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年，谈虎。
新近，从网上购买了一件摆件儿

“虎啸山河”：一只老虎，昂首挺胸，虎口
大张，宛然啸声阵阵，啸声如涛。

虎，乃百兽之王，喜欢生活在深山
巨谷之中；“虎落平阳被犬欺”，虎，一旦
离开深山巨谷，其雄姿，也就难以展现
了。所以说，“虎啸山河”之命意，
真好，“山河”，是大背景，啸声震
山河，虎之雄姿，之威风，之咆哮
声，就得以充分表现矣。

佛门传说，庐山东林寺前，有
条叫虎溪的小河。东晋时，高僧
惠远，立志修行，写下誓约：“影不
出户，迹不入俗，送客不过虎溪
桥。”后，终成佛教“净土宗”的立派领
袖。当时，惠远名声极大，故尔，慕名而
来的朝拜者甚多。一日，东晋隐士陶渊
明、南北朝道教宗师陆修静前来拜访，
三人相谈投缘，送客时，惠远等三人，竟
不知不觉过了虎溪，于是，引得溪内的
老虎，啸鸣而起，三人方才醒悟，仰天大
笑。

这就是史上留传的“虎溪三笑”故
事。而实际上，这三个人相差百十年，
根本不能相晤，这只是后人臆想所成，
预示着“儒释道”，三教合一。

三教是否合一，我并不感兴趣，我

感兴趣的是那只老虎。那是一只怎样
的老虎啊？不仅通灵性，竟至，通佛性
啊。

有趣的是，“虎溪三笑”从此也就成
为了一个绘画主题，历代画家，多有就
此绘画者。

最出名的，当属南宋·佚名的《虎溪

三笑图》：参天大树下，虎溪蜿蜒而过，
夹岸丘石嶙峋，河水浪花飞溅，空中雾
气霭霭；几位童子，或肩负包袱，或牵驴
而立，形象朴实天真；画面中间突出处，
是三位老者：俱然宽衣大袍，仰天大笑，
笑得放纵，笑得开心，尽显知音之情状，
客人和送客者浑然不分，真可谓“融为
一体”了。

遗憾的是，画面无虎，虎在何处？
虎在溪深处。

虎，入画，但画虎不易，因为“画虎
不成反类犬”。况且，虎之形，好画，而
虎之气势，虎之威风，虎之精神气度，则

难画矣。
画虎的画家，唐代以前，似乎不

多。唐以后，则渐多。而且，早时古人
所画之虎，有一个普遍的缺点：虎形象
的逼真度不够，写意，大于形象。

五代·佚名，画有一幅《醒虎图》，很
显然，是画的睡觉初醒的老虎：一只老

虎，四爪着地，蹲坐在一块岩石上，眼睛
大张，却无神，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一
副慵懒的情态，倒更似一只大懒猫。

此后，历代画虎者，多有。如宋代
的包鼎、李公麟等。尤其是李公麟，据
说其所画之虎，俱为“秃尾巴虎”，因为
太形象逼真了，怕一画上尾巴，老虎就
活了，会吃人的。

延至清代，画虎的绘画，虎之形象，
即可谓“形神兼备”矣。

清·马负图，画有一幅《虎图》，是一
只蹲坐的老虎：虎之身体，毛色斑纹清
晰，老虎体型肥硕，虎爪硕大，极有力量

感，虽是蹲坐状态，但其身体内蕴的力
量，似乎正处在随时爆发之中；其眼睛，
则目视前方，仿佛有所思，让人感觉，这
只老虎，或许是一只“会思想”的老虎。
同样是清人的高其佩，则画有一幅《猛
虎图》，其画面，构思独特：这是一只上
山虎，虎之面部，几乎看不到，只露着两

只竖起的耳朵；我们看到的，只是
老虎浑圆的身体，和它肥厚的臀
部，以及甩到一边的尾巴。这只
老虎，同样是斑纹清晰，体型硕
大，它正行走在雪地中，迤逦而
行，却尽显王者之优雅、从容。它

“猛”在何处？或许，就“猛”在这
份从容和优雅上，它是不怒自

威。它没有啸，我想，如果它一啸，定然
会声震山谷的。

现当代，画虎的画家，愈多。
其特点是，虎之形象，愈加逼真、传

神。最出名的，大概当属张大千的二弟
张善孖了。他有“虎痴”之称，据说，他为
了画好老虎，竟然将幼虎养在家中。他
画的虎，可谓百态尽显：上山虎、下山虎，
林中虎、眺崖虎，群虎、单虎，难可一一陈
述。而他《虎轴》中的“竹林虎”，最显虎
之雄姿，正如他诗中所言：“万竹萧萧烟
雨中，气求声应啸生风。”

竹啸，虎亦啸；虎啸之声，呼呼生风啊。

□路来森

虎啸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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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当除
夕已化作昨夜的残
梦，新的一年如风飙
至，此时在故乡，黎
明的第一缕钟声就
会如约响起，“嗡，
嗡，嗡——”，宣告人
类正迈步走向一个
崭新的春天。

凌晨四点，只听
见一片吱呀吱呀的
开门声，守岁的人们
纷纷走出家门，不约
而同汇聚在村中央
的 那 一 株 大 槐 树
下。此时的天空，呈
现一汪深青，村庄的
地面，浮动着一缕缕
薄薄的蓝烟，弥散着
淡淡的烟花味道。
一地地爆竹纸屑，宛
如一瓣瓣梅红。

只听村长一声令下，队伍宛若一
条长龙，沿着一条赭黄色的田间土路，
沉默地向山冈爬去。山冈泛紫，剪影
如画，风，从熄灭的金碧色的星星吹
来，捎来了初春的嫩寒。被晨风一吹，
昨夜守岁的疲惫一扫而光，人群开始
呈现一种新的欢愉，脚步铿锵，浩浩荡
荡。走在山路，远望钟亭，飞檐翘角，
宛如苍鹰，凌空奋翅。

行行重行行！
吹着祖先吹过的风，走着前人走

过的路，当那口青铜老钟愈来愈清晰，
人们的心开始怦怦直跳。那口钟，重
约半吨，被三道乌黑的铁链悬在亭中
央，泛着青幽幽的光芒，宛如一匹被锁
住的困兽，巨口朝下，仿佛随时要发出
吼声。一根被几代人磨得光溜溜的椎
木钟杵，犹若一枝沉默的巨矛，仿佛随
时要给青铜有力一击。

终于站在了山冈之上。前方，一
条大河泛着雪青色的幽芒，河水磨洗
着河床，如一条蛟龙在沉吟。此刻，人
们将钟亭围得水泄不通，屏声静气，目
光聚焦，似乎要将古钟熔化。依照规
矩，人们燃起了香烛，向巨钟行注目
礼，等待激动人心的一刻来临。

“十，九，八，七……三，二，一”，随
着时针指向凌晨五点，只见眼前的这
一根粗长的钟杵，被八双年轻有力的
手扶住，无比庄严地撞向大钟。那一
刻，在我的眼前，只见一道浑浑圆圆的
灰影晃过，带着前身的淬炼，挟着光阴
的追问，“嗡——”地一声，一瞬间，将
时间撞开了一道口子，将新的一年呈
现在大家面前。

“嗡，嗡，嗡——”，接下来，钟杵摆
动着，宛如儿时的秋千，又似青春的滑
板，恰若水手的桨橹，一下一下，木铜
相吻，刹那恢宏，一圈一圈，荡向远
方。钟声，惊醒了冈上的宿鸟，盘旋在
上空，发出悦耳的鸣叫。它，荡向田
野，荡向村庄……让天地听见，为之祈
福，为之安抚，为之鼓舞。

钟声，贴着河面，飞向远山，河水
欢唱，群山回响。

一声声钟声，也撞击在人心，让心
穿越在昨天、今天、未来，教人沉思、引
人反省、催人奋进！它，飞过山口、渡
口、乡关，飘向远方，萦绕每一位游子，
慰藉乡愁，温暖乡梦，宛如母亲慈爱的
目光，父亲温暖的脊梁。

天，终于亮了。东方，胭脂色的晨
曦，正在孕育新年第一轮红嫩嫩的太
阳。春天在苏醒，河水在变软，草儿在
泛绿，天色在染青。钟声，激越清澈，
恍惚之间，在我耳畔，化作了咚咚的战
鼓、呜呜的号角。它，让人泪流，让人
血脉偾张，让人想要奔跑，想要展臂飞
翔，想要痛哭大笑一场，想要好好爱这
个世界的一切！

——2022年，我来啦！

□
刘

峰

新
年
的
钟
声

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铜陵民间有句最通俗的
民谚：“有钱无钱，回家过年”。铜陵
人称春节为过年，而过年又是从过小
年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为止。无
疑，在我所走过的岁月里，铜陵年
俗，给我留下诸多的难以忘怀的美好
记忆。

年俗一：过小年。在铜陵过小
年，有腊月二十三与腊月二十四之
说。腊月二十三，是北方人过小年，
祭灶王爷的日子；腊月二十四，是南
方人过小年，祭灶王爷的日子。有关
南方与北方不同一天过小年的说法，
有《五经异义》之说，官府在腊月二
十三祭灶，民间在腊月二十四祭灶。
其实早在宋朝，就有腊月二十四过小
年的记载，但那个时候小年是不分两
天的。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据有
关资料记载：清朝的皇帝从雍正年间
开始，每年腊月二十三在坤宁宫祀
神，向天地神明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为了节省开支，建立和谐社会，皇帝
顺便把灶王爷也拜了。之后，王族、
贝勒随之效仿，腊月二十三祭灶。既
然，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都在这一天
拜神，那么工作人员就只能推后一天
再拜。自此开始有了官民在不同日
子过小年的分野。

到了民国，民间也形成了“官
三、民四”的说法，就是科级以上干
部二十三日祭灶，一般群众推迟到
二十四。后来，据说是因为社会进
步了，人人平等了，大家也就都随
了皇帝，沾沾“贵气”，改在腊月二
十三这一天祭灶了。由于过去的
皇城是北京，所以北方密切联系领
导，受到的影响比较大；而南方仍
然保持了和人民群众的一致性，

“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祭灶神”这一
民间习俗。

年俗二：年夜饭。年夜饭，是年
节的重要习俗，又称年晚饭、团年
饭、团圆饭等，特指年尾除夕的阖家
聚餐。年夜饭，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
仪式，拜祭神灵与祖先后团圆聚餐。
团年饭，是辞旧迎新的重头戏，不但
要丰富多彩，而且很讲究意头。吃团
年饭前，一家人在长辈的领头下先拜
神祭祖，待拜祭仪式完毕后才开饭。

席上，必备的菜肴有：鸡(寓意有计)；
鱼(寓意年年有余)、同时桌上还有一
条不准动筷的碗头鱼，一直要放到正
月十五；发菜(寓意发财)、豆腐(寓意
富足)、莲藕(寓意聪明)，在铜陵大通
除夕团年饭上不准叫藕，叫通菜（寓
意新的一年通通顺顺）；生菜(寓意生
财)、生蒜(寓意会计算)等以求吉利。
铜陵人的年夜饭，是全家人的一年团
圆聚餐，这顿是年尾最丰盛、最重要
的一顿晚餐。

年俗三；压岁钱。压岁钱，也是
我国民间过年习俗之一。压岁钱是
由长辈发给晚辈的，吃完年饭后，长
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一个个
派发给自己的晚辈。据说，压岁钱可
以压住邪祟，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
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有的人家，是
父母在夜晚待子女睡熟后，将压岁钱
（红包）放在他们的枕头下。除夕之
夜给压岁钱，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关
切之情和真切地祝福。压岁钱，在
民俗文化中寓意辟邪驱鬼，保佑平
安。可以说，压岁钱，大人们最初
的用意，就是镇恶驱邪，因为人们
认为小孩容易受鬼祟的侵害，所
以，用压岁钱（红包）压祟驱邪这一
习俗流传至今。

年俗四：守岁。守岁，又称照虚
耗、守岁火、照岁等，其由来已久，是
我国民间的年俗活动之一。铜陵除
夕夜晚守岁，民俗活动主要表现为点
岁火、守岁火。每个房间都要整夜灯
火通明，全家团聚，迎接新年的到
来。除夕之夜，遍燃灯烛，通宵不
灭，所谓“照虚耗”。据说，如此照岁
之后，就会使来年家中财富充实。古
时，南北风俗各异，有的地方守岁习
俗主要为熬年夜，即通宵守夜。如晋
朝周处所著的《风土记》中记载：除
夕之夜大家各相与赠送，称“馈岁”；
长幼聚欢，祝颂完备，称“分岁”；终
岁不眠，以待天明，称“守岁”。记得

我小时候在乡下的除夕之夜，全家团
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
煤油灯，围坐炉旁闲聊，通宵守夜，
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
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如今，除夕
之夜守岁，一家人欢聚在一起，收看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了。

年俗五：拜年。拜年是中国民间
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
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铜陵人

“拜年”一般是从农历正月初一至初
三，其含义有两层，一层是晚辈向长
辈拜年，包括向长辈叩头施礼、祝福
长辈安康长寿，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
的红包（压岁钱）分给晚辈。另一层
是同辈或亲朋好友相互拜年祝福。
新年出门时遇有同辈亲朋好友，也要
相互施礼道贺。随着时代的发展，拜
年的习俗也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
式。现在铜陵人除沿袭以往的拜年
方式外，又兴起了微信拜年和可视电
话拜年等。

农历正月初一到初三，人们穿上
最漂亮的新衣，打扮得整整齐齐，出
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
大吉大利。铜陵人拜年习俗是：正月
初一是到男方父母家拜年；正月初二
是到女方父母家拜年；正月初三是亲
朋好友相互之间拜年。

年俗六：元宵节。元宵节是中国
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上元节、小正
月、元夕或灯节，时间为每年农历正
月十五。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
称上元节、元夜、灯节。正月是农历
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
月十五为“元宵节”。

铜陵人过元宵节不仅有赏花灯、
吃汤圆、猜灯谜、放烟花等一系列传
统民俗活动。而且有不少乡镇、村舞
龙灯、舞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
歌等传统民俗表演。据了解，2008
年6月，元宵节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过年的历史悠久，在传承发
展中的年俗，铜陵人已逐渐形成了这
些较为固定的年俗，承载着丰富多彩
的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既给我留下了
难以忘怀的记忆，又凝聚了我少年时
代浓浓的乡愁。

□詹敬鹏

铜陵年俗拾零

雀梅闹春雀梅闹春 汤汤 青青 摄摄

时间真快啊，我们迎来又一个春天。
过去的一年。我从岁首到年末，几

乎天天都在朋友圈里打卡。不是晒自
己的小诗，就是秀自己的丑字；不是说
几句胡言乱语，就是发几张歪门邪照。
我的朋友圈，阳光明媚，清风温暖，空气
宜人。但也有不动不发不点赞的“ 躺
平 ”先生和女士。庆幸的是评论区里，
没有你呛我，我损你的“ 内卷 ”分子。
更没有出现过雾霾，让你看不清我，我
看不见你的坏天气。

朋友圈，是心灵的后花园。在这里
我们悠闲地散步，快乐地交流，幸福地
收获。

旧事随冬归于尽，春来依旧花盛
开。美好和苦恼成为过去，奋斗与幸
福重新开始。在春天的阳光里，我要
感谢同在江湖上，共玩一个圈的朋
友。不仅谢谢你的眼睛和手指，更要
谢谢你送来的一颗颗小爱心。谢谢
好友的点赞和鼓励，谢谢老师的抬爱
和扶正。

我也要感谢不离不弃的您。谢
谢你牵着太阳一起送来的问好。虽
然不能朝夕相聚，同在一个圈子就是
一家人。不管你是点对点，他是单对
群，有人问候就是开心，有人惦记就
是幸福。

我还要感谢微信运动中的您。谢
谢你为我前进的脚步，不断地点赞加
油。你的赞，让我有了坚持走下去的动
力。我的爱，会不停地送给你一颗颗小

红心。身体好，才是真的好。永远不会
忘记始终陪伴我的你。

我更要感谢不曾谋面的您。虽然
互不相识，彼此加为好友，就是最大的
认可和信任。你优美的文字，拨动着我
的心弦；你转发的链接，开阔了我的视
野。久仰的大名，已经在我的心里生根
发芽。朋友圈，不能没有你。

祖国很大。你居住在美丽的首都，
他工作在繁华的省会，我生活在扬子江
畔的铜工业基地。你是著名的诗人，他
是有名的画家，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我们是一群智趣相投的人。肥沃的大
地上，奔腾着我们的热血和汗水。

祖国辽阔。你从茫茫戈壁，发来千
年古城的遗址。他在天涯海角，拍来巨
石上发表的诗篇。我请众亲们欣赏，地
层深处飞出来的孔雀石。

你是一棵挺拔的树，她是一朵美丽
的花，我是一根无名的草，我们全是祖
国母亲的宝贝。美丽的蓝天下，我们勤
劳地美化着充满生机的大地。

祖国非常大，她又非常小，小到只
在我的朋友圈。温暖的怀抱里，我们晒
太阳，种友谊，秀舞姿，学知识，幸福地
玩好每一天。

想说的话太多，三天三夜也说不
完，就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谢谢
您！感恩一路同行；祝福您，平安一生
开心。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一起向前走，
走进花红草绿的春天。

□王安斌

我们一起走进花红草绿的春天

@除夕
思念的花朵
在腊月节节攀升的顶点
开放
归乡的日子赶在春天之前
正点到达

用祝福的颗粒
抒写春节的红对子
灶膛里的柴火
照亮皱纹背后的岁月

一年的盼头 像烟花
越过冬的边界
绽放璀璨的希望
翘首的日子
有了新的色彩

@春联

龙飞凤舞的祝福和祈愿
将往事和回忆覆盖
严冬里热情洋溢的对白
站立成春天的卫士
平仄错落的温暖和吉祥

将梦想和愿景染红
由春领队的词语
妆靓门楣的面容

岁月之上
一粒粒希望的种子破土而出
谁的目光
被春的桃符点亮

@贴福

把心中提炼出的纯粹希望
融入激情的温度
贴成岁月的标签
梦想的高度
丈量出通往春天的旅程

阳光以一种高度
照下来
梦想的蓝图
任思想挥毫泼墨
祥云沐浴五千年文明
华夏神州，年的故乡
四处高举着春的请柬

□胡巨勇

年的记忆（组诗）

苦荞麦面，山芋丁，粗盐
老姜，剁碎的芹菜叶
熬煮成一锅黑稠稠的糊粉
母亲称之为忆苦思甜餐
初尝苦，再吃涩
最终品味到的是满口生津
把一年年除夕夜的快乐
和甜蜜，粘连在灵魂深处

三十年过去。母亲留下的年俗
没有改变。每年除夕
妻子都用心准备精粉，鲜虾
鸡汤，鸭血，葱花……
烹调出的醒酒汤
色香味俱全，是儿女们的最爱
而我，却怎么也品尝不到
母亲在世时那入心入肺的
幸福年味

新桃换旧符

剪裁的红纸上，梦在生根
发芽，喜鹊登临的梅枝
颤动暗香暖语

冬阳下，二大爷放下手中的茶盏
他红彤彤的笑脸
比楷体的春联，还要生动

红灯笼挂上乡村的门楣
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一串串
点燃了新年的心跳

一如我，在新的日记本扉页
用春风的前奏，眺望桃红柳绿
酝酿出的一首新韵

□周八一

母亲的年味（外一首）

盛向农盛向农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