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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闻兔岁凯旋曲，又唱龙年祝福歌”，在这个兔蹦龙
腾的欢乐日子，我们不由得就想起了张明敏的《龙的传
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
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这首老歌，听
起来亲切而受鼓舞。龙姿凤采，龙马精神，在这龙年到来
之际，千家万户都有着喜迎龙年的美好憧憬。

这个龙，可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图腾”，体现了我们民
族的精神与向往。

这个“图腾”源远流长。龙的出现，十分遥远。1987
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了数组蚌壳龙图案，被誉为

“华夏第一龙”，这些图案距今约6000多年。1994年，在辽
宁查海遗址，又发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以上的石块堆塑
龙。这些出土的龙形堆积图案，说明在原始社会甚至更
早，龙已成为中华先民的“图腾”，受到广泛的信仰和崇拜。

至于龙的形象，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十分理想化
的，可是，因历史与朝代的不同，古籍记载的多有不一。
更多的人认为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具有鹿角、马
头、兔眼、虎须、牛耳、蛇身、蜥腿、鹰爪、鱼鳞、鱼尾的形
象，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标志。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崇拜龙呢？这让我想起了家乡关
于龙的故事。在我们陕西关中民间有个传说，很久以前，
陕西大旱，民不聊生，于是临潼有一个青年小伙水生到处
找水，听到一位老伯说出了大旱的原因，是因为播雨的小
龙在渭河里嬉水，把播雨的事忘了。于是，水生千辛万苦
找到了降龙木，拿着这根降龙木头制服了小龙。二月二

日这天，小龙腾空而起，顿时，乌云滚滚，天昏地暗，顷刻
间，大雨倾盆，大旱解除。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人们将二
月二日这天定为“春龙节”，我们关中叫“龙抬头节”。追
根求源，许多关于龙的故事都表达了人们的这种愿望。

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人们对龙的崇拜进一步加深。
民间有个传说，秦始皇曾夜梦巨龙用肉体挡住来犯之敌，
惊醒后方知那龙就是自己。《史记·高祖本纪》中则记载，汉
高祖刘邦的母亲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
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
祖。”这样，汉高祖刘邦就是“真龙天子”。皇帝是真龙天
子，与其相关的一切，也都得以神化，“龙体”“龙颜”“龙袍”

“龙椅”“龙子”……这种被神话的龙，彰显着高贵、神秘、威
严、强大，成为专制皇权的象征，影响极大，根深蒂固。

进入新时代，龙是瑞兽，成为尊贵和祥瑞的象征，深
受人们的喜爱。南方过年时会舞龙灯，端午节赛的是龙
舟。在东方或西方国家的唐人街里，牌坊或建筑上都有
龙。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有龙的影子，好多人给孩子
起名，也要带上“龙”字。许多地名，不仅龙字当先，而且
还有生动的龙传闻。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具有龙的精神，龙的精神是
融合、奋进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上承先祖，下启子孙。

当年，齐白石先生曾写了一副对联，“海为龙世界，云
是鹤家乡。”我们伟大的祖国，是腾飞于世界东方的一条巨
龙。如今，我们崇仰龙，就是相信我们伟大祖国会日益兴
旺，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走向辉煌，走向美好。

龙 年 说 龙
□张 勇

一
巧点龙睛兴八皖；
紧跟牛步闹三春。

二
立志创新龙破壁；
打工就近凤还巢。

三
修来福气凭双手；
问候彩铃挤一屏。

四
牛气耘开春绿野；
龙睛点出皖蓝图。

五
七十五年龙正翥；
万千双手业长兴。

六
寒梅傲雪开生意；
新燕还巢恋故园。

七
皖水弄潮登虎榜；
春风试笔写龙章。

八
家和年味久；
疫尽市声稠。

九
梦逐小康路；
龙腾大有年。

十
龙抬头日宜耕种；
蝶恋花词喜唱吟。

透过阳台窗户，抬眼望去，阴沉的天空中大朵的雪花
成团飘落，外面天寒地冻，室内却温暖如春，空调温度设
定在24度，脚底微微出汗。电脑旁的鱼缸内，几条才买的
小金鱼已完全适应了新生活，上下欢快地嬉戏着，时不时
地嗅着增氧泵上冒出的泡泡。

瞥了一眼桌上的台历，不免一怔，“一年这么快就结束
了？”在不愁吃穿的当下，对过年早已没了感知，记忆里沉
淀下来的反倒是儿时的春节，纯粹的快乐里满是幸福和期
盼，弥足珍贵，让人尤其怀念。

小时候，最盼望的事莫过于过新年了：丰盛的年夜
饭，充满仪式感的压岁钱，初一早晨的新衣服和饺子，出
去拜年时每家的米糖、花生、瓜子……无论哪一样，都足
以让儿时的我提前一个多月便进入开心状态，那种持续
的幸福感让每天的生活都有了盼头。

在那个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年代，身为双职工的父
母要用他们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五口，所以过日子必须
精打细算。这可难不倒身为会计的母亲，她会在平时保
证让我们吃饱、穿暖的基础上，再让大家在过年时都能够
把心愿达成。

“过新年，穿新衣，一切从‘新’开始。”这是母亲每次
看到我们换上新衣服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无论平时怎
么节俭，春节前，母亲都会为我们添置一身“行头”，虽然
新衣服永远是需要卷起袖口、裤脚的，但这丝毫不会影响
我们从内心溢出的幸福感。

母亲常说：“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衣服
做大是为了能穿得久，但通常到老三时已被洗烂，虽然聪
慧的母亲会用贴花将缝补处遮住，但这件事让小妹长大
后还一直耿耿于怀。

添置新衣服的计划，母亲常在春节前一个月就开始
列入家庭预算，等到一个晴好天气，母亲会抽出时间带我
们去镇上裁缝铺，将一块块面料往我们身上比划，选定颜
色和花样后，我们挨个如同木偶般配合裁缝的口令：“站
好、转身、抬头、手臂伸直……”“袖子再长点？裤子还要
再放点？”裁缝边量边和母亲商量着尺寸，同时用花粉在
面料上记录着，待将所有尺寸测量结束后，便与母亲约定
好取衣服的时间。

接下来的等待漫长而又幸福，我和妹妹们一天天计
算着拿衣服的日子，那种越来越近的兴奋和喜悦充斥着
每一天，即使是晚上躺在床上，也会兴奋得睡不着，想象
着各种穿上新衣服到处晃的场景。

在期盼中，大年初一的早晨终于到来，被鞭炮声吵醒
的我一睁眼，只见崭新的衣服已套在棉衣外面，静置于被
上。睡眼惺忪的我立马清醒过来，一边迫不及待忙着往身
上穿，一边拍打着还在睡梦的妹妹：“快起来，穿新衣啦！”

虽然每个人的衣服又是毫无悬念地大一圈，但丝毫
影响不到我们那种快乐到想要飞的心情。照例母亲又交
代一番爱护新衣服的“规则”，心不在焉的我一边答应，一
边将衣服迅速穿好，只想着赶紧吃完饭带着妹妹一起出

去炫耀。
汤圆、饺子象征着团圆和财气，平时难得一见，却是

我们家大年初一的必备早饭，这也是母亲在年夜饭后辛
苦熬夜的杰作。待我和妹妹将碗里分配好的饺子和汤圆
吃完后，就开始往外跑，挨个给邻居拜年。一圈转下来，
除了对新衣服的赞美还有各种零食，甚至还有压岁钱，虽
然只有五角或一元，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已是一笔巨款
了……

岁月停不住的脚步，悄无声息地刻画着人生的年轮。
如果说小时候的过年是一种期盼，那么长大后的过年则只
是一种回忆。尽管当时的生活清苦，但从不缺乏美好，家
里平时吃的菜大多是母亲利用房前屋后空地亲手种植的，
我们有空也会跟在母亲身后帮着打理，从劳动中，我们体
会到种植的不易和收获的幸福。穿的衣服虽然大都洗得
发白，颜色也不鲜艳，但母亲的以身示范和教导让我们懂
得了珍惜和感恩，因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更为重要。

人生，一边忘记，一边回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穿新衣
早已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他们再也无法体会到那个时代
的期盼和幸福。尽管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过新年、穿新
衣的习俗却已成为根植在我们基因中的文化符号。

收回漫游的思绪，脑海中依旧儿歌萦绕：“穿新衣，戴
新帽，全家老少乐陶陶。包饺子，吃年糕，一年更比一年
好……”

摇晃过梧桐姜色，时光荏苒。今年，是我在博物馆度
过的第四年，自我从事了文博工作后，基本上所有的节假
日总有几天要在馆里度过，今年也不例外。忆往思今，感
慨良多。

我刚毕业时通过了家乡博物馆的面试，入职电话里
说：“博物馆节假日正常开放，你需要经常加班。”当时，我
还沉浸在找到心怡工作的愉悦之中，并不明白这句话会
带给我怎样的挑战。入职后，我的工作占满了每一个假
日。当其他人休息的时候，就是博物馆发挥它存在职能
的最佳时机。尤其是传统佳节，我们都会集思广益，筹备
相关展览，或是开展相应活动。

还记得第一次在博物馆里过春节，我初次作为宣教
部的一员参与其中。传统佳节年年过，活动既要有新意，
又不可失了敬意。关于新意，我们拍摄了博物馆工作人
员的祝福视频。祝福视频并不少见，但独特的是向大家
展现了真实的博物馆生活，拍摄全程并没有简单地摆拍，
而是呈现了馆员们的工作日常。镜头扫过展陈布置、考

古现场、文物修复等场景，即时记录下了同事们的祝福话
语。活动准备时间紧凑，我被抓拍的时候正抽空在宣教
室吃午饭，桌旁还摆放着等待张贴的对联。

我看到拍摄的同事，赶紧把嘴里的面咽下，一只手还
没来得及放下刚夹起的一筷子面条，便挥了挥另一只手
打招呼，祝福的话语脱口而出：“平安喜乐，幸福安康！”

下午待拍摄完所有个人祝福，大家拿着我们部门事
先准备好的对联和福字，集体说出新年祝愿。拍摄结束
后，我们又一起将这些红色的“祝福”张贴到了博物馆各
处，为历史的厚重增添了一丝暖意。现在，我还珍藏着那
年从视频里截下来的“全家福”。

关于敬意，自我入馆开始，每年腊八节我们都会向公
众免费提供腊八粥。腊八粥并不是现成的，为确保食品
安全，馆里自己采购食材，包装也是年年定制，再由馆员
装袋封好，无偿发放。腊八粥赠予的形式很多，年末活动
也年年推陈出新，而这份腊八粥成为了博物馆与大家无
言的约定。诸如此类的文博约定，还有许多。

原本因为工作离家不远，没有正常的休假对我的影
响并不太大。无非是我与亲友们的休息日不一致，白天
相约需协调，但仍可常相见。然而，今年我第一次强烈地
感受到了“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的离愁。

结婚后，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了新城市的博物馆工
作。每逢佳节，我们不能回家乡的滋味并不好受，甚至还
会受家人们的误解。婆婆就有好几次对我说道：“这次过
节，你又不能回来啊，还是换一个离家近、轻松一点的工
作吧。”我无奈地解释一番后，都会觉得心里发酸。后来，
我想多说无益、眼见为实，我会经常把单位的活动照片跟
家人们分享。

年年岁岁，当人们走进博物馆，亲身感受了历史文化
的博大与厚重，在活动中体会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生机，
再将文博印记带回家，代代相传。

万象更新，我相信在这些画面中，家人们终会理解我
在假日坚守岗位的意义。而只要我身在其中，也将继续
成全自己在博物馆驻守的岁岁年年。

人群

如潮水

聚散

归心似箭

赶在最冰冷的季节

最热乎的饭菜

等待你的到来

腊八

像号角

催年

走在最荒漠的寒冬

最温暖的亲情

等待你的到来

你我
似弦箭
奔年
春节有温暖的情怀
不再寒冷和孤单
一家人团圆
万家灯火阑珊

初一
到十五
过年
站在最寒冷的窗外
听得见屋里笑声
围坐热炕头
红火火又一年

过新年 穿新衣
□忽 艳

一
守正创新扬特色；
激流勇进展宏图。

二
饮水思源勤建树；
励精图治竞风流。

三
紫燕呢喃歌盛世；
红梅怒放报新春。

四
五湖四海三春美；
万户千村百业兴。

五
春风化雨花争艳；
绿树含情鸟竞鸣。

六
和谐华夏齐天乐；
美丽亭城遍地歌。

甲辰春联

驻守博物馆的年年岁岁
□张瀚丹

□

黄
玉
才\

作

□

陈
道
奎\

作

春节的温度
（外二首）

□木 易

故乡的距离
就是从春天桃花
到秋天落叶的距离

故乡的距离
就是从正月十五
到大年三十的距离

故乡的距离
就是从丝丝春雨

到茫茫白雪的距离

故乡的距离

就是从我的心

到娘的心的距离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在这样的时光跑道上

我把黑发跑成了白头

故乡的距离

走过冬天的田野
我仿佛听见青苗的呼吸
和千种树木流淌的血液
仿佛听见潺潺的小溪
正把春天的信息传递
走过岁月的星空

我仿佛看见明媚的阳光
正把一张灿烂的笑容
展露在世人的面前
我仿佛感觉到清风
正把缕缕温馨的问候
送达到人们的心坎

在新年的起点

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