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闲者
阳春三月沐春光，

全国四处植树忙。

老者挥锹忙培土，

儿童抬水灌苗秧。

前辈栽树惠民生，

后代乘凉幸福长。

青山绿水春长在，

荫及子孙永辉煌。

2024年3月12日，我们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植树节。

最初的植树节是在1915年由孙中山先生倡

议设立的，定在了每年的清明节。孙中山先生倡

议由各级机关、学校在节日期间举行植树典礼并

从事植树活动，可见他十分重视环保事业。

1928年，为纪念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我国

将植树节改为了3月12日。1979年2月23日，第五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在每年的3月

12日设立植树节。

植树对于我们社会生活有着诸多好处。树木

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净化空气，可以减

弱噪声、调节气温，可以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可以

保持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发展。

我们植树，犹如在荒漠的世界中缔造了一片

绿洲，给我们干涸的心田带来雨露的滋润，带来

了春意盎然。

今天人养树，日后树养人。绿色，代表着成长与

希望。一片绿色，可以让我们如春风拂面，耳明心爽。

一片绿色，可以让一个迷途中的人看到前方的光明，

一片绿色，可以让一个浮躁的灵魂安静下来。

让我们植树吧，为春天增添更多的绿色。让

我们用双手播撒希望的种子，让它们生根发芽，

在大地上茁壮成长，为世界带来美丽与生机。

让我们护树吧，给大自然以更多的关爱和呵

护，让每一片绿叶都能自由地舞动，每一棵树都

能永远地繁荣。

植树节到了！走，我们一起去植树吧！

名家专栏

“秦中自古帝王都”。在司马迁的笔下，关中

“沃野千里，号称天府”；在《尚书·禹贡》里，把关

中的黄壤土定为上上等。适宜耕种的膏腴沃壤，

久为帝都的历史渊源，缔造出了关中乡民特有的

恋乡情结和保守型人格。“陕西八大怪”之一，就

是“姑娘不对外”。

每到过年，关中乡民都格外地恪守旧俗，循

规蹈矩，很少省略和更改祖先遗留下来的环节。

下面就讲一下关中人过年的旧俗。

旧时关中人的过年，是从腊月初五起步的。

初五名曰五豆节，家家户户都要喝由五种豆子熬

煮的稀饭。接着是腊八节。腊八与喇叭谐音，尽管

不是喇叭，却形同喇叭，仿佛是在提醒人们过年

的日益临近。腊八面吃过或腊八粥喝过，家中的

男女老少齐动员，各司其职：女主妇刷墙、染衣、拆

洗被褥等；男主人磨面、劈柴、剃头、杀猪、上街采购

年货等；女孩子剪窗花、糊窗纸、缝鞋垫、洗头洗衣

等；男孩子则为替补队员，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搭一

把手，或挑水，或喂鸡，或扶梯子，或拉风箱。

腊月二十三，关中人称其为灶火爷日。这天，

要召唤逝去的先辈回家过年，第一声鞭炮响了起

来，祖先的牌位立了起来。傍晚时分，妇女要给灶

火爷烙饦饦馍。饦饦馍是一种拌入调料的圆形饼

子，用洗净的梳子，在上面扎出横竖交错的花纹。

饼子烤熟后，先将其放在灶头，举行祭灶仪式，家

里的男丁依序跪地，焚香烧纸，磕头作揖。祭灶

后，饦饦馍的最终享用者，当然还是家里的孩子。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年馍。年馍一蒸

就是一整天，从晨曦泛白，蒸到暮色降临，才算告

一段落。馍的花样繁多，馒头、肉包子、素包子、糖

包子、红豆包子、花馍等，不一而足。花馍有老虎

状的，有兔子状的，有蝎子状的。老虎馍，是要借

老虎的威猛来辟邪；蝎子馍，是为咬蝎子。据说咬

疼或咬死了蝎子，蝎子才不敢对人图谋不轨。

中华族群的骨子里，天生就潜伏着崇尚美的基

因，这一点，从哪怕不识字的农妇身上，都能得到

确切的验证。

做年菜，要炸丸子、炸麻叶和煎烩菜。麻叶名

义上是为祭祖，其实是为满足孩子和客人的口腹

之欲。烩菜主要用来招待客人，艰困年月，一砂锅

烩菜，既是主家的脸面，也是客人的期盼。砂锅架

在火盆上，泛着油花的烩菜，咕咚咕咚地冒着水

泡。客人围坐于砂锅之旁，一边狼吞虎咽地咬着

馒头，一边伸长筷子抢着夹菜，动作不敢有任何

迟缓。尤其是覆盖在烩菜顶端的那两三片肥肉，

早已被众多的斜目紧盯不放，稍不留神，肉片就

不翼而飞。肉片之下，埋藏的是萝卜疙瘩和白菜

叶子，仅此，数量也极其有限。

除夕中午上坟祭祖，傍晚放鞭炮，夜里一家

人围坐于油灯之下，一边包饺子一边守岁。守岁，

就是把夜坐穿，彻夜不眠。据说守岁时间越长，寿

数越高。但多数人苦熬到半夜，已难以支撑，于是

不管不顾地倒炕酣睡。

大年初一，公鸡刚刚打鸣，村里便零星地响

起了鞭炮声。孩子们闻声而起，穿戴新衣，女孩像

燕雀一样地飞来飞去，男孩像篮球一样蹦来蹦

去，敲开这家的家门，显摆一下新衣；磨蹭在那家

的炕沿，讨得一颗糖吃。

天刚放亮，就吃早饭。过年饭食的丰盛，主要

体现于早餐。凉菜热菜，悉数端上了矮桌，平时滴

酒不沾的人，此时也要强迫自己喝上三两杯。饭

后，晚辈出外，拜望本族的长辈；长辈则留守家

中，静候本族的晚辈来拜望。拜者一跨入大门，就

跪在了院子，嘴里“三爷三婆”或“六大六娘”地叫

着，然后就是“孙子侄子给您拜年了”之类。连磕

三个头后，起身掸衣，退出大门而去。

新嫁入本族的新媳妇，则要被小姑子或妯娌

引领着，在本族的这家出那家入，谓之曰“认门”。

本户族的人，对此早已有所准备，要么取出一双

袜子相送，要么拿出一方手绢相赠。

晚饭不很讲究，或挂面，或饺子，或米饭炒

菜。饭后，从家里走出来在村里闲逛，却很有可能

参与一场狂欢。上一年，谁家若生出了“带把娃”

（男孩），称其有“天喜”。“天喜”含两重意思，一指

天大的喜事，二指喜从天降。有了“天喜”，就要借

机寻欢作乐一番，以为过年助兴。牵来一头牛，众人

哄笑着，纷纷伸出手，齐心协力地把“带把娃”的

爷爷或奶奶抬起来，架于牛背，逼其骑牛。踢牛一

脚，或抽牛一鞭，牛就狂躁地蹦跳，骑牛者被颠得

东倒西歪。更有好事者，去某家的灶头，手抓一把

黑灰，跳起来，将其涂抹于骑牛者的脸上，骑牛者

瞬间就变成了大花脸，惹得观者大笑不止。

初二到初十，是漫长的拜年时段。先舅家，

后岳父家，再姑姑姨姨家，次序不能错乱，礼物

亦轻重有别。而初十之前，每天都有禁忌，今天

不能动针，明天不能动土，后天不能吵架。尤其

是初七，谓之“人七日”，这天晚上，全家人，尤其

是孩子，个个要吃一碗又长又细的“拉魂面”，以

防止魂被丢掉……直到龙抬头的二月二，过年

才算真正结束。

时势更替，关中也好，全国各地也罢，过年的

习俗难免会遭到删繁就简或偷梁换柱。但无论怎

样变化，民俗文化的整体框架不会倒塌，过年在

国人心目中的分量不会减弱，春节作为中华民俗

文化标志性的符号不会消失。过年，是华夏子孙

的精神故乡，凝聚着国人的根脉认同和文化归

属，更寄托着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憧憬。

姻安黎

春夜是温馨的

花灯在古城墙上绽放

讲述着那厚重的历史

重返那灿烂如花的时刻

赏窗外璀璨的夜景

感慨时光流逝

总想把春的气息屏住

春夜是浪漫的

鸭子在护城河里畅游

传播着那源远的文明

汇聚那厚德载物的力量

品盏内香甜的茗茶

感念岁月蹉跎

总想把春的味道永存

春夜是清新的

虫鸟在钟鼓楼上欢唱

播放着那悠扬的音乐

聆听那浑厚清脆的魅力

叙心间珍藏的友情

追寻逝去年华

总想把春的祝福散开

春夜是迷人的

游人在大雁塔旁驻足

赏析那向往的古迹

回放那泱泱中华的盛况

想人生永恒的追求

感念耕耘付出

总想把春的美好定格

姻张庚元

诗歌欣赏

瘦朗的爷爷

是按照自己腰的形状

做犁

按照梁柱的标准

做人

十里八乡无人不晓

爷爷去世时

弯的腰身直溜了

直挺挺和他生前

锯解过的木材一样

爷爷的墓地

一条上山小路弯曲得像羊肠一般

而怀念的思绪伸向天穹

直插云霄

木材的根桩被挖掘曝晒

星光和黄土地是他生命的记事本

更是他赖以生存的本真

占领着我生命的两极

对峙交融化为我活着的养分

然而当曙色隐去犬吠和鸡鸣

河槽的绿苔已爬上岁月不灭的川流

唯有深根恒久旷日

当黑暗敞开

门前的溪流

是天空嵌入大地的一扇窗

姻卫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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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张大川
捕捉着泥土芬芳的颜色

感受着鲜花盛开的温度

翠绿的思维

在大地回春的季节

凝聚成田野迷人的景致

岁月如歌

春意阑珊

化茧成蝶

潺潺流水

美妙的田野

仿佛人间仙境

遍地花香鸟语

粉嫩桃花

杏白萼香

醉了田埂

醉了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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