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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雄

新年新意浓郁馨香
新年的五彩霞光

既有大自然林海的清新
又有心灵美出水芙蓉的纯真

掀开通红盖头的新年礼花

聚集着幸福绽放
走出大山深处的新年号角

把昂扬的节奏吹响

新年从元月的地平线起航
一路欢歌潇洒

好多日子接力跟上来
共创高峰未来

□ 何龙飞

记忆里，办年货是一件美好而快乐的事。
腊月一到，年就近了。要把年过好，就得办年货。看嘛，年猪杀了，腊肉炕

了，汤圆推了，糍粑打了，豆腐磨了，米子爆了，自制过年的美食原料就有了。父
母一盘算，还差一些年货要办，那就得到乡场上去买。

于是，父母各自背着大背篼，带领我和弟弟去乡场赶集。那里早已人山人
海，摊贩的叫卖声，乡亲们的谈笑声或讨价还价声，揉和在一起，协奏出办年货

的“交响曲”。
先得买火炮、香烛钱纸、礼花等，以备吃年饭、烧香、祭祀用。父亲

最为看重此事，在火炮摊前驻足，询问摊主价格行情。
“放心嘛，我不会卖你高价，大行大势，而且保证质量，包你放
得响当当！”摊主极尽口才之能事，着力推介他的产品。

父亲拿起火炮仔细观察，反复比较，觉得摊主说的实在，
就坦诚了买的想法。

“好哦，这位大哥耿直，坦率，成交！”摊主嘴皮子厉
害，说得父亲脸露笑容，心里乐开了花。

父亲掐指一算，便知道买多少饼火炮了。当
然，香烛钱纸得配套买下。还有，我和弟弟喜欢玩

烟花、鞭炮，父亲就为我们买了地拱钻、冲天炮、
擦擦炮、魔术弹、烟花等。

这么多火炮、烟花，得用大背篼背。父
亲装了满满的一背篼，那份踏实感便涌上
心头。

母亲热衷于置办吃食年货。瓜子、
花生、糖，香喷喷，甜津津，过年时待客
拿得出手，那就非买不可；干焦、盐味
胡豆适宜下酒，有客人来最喜欢了，
加之，父亲也喜爱喝两杯，那就没
理由不买了；海带买回去炖猪蹄、
排骨，地道的美味，好安逸哦！粉
条、豆腐皮也要买点，做凉拌菜
出来一定会令客人及家人胃口
大开。还有，酱油、干辣椒、干
花椒、姜、醋、味精、芡粉等也
得买些回去，做出来的美食
才更为可口。

照样，母亲也把吃食年
货装进了大背篼，由于东西
太多，还得用绳子系牢。

该我们办年货了。买
什么好呢？我说，喜欢看
连环画，觉得书里太精
彩，太有趣了。父亲见我
眉飞色舞、兴奋不已的样
子，就毫不犹豫地掏钱为
我买了《岳飞》《西游记》
《瓦岗寨》《罗成》等连环
画，希望我回去看了，过
个有意义的“书香年”。
当然，他最大的希望就
是我能向英雄们学习，
好好读书，有所出息。

我不住地点头，拿
着那些连环画，甭提多开
心了。

弟弟呢，除了对连环
画也感兴趣外，还嚷着父
亲给他买铁环来滚，理由
是那才叫快活、刺激。

父亲一点也不吝啬，依
然 掏 钱 满 足 弟 弟 的 愿 望 。
瞧，弟弟得到了铁环和铁钩，
高兴得像只小鸟。

终于把年货买好了，父母背
着大背篼，带着我们走路回家，那

心情才叫美好，那年味才叫浓烈。
结果，回家后的父母再次盘点，

发现还有少数年货没办，尤其是新
衣，毕竟过年穿新衣才会有新气象、新

风貌嘛，再则穿新衣走人户才像话嘛！
不久，又赶场，父母就带我们到乡场

买新衣及其他年货。如果新衣不买，则买布
料回来，拿到生产队里的袁裁缝或郑裁缝那

里加工成新衣。新衣有了，补买的其他年货有
了，一家人才长长地舒口气，欢天喜地迎接新年的

到来，幸福和温馨不言而喻。
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受到办年货的鼓舞、父母

的激励，一路打拼，发奋努力，走出大山，把年货越办越丰
富、精美，过上了美好而幸福的年。而父母不管风云如何变

幻，世事如何变迁，一如既往地在老家坚守，在腊月办年货，办
出我们的念想，办出二老的“夕阳红”，办出故乡别致的年味。

新年新意浓

龙门滩大年初一“三大旧俗”的嬗变

春天的歌吟（组诗）

办年货的记忆

□ 庞国翔

江津龙门古镇位于长江“上川段”第一险滩——龙
门滩，这里是有名的水码头和重要集镇。清代江津县设
十二都，第一都第一镇即一德镇的治所即是龙门滩，管
辖麻柳、高牙等九个乡场。可见当时龙门滩是江津县的
区域性中心大集镇。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春节是四季的首节，也
是万物的惠主。早前龙门滩人在大年初一 （正月初一）
这天有三个很有趣的习俗，它是当时社会现象本质的一
种反映。虽这陈规旧俗早也不复存在，但上了一定年纪
的人都会记得。

挑银水

新春生财的观点，在龙门滩人的心中特别的重，而
且形式也很别致，龙门滩人是很有一套的。比如下苦力
的船夫舟子或种地的佃客，他们就会在大年初一的大清
早，挑上一担清水，等候在东家门外，当东家一开大
门，他就满脸笑容地来一声：“恭喜大发财，我给老爷
挑银水来！”这位老爷也就如获至宝，笑逐颜开接受这
担满荡荡的银水，顺手还掏出一个大大的红包。每到大
年初一，准可听到满耳“银水来了——”的声音。有些
稍有名气的大户东家，往往为了银水伤透脑筋，家里储
水的容器有限，左一担、右一担的银水，弄得器满为
患，虽然以“财满”相拒，添财添福之声仍不绝于耳，
真是尴尬之至！

送财神

龙门古镇还有一套“送财神”的旧俗。据说“送财
神”原是书生秀士们的“首创”，就是在新春闲暇无聊
之际，挥其生花之笔，运其敏慧之思，构成美妙之图，
然后造登同窗之府，鼓其如簧之舌，歌乎婉转之章，藉
以表露才华，伺机偷窥世姐世妹的芳容玉貌，或因此而
得佳人青睐，结为白首之缘。当然，身为世伯世叔的

“东家”，眼见这些才艺秀逸的世侄到来，难免糖果菜酒
款待一番，待其离去时，再送上一份新春礼信的红包。

但“送财神”被一般世俗者袭为生财之途。他们将人所
乐闻的“财神爷”尊容，雕刻成版，拓印成图，每张成
本很低，即可换回数十倍或数百倍的厚利。

“送财神”这旧俗，的确还要有点学问。属“小秀
才加脑壳转得快”的行当。譬如，当你说着“恭喜发
财”一步踏进东家大门，东家礼貌请坐，你得先唱出一
段你的词儿，唱罢才能落坐，也才能进行下一课目，如
果你是哑口无词儿，那就请吧，休想得到红包。在唱的
时候还得看东家以何物为坐具，椅是椅的词儿，凳有凳
的词，不可混淆错乱，否则又会告吹。接着东家请你抽
烟，你又得看是何种烟，而唱上一章它的来源、出处、
好处，烟具的考究也得唱出。东家如果又请你喝茶，那
又得唱出烹茶茗煮的乐趣和雅兴，这位东家如果再挑剔
一点儿，那红包就难得到手了。

例如，东家请你坐，却偏把坐具四脚朝天，你就
必须唱出待客的道理，才能翻转落坐。还有一稀奇古
怪的花样，有时还要把龙门滩的关柴巷、内龙口、大
滩盘、外龙口、小滩盘编进去唱。外行人看了真是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际这是“考财神”的妙事。
那位东家将好意请“财神爷”落坐的长板凳，直立起
来，而又用一把切菜的刀，砍在凳脚上，旁观者都为之
瞠目结舌，而这“财神爷”真有两下子，仍旧满面笑
容，珠圆玉润地歌其韵律平匀、声调铿锵的词章，安然
将刀取下，翻转凳子，平稳落坐。东家满意地笑逐颜
开，可是，这一来，“财神爷”的竹杠就敲得不轻了，
没有三五几个大红包，他是不会甘休。东家也是胸有成
竹而料想得到，多花点“喜钱”，无非博得大家一乐，
红包当然就不在乎了！

春节“送财神”多是送到大户，而普通山民家来的
“财神”，只是戴上一顶“乌纱帽”，穿上一身“大红
袍”，踏着“朝靴”，挂上“髯口”，送上一张拓就的

“财神图”，奉承两句“财神进门庭，家和万事兴”之类
的吉利话而已。东家便会封上红包打发了事。

龙门滩“财神爷”爱唱的词，多是“十送词”——
一送金银归北斗，二送天官赐福来，
三送三星来拱照，四送四季大发财，
五送五子早登科，六送状元转回来，
七送天上七姐妹，八送神仙过海来，

九送九老久长寿，十送东家大发财。

扫财进

旧时龙门古镇有少许“叫化佬”也有一套新春生财
之道。他们通常是用彩纸制成乌纱帽与大红袍，画个三
花脸谱儿，挂上短短髯口，拿一把新扎的扫帚，用红纸
包裹帚柄表示吉祥，然后挨家挨户去“扫财进”。只要
挥动这把一尘不染的扫帚，口里反复唱着两句——

金银财宝扫进去，
是非口舌扫出来！

“叫化佬”反复在东家门口唱，东家也就三五两块
封赏。有时“叫化佬”唱着不走，嫌赏钱少了，就叫东
家再添一点，喊“转个手”。此项活动所得红包虽然不
大，但真是时间短、见效快、收益高。一位“叫化佬”
当日“扫财”进数百元，那是平常事儿哩。

但是，也有很吝啬的东家，“叫化佬”唱了半天
“金银财宝扫进去，是非口舌扫出来”，东家就是不打
赏。这时“叫化佬”就要“黄唱”——

金银财宝扫出去，
是非口舌扫进来！

东家一听不对头，新年大吉的怎么能如此“打胡乱
说”，于是赶快给钱，打发“叫化佬”快走。

龙门古镇旧时过年挑银水、送财神、扫财进的习
俗，其实是“门门门门门，编个葫芦棒，专门整熟人”
的社会不良习俗，是旧时年节中林林总总骗局中的三个
小把戏。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龙门古镇大年初一三习
俗中的“扫财进”完全不复存在，因为人民翻身当
家作主，社会上没有了“叫化佬”。另两个习俗也发
生了本质的变化。大年初一“挑银水”的事，则由
自家人在大年初一的一大早，悄悄去水井处挑回第
一担水，表示“春早人勤、银水进门”；“送财神”
的虽有但很少，送的多是春联或门画，没有胡搅蛮
缠，胡编乱唱。直到改革开放后，龙门古镇经济发
展，文明进步，于是这“挑银水”“送财神”就也不
复存在了。一切陈规旧俗都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中
被淘汰。

□ 施迎合

感觉

每到腊梅吐香的时节
有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感觉

在南方，虽然没有漫天飞雪
点缀层林尽染的画境

但总有星星鹅黄
暖暖亮在城市的明眸
让人感到寒冬将去
春，已悄然来了

珍藏

在这个季节
总会想起什么又忘掉什么

踏着积雪携手跋涉
信念宛如不熄的圣火

挺胸朝前抑或蓦然回顾
都是人生潇洒的风度

能否如期抵达无关紧要
将最初的诺言珍藏在心

即使在寒冬
也会萌发撩人的春绿

望春

不愿抱着幻想痴情等待
更不愿与寂寞长相厮守

僵硬的鸟翼渴望轻灵地飞
冰冻的小溪企盼欢畅地淌

眺望春天春天不会距我们太远
冬雾散后天空终要回归晴朗
采束阳光照耀潮湿的瞳仁
看唱着奔来的春美丽芬芳

心事

总是含着太多的期待
总在渴望着什么

心中那埋藏的很深的秘密
怎肯轻易道破

是在等待某一个契机
还是在翘盼那片撩人的嫩绿
一片嫩绿预示着一个春呵

走出冰封雪冻的天地
还有什么心事

不愿对着春天述说

重逢

是风雨里用心培植的果实
成熟于冰雪消融的晴日

重逢，像一个圆圆的红苹果呵
握它于温热的手掌

便有幸福
美美地香透心田

色彩

像一片片流动的彩云
飘在城市初春的怀中
似一簇簇盛开的鲜花
美在颗颗发亮的眼瞳
脱掉了臃肿的冬衣

春天，使季节显得轻松
信手翻动每一页日历

都有缤纷的色彩
装扮着岁岁年轻的生活

春情

这时节注定不会轻松
心绪骚动好像纷飞的雪花

白得晶莹飘得悠然
融进土地滋润种子发芽
化成甘露浇灌遍野春花
就这样愉快与冬天作别

手臂挥动恰如高挺的树丫
撑一方初春的晴空

湛蓝我灰暗了许久的心情

津城年味浓津城年味浓 袁孝椿袁孝椿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