，以其独特的韵味和丰富的民俗
活动，让每一位当地居民和远道而来的游
客，共同品味了一场难忘的年味盛宴，编织
出一段关于团圆与文化传承的美好记忆。

年味的序章
昭通的年味，是从腊八节开始的。腊

八粥的香气弥漫在街头巷尾，家家户户忙
着准备年货，喜庆的氛围逐渐浓厚。

腊月二十四，我们南方人的小年才到，
人们开始祭灶神、扫尘土，辞去旧年、迎接
新年。清晨，渔洞水库水面上的薄雾尚未
散去，北闸街道的集市已如沸腾的汤锅般
热闹。身着靛蓝色布衣的老农将整篓的昭
通苹果堆成“金字塔”形，果皮上凝结的白
霜在晨光里闪烁。肉摊前挂着黑山猪肉，
屠夫手起刀落时，案板与刀刃碰撞出铿锵
的节奏，这是大山里特有的年节交响曲。

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
饭，品尝着本地特有的美食。昭通酱的醇
厚、天麻炖鸡的鲜美、酸菜红豆汤的酸爽，
这些美食成为昭通年味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不仅满足了味蕾的享受，更承载着家人
之间的深厚情感。

今年，在“小”家品味年味的同时，还多
了早起参加古城新春敲钟祈福、晚去乌蒙
水乡公园观“烟花秀”的“大”家年味。

在永丰镇的三甲村，七十多岁的老奶
奶正在用古法熬制麦芽糖。石头砌成的
柴火灶里，松木噼啪作响，铜锅中的糖浆
泛起琥珀色的涟漪。她手中的木铲在锅
底划出优美的弧线，如同在书写一部甜蜜
的时光秘卷，这是一门传统手艺。麦芽糖

味甘性温，有着补脾健胃、生津去燥、润肺
止咳之功效。屋檐下晾晒的萝卜丝与干
豆角在风中摇摆，与远处清真寺传来的诵
经声应和成韵，随着民族大融合，少数民
族除了保留下民族独有的节日外，春节早
已是 56个民族共同的节日。

昭通城内，各大公园里、广场上，书法
爱好者们正在挥毫泼墨，不同于别处，这里
的春联上常现“锁钥南滇”“咽喉西蜀”等字
句，笔锋遒劲处似可见五尺道上的马蹄印
迹。当墨香渗入洒金宣纸的肌理，整座城
似浸润在文化的沉香里。

团圆的变奏曲
除夕夜的望海楼灯火通明，层层飞檐下

悬挂着的红灯笼次第点亮，恰似佩戴了一串
朱砂璎珞，这串红蔓延着、蔓延着，蔓延到了
昭通城的各个角落……错落有致地排列着
的油纸伞，各式各样的灯笼交相辉映……在
这喜庆的日子里又怎么会少了非遗巡展、游
园活动、民俗民风体验呢？

正月初一到初三，乌蒙水乡公园变成
了年俗体验的乐园。市民打糍粑、剪窗花、
制作风筝，玩得不亦乐乎，现场还展示了甲
马、泥塑、丝窝糖等多项非遗技艺。

来陕西会馆，品茗观剧，有京剧、昆曲、
变脸、歌舞等表演，还有投壶、射箭、击鼓、
下棋、书法绘画、香道、插花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

昭通首部庭院剧《壹根扁担》初一至初
三在李氏支祠上演，这个本土故事向我们讲
述了晚清西南巨商李耀庭的传奇人生：一根
扁担，一头挑起的是家，一头挑起的是国。

出门观看古城的“古”玩活动，余兴未
了回到家中，看着八仙桌上，酸菜红豆汤蒸
腾着白雾，天麻汽锅鸡飘散着药香，昭通酱
的醇厚与小米辣的炽烈在舌尖上跳起激情
四射的探戈。八旬老人用竹筷轻敲土碗，
哼起消失已久的“四筒鼓”调子，苍凉的尾
音里藏着马帮铃铛的余韵。

城里热闹非凡，城外也不例外。正月

初一的清晨，大山包的黑颈鹤在薄雾中舒
展羽翼；身着盛装的彝家少女穿过结满冰
凌的箭竹林，银饰碰撞的清音惊醒了沉睡
的冰瀑；龙氏支祠的戏台上，关河号子混着
滇剧唱腔穿透百年时光，青砖照壁上的“渔
樵耕读”石刻映着朝阳，将前人的智慧投射
在红土地上。

这是小家与大家、过去与现在、汉回
彝苗多民族共同奏响的变奏曲、和谐曲、
团圆曲。

元宵节的期盼
清晨，葡萄井边的熬糖作坊已蒸汽氤

氲。老师傅将熬好的糖液倒入刻有“昭通”
字样的梨木模具，冷却后的糖画在阳光下
流转着七彩光晕。

昭通人爱吃糖，就算超市里有再多琳
琅满目的糖，也替代不了我们的土特产麦
芽糖，或许这份执着是昭通人骨子里对甜
蜜生活的喜爱，而制作与品味时的那份甜
蜜的碎屑随风飘落，恰似撒向古城的星屑，
甜了人心！

昭通以独有的方式在春节诠释了不一
样的幸福年味。乌蒙水乡的现代烟花秀、
古城里的传统文化节目表演，那是现代科
技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多场少儿春节联欢
晚会的精彩表演，那是昭通初升太阳的朝
气蓬勃及未来可期的信号……

这一个个瞬间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幸福
和满足，甚至有了更多的期待和贪念……

除夕才过，大家已经在期盼着元宵节，
当人们知道正月十五将在乌蒙水乡公园将
举行一场以“腾飞的昭通、崭新的昭阳”为
主题的文艺演出，届时还将为群众送上美
味的汤圆时，这份盼望便更急切了，那是欢
乐与古韵相融合的激流、传统与现代相交
织并燃烧起来的节日火焰。

元宵节中的享受
猜灯谜，作为元宵节的一项传统习

俗，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参与。大家或驻

足沉思，或相互讨论，享受着智力碰撞的
乐趣。

汤圆，寓意着团圆与美满，是元宵节必
不可少的传统食品。昭通人喜欢亲手制作
汤圆，这是家人团结协作、联系情感的家庭
活动，承载着对家人的思念与祝福。

元宵节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在乌蒙水乡
公园举行，这是一场专业团队用高标准打
造的具有观赏性和时代特点的高质量晚
会，唱响了昭通全力做好“产、城、人”三篇
文章的奋进主旋律，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
围，整个演出结合时代主题编排了数个原
创节目，展现了昭通的历史底蕴、当今成
就，是新时代“昭通印象”的全面展示。

品昭通年味，享元宵欢乐。在昭通这
座充满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的城市里，元
宵节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是一个展
示昭通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平台。通过
猜灯谜、舞龙舞狮、吃汤圆等传统习俗以及
现代元素的融入和创新元素的注入，元宵
节已经成为一个集文化、艺术、娱乐于一体
的综合性节日活动。

元宵节的未来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但节日的

欢乐仍在。
元宵节一过，春节算是彻底过完了。

我想，今年的春节系列文化活动，不应该是
昙花一现，而应该是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开端。只有继续加强对传统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
昭通的民俗文化，才能真正地让昭通的年
味和元宵佳节的欢乐永远延续下去。

这座百年古城，始终在坚守与创新间
寻找平衡。当电子祈福墙上的愿望与古
城街头、公园里的一条条祈福带共同飘
动，我们看见了传统文化正以柔美的姿
态融入现代生活。或许正如后海那片百
年老梨树林，岁岁绽放新蕊，年年守望故
土，在时光的流转中把当地的民风民俗
变成永恒的生命力。

俗话说，父母在，家就在；父母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平日里，如果说“常回家看
看”是一种期盼，而过年，则是必须和父母
在一起的。60多年了，在我的记忆中，这个
规矩不曾被打破。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
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
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
一桌好饭……”这首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
看》，一夜之间走红大江南北，曾经感动了
亿万华夏儿女。特别是作为“60后”、年逾
六旬的人，对这首歌更是深有感触。时至
今日，每每听到这首歌，我的心里总会有那
么一份挥之不去的亏欠和感怀。

父亲去世 40年了，母亲也一个人独行
了40个春秋。90岁高寿的母亲，在四世同
堂、重孙绕膝的满足中，打发着风烛残年的
光阴。年事已高的母亲，自从去年不幸摔
了一跤后，腿脚便不太灵活，头脑和思维也
有些迟钝了，得有人细心照料。每天“盼天
亮、等天黑”成了母亲生活的日常。

腊月二十九就是除夕了。一场大
雪过后，难得的晴好天气给人一种阳光
灿烂、春暖花要开的暗示和惬意。县城
离老家也就十来公里的路程，“常回家
看看”成了一种日常，在母亲身体每况
愈下的担忧里，在母亲还有多少个“熬
过风雪又一年”的祈愿里，在除夕“阖家
团圆”的日子里，我静静地陪着母亲坐
在温暖的火塘边，闻着火炕上腊肉的烟
香，听着炉火上裹满岁月沧桑的破茶壶

“咕咕”的吟唱，就着炉火里金黄溢香的
烧洋芋，在无声胜有声的氛围里，享受
家的温暖和无声的好时光。于我而言，
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和除夕的
内涵所在。

厨房里，弟媳、侄媳一帮人在忙碌
着。煮猪头、炸酥肉、杀鸡、宰鱼……精心
准备着年夜饭，一家人其乐融融。

侄媳端了一碗刚出锅的酥肉，来到火
塘边，凑近母亲的耳边，大声说“今天过年
了！”母亲微微点了点头，从碗里拿了一坨

自己最爱吃的酥肉，用两颗门牙慢慢地撕
咬着、品味着。母亲说，“咋那么快就过年
了！”也许，母亲只是随口一说，但我明白
母亲是在感叹光阴的短暂。母亲虽然耳
不聪、目不明，但那深陷的眼窝里、皱纹密
布的脸上满是幸福与满足。

是啊，看着母亲渐渐老去的容颜，我心
中不禁一阵酸涩，岁月在母亲的身上留下
了太多的痕迹，而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却越
来越少了。我努力地笑着，轻轻握住母亲
那指关节有些变形、粗糙而有些干裂的手，
仿佛握住倾尽一生的母爱和母亲一辈子的
艰辛。母亲默默无声，只是转过头看着我，
那混沌的眼中，依然是满满的爱怜和温暖，
母亲仿佛又在说，“只要你们好，我就放心
了。”这是母亲以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母
亲最大的心愿。

屋外，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次第绽
放。屋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着美味
的饭菜，共同欢度团圆的时刻。

吃完年夜饭，往年母亲会坐在电视

机前陪着我们“听”春晚，今年却早早就
歇息了。母亲眼睛惧光，看不了大屏幕
彩电，5 年前朋友送的那台老款“索尼”电
视机，现在也只是偶尔打开听听，图个

“闹热”。
如今，母亲已不再过问家事，也无需操

心家长里短，更不可能如往常一样唠叨，讲
以前家里发生的趣闻轶事、讲我们小时候
过年的趣事。母亲一个期待的眼神尽管黯
然无光，一句不经意的问候尽管语无伦次，
却总是让我们心里满是温暖和感动。

正如弟弟所说，有妈才是幸福的。在
乡下老家陪母亲过年，母亲心里是踏实的，
我们的心里是温暖的。那些年，母亲操心
除夕年夜饭的每一个环节，做饭、祭祖、敬
神、烧纸、给先人们献饭等，让我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与亲情的珍贵。如今，母亲年事
已高，那些长情的陪伴、平凡而又温馨的瞬
间，将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除夕，陪母亲过年。年年有今日，岁岁
有今朝，这便是我最大的祈愿！

品昭通年味 享元宵民俗
马伯凤

陪母亲过年
陈永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