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颗糖

上高中以后，每天上学放学，我坐一辆合租的

出租车回家。

第一天坐车，看见里面都是素不相识的人，我

默默叹了口气，这太糟糕了，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

何一个，而他们却早就互相认识。我从他们的对

话中得知，原来初中他们就是同学。一辆车上，一

半热闹欢天，一半压抑沉默。我用羡慕的目光望

向他们，但又很快偏了头，怕被发觉。

我旁边那个女孩或许是意识到了我的尴尬处

境，默默地递给我一块糖，看我不接，一下塞在我

的手里，推开车门走了。我透过车窗看到她步履

轻快地回了家，她身后书包上的草莓挂件一晃一

晃的。我张开手，手心里是一颗用精致的糖纸包

着的，一颗草莓味的糖。

我默默地看了一下手里的一块糖，记住了这

个女孩。到现在这块糖一直被我收藏着，不舍得

撕开。

冷风中的男孩

今天的天气很冷，坐到车上我不禁打了个寒

噤，下意识地往围巾里面缩，因为来得够早，车里

只有我。我看向窗外，路灯照着清冷的大街。

在这个时间段，我常常会胡思乱想，长大了要

做些什么呢？表姐自己一个人在大城市太酷了。

夏天的时候街上应该会有很多人吧？……直到车

门被再次打开，我才回过神。车开到半路时，一名

交警拦住了我们，检查是否超员。“多一个人。”交

警说。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悬了起来，果然，我们的

车被迫停到了路边，车内叽叽喳喳吵得让人心烦，

我皱了皱眉，看向窗外，司机在与交警谈话，也不

知道怎么样了。

这时一个男孩打开车门下去了，司机上车把

我们送回了家里，凛冽的风呼呼地吹着，地上的雪

被带走一片。这么恶劣的天气，还好有路灯，不然

他会摔倒吧，就这样发了一会儿呆，我看到我家超

市的牌子亮了，发出暖黄色的光，到家了。

第二天坐在车上，我环顾四周，他不在，后来

再也没有看见他，也没有人说起这件事。

超级西瓜

我边吃西瓜边看电视，电视上农民种的西瓜

又大又好，我不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也种个西瓜

吧，这样以后就不用买了，而且自己种的西瓜熟

了，一定很有成就感。

这件事得到了我妈的支持，为此她还特意赞

助我一个盆和一盆土，我用勺子在土里挖了个洞，

把西瓜籽埋上，又把土盖好，按了按，最后在厨房

拿出个杯子接上水浇在它上面，大功告成。

自从种了西瓜，每天放学回家，我的第一件事

情不是换鞋，而是噔噔噔地跑过去看我的西瓜，每

当这时，我妈总会特别生气，大喊“你又不脱鞋！

结西瓜早着呢，你着什么急？”我一边应着“我知道

了，知道了”，一边想着我种的那个西瓜一定是最

大的，我才不相信它会秋天成熟，这一定是个超级

大瓜。

就这样，每天放学我都会先看西瓜，但它一直

没有发芽，直到有一天我找作业的时候看到了一

根细长的芽儿，我激动坏了，抱着花盆在家里乱

窜，直到撞到我妈身上，挨了一顿骂，这才消停。

没想到我几天没有看它，它自己竟然发芽了，

这可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之后芽儿越来越

尖，直到我发现它似乎偏离了路线，不由担心它是

不是变异了，难道是新型西瓜被我种出来了？于

是匆匆忙忙地找到我妈，让她看看，没想到她一下

笑出了声，说这是一根草，我愣了一下，不太相信，

抱着盆看了又看，最后失望地把它放在桌子上，躺

在床上，试图忘掉这件事。

过了几天，我妈用这个盆栽了海棠花，海棠花

很艳丽，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直到我默默走到

海棠花面前，盯着它想起了之前的那根草。

或 许 让 这 根

草继续生长是对

的，毕竟所有东西

都有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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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调味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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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甫降，流光溢彩的道旁树，华灯璀

璨的建筑物，排列整齐的路灯，到处张灯结

彩，披上节日的盛装。小区的绿化带、灌木

丛都闪烁着五彩斑斓的灯光，像星星眨眼，

如梦幻一般。一盏盏红通通的大灯笼，挂

在门口，更是把节日的气氛烘托到极致！

忽然亮光一闪，远处有一朵耀眼的大

花开放在城市的夜空，接着传来一声脆

响。这一开头，四面八方，远远近近，一个

个烟花接二连三地燃放起来！一道道火光

升腾，一朵朵烟花绽放，到处都是噼里啪啦

的响声。漆黑的夜空被照亮，天上的星星

瞬间失色。闪烁的亮光里弥漫着蓝色的烟

雾，空气里都是烟花爆竹的味道——这浓

浓的年味儿。人们带着对新年的期盼和憧

憬，那愉悦的心情，随着升起的烟花，一同

绽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让那渐起的东风，把寒意吹落，让梦想起

飞！让这火树银花，开启又一个崭新的春

天。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小时候，我们总是选择腊月十六这一天打

扫卫生，好像是一种仪式，叫做扫房。清理

了土房子里的灰尘蛛网，撕下墙上熏得发

黄的旧报纸，再糊上新的。晚上空闲下来，

我们开始糊屋子。点起明亮的蜡烛，热乎

乎的火炕上，火盆里满满的炭火，发出红红

的光，屋子里格外温馨。父亲是个多面手，

他糊墙的技术也堪称一流。只见他用手指

轻轻一点，就捏起了一张刷满浆糊的白纸，

正正当当地粘贴到合适的地方，顺势拿起

嘴上叼着的鬃毛刷子，一左一右，一刷一

抹。那张白纸就严丝合缝、服服帖帖地糊

在墙上了。刷了浆糊变得又沉又软的一张

白纸，被他拿捏起来，得心应手。绝对没有

一个褶皱，也没有一道裂纹！特别是糊顶

棚的时候，他要站在凳子上，仰头抬手才能

够到，那难度更是加大了许多。

往纸上刷浆糊是我的工作。父亲告诉

我，用面粉打成的浆糊，不能太糨也不能太

稀，要刷得均匀，特别是边缘部分，更要刷

好。等到全部糊完，在炭火的烘烤下，过一

两个小时，墙上的白纸慢慢晾干，那颜色就

雪白雪白的了！整个房间顿时敞亮起来，

焕然一新。当然这是年景较好的时候，才

舍得买白纸糊屋子的。大多数时候，我们

都是用买来的报纸。小商店里卖的旧报纸

比较便宜，糊墙的效果虽然黑一些，也有新

鲜的感觉。刚上小学的我们，识不了几个

字。虽然是积压的旧报纸，那上面的文字

和图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新鲜的。我们

经常用小手指着看，磕磕绊绊地读，不认识

的就问。父亲是老师，他不忙的时候，也给

我们读一读。这糊在墙上的旧报纸，也是

我们那时候用来识字的启蒙读物。

贴年画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贴上几

张色彩鲜艳、图案吉祥的年画，更增添了节

日的喜庆气氛，也起到了装饰的作用，让我

们的土房子里看起来更加美观。年画早就

买回来了，每一张我都非常喜欢，我盼着快

点贴在墙上。母亲说，过年那天再贴吧，贴

早了到时候就看不出新鲜了。过年那天，

早饭后我们开始贴年画，年画的内容每年

都不一样，但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年画

中一定有毛主席画像。毛主席和其他伟人

画像要贴到墙正中的高处，表达人们对他

们的崇敬之情。父亲站在凳子上贴画，我

仰起头帮着看贴得正不正当。我总感觉毛

主席他老人家那慈祥的目光总是在看着

我，无论我站在哪个角度，他都会看着我。

那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东方红”这首歌

曲。母亲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我

们就懂得了热爱毛主席，喜欢看毛主席画

像，衣服上也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心里怀着

朴素而真挚的爱戴领袖的感情。火炕两边

的墙上一般要贴一个大胖娃娃，那娃娃怀

里抱着一条大鲤鱼，上边还写着“连年有

余”几个字，这些年画都有着吉祥美好的寓

意。也有几张条幅似的年画，一般是四张

连起来，讲述一个古代神话或者民间故

事。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贴的是“柳毅传

书”。这样故事性强的年画，是我们最喜欢

看的，只要回到家里，总要去看看。那时

候，我能认识的那几个字，都是从年画或者

糊屋子用的旧报纸上面学会的。几张图文

并茂、色彩鲜艳的年画，也是对我们热爱传

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就这样，我们在这一

年里，都可以看到这些年画，也经常掸去上

面的灰尘，直到第二年过年的时候，再换新

的。

有一首童谣说：“过年了，丫头要花，小

子要炮，老头子要顶新毡帽，老婆子要个新

裹脚。”带着“裹脚”两个字，看来流传已经

相当久远。我们最快乐的当然还是放鞭

炮，过年了，每个男孩子会得到一挂属于自

己的一百或者两百响的小鞭炮，自由支配，

不受管束。谁舍得一次放完呢？小心地拆

下几个，装在兜里出去玩。只有到了大年

夜，家家户户才比赛似的，争先恐后地放几

个双响炮，再放一挂几百响或者一千响的

鞭炮。有的人家大晚上就开始了，那一串

鞭炮声告诉全村人，我们开始煮饺子了，我

们抢在了前头！接着就有很多跟随者，此

起彼伏地放起来。父亲说，我们不忙，等三

星打横再说，要不叫什么守岁呢？我们出

去看，天上的三星到了头顶了。父亲用香

烟点燃一串长长的鞭炮，于是院子里就响

起了鞭炮声，满院都是爆炸的火花，烟雾腾

腾。等到放完鞭炮，母亲也煮好了饺子，我

们一家人就团团围坐，开始了除旧迎新的

晚餐。

时光匆匆，无痕的脚印走出了沧海桑

田，走出了时代的变迁。现在，人们的生活

水平大幅提高，许多人都在酒店里预定了

年夜宴席，年夜饭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鱼

大肉，外出订餐和购买预制半成品成为新

趋势，更加注重健康和营养均衡。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过年方式正

在逐渐演变，这些方式不仅反映了社会的

变迁，也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人群的需

求。比如年货网购，智能除尘，异地过年。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给人们的过节方式提供

了无限可能。旅游过年更是一种不同于传

统的过年方式，人们可以选择前往不同的

地方庆祝新年，享受当地的新年活动，这种

方式既放松又充满乐趣。

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欢度新年的方式，

花样有翻新，亲情不打烊。云拜年祝福不

缺席。网络拜年通过视频连线或录制短视

频的方式，让身处异地的亲友也能相互拜

年，既方便又富有创意。

冬至已至，阴气已极，阳气始生，春天

就要来了。春风送暖入屠苏，正是春冬交

替的时节，一切都是新的起点，新的发展。

除旧迎新，就是要除去不如人意的旧，迎接

期待已久的新！把那些不愉快的心情，像

垃圾一样抛弃；让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在

不远处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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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 竹 声 中 一 岁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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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华夏大地的北疆，有一片如梦

幻诗篇般展开的土地 —— 克什克腾旗达

日罕乌拉苏木。这里，天似穹庐，笼盖四

野，碧草连天与湛蓝苍穹在天际相拥，悠

悠白云仿若触手可及，仿若一幅徐徐铺展

的巨型画卷，绘尽了草原的壮美与柔情。

而每当骆驼文化节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

吹响，一场人与自然共谱的华丽乐章便轰

然奏响，将草原的魅力、民族的风情与岁

月的传承演绎得淋漓尽致，其中，那底蕴

深厚的驼文化更是熠熠生辉，贯穿始终。

晨曦初露，第一缕微光轻柔地拨开草

原的晨雾，洒在错落有致的蒙古包上，为

它们勾勒出金色的轮廓。远处，成群的骆

驼宛如移动的沙丘，身姿巍峨，在金色的

光辉中踱步而来。它们迈着沉稳的步伐，

每一步都似踏在大地的心跳之上，背上双

峰高耸，如同承载着这片天地的岁月沧桑

与希望。这些“沙漠之舟”，此刻在草原上

安了家，成了克什克腾旗独特的风景线，

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与繁荣。仔细瞧

去，骆驼们的眼神温顺而坚毅，长长的睫

毛在晨光中闪烁，仿佛藏着对这片草原数

不尽的故事。它们的皮毛，或深棕，或浅

黄，在微风中轻轻抖动，犹如大地赋予的

天然铠甲，历经风雨磨砺，愈发显得厚重。

牧民们与骆驼之间，有着一种难以言

喻的深厚情感纽带。自幼，孩子们便在骆

驼身旁嬉戏玩耍，骆驼就像他们最亲近的

守护者。当孩子蹒跚学步时，骆驼会低下

头，用柔软的鼻子轻轻触碰，给予鼓励；夏

日炎炎，骆驼会用庞大的身躯为牧民遮挡

骄阳；寒冬腊月，它们又以自身的体温，为

人们驱散寒意。在漫长的迁徙岁月里，骆

驼更是牧民们最忠诚的伙伴，驮着沉重的

行囊，一步一个脚印，穿越茫茫草原，寻找

新的生机。这种生死相依的情谊，历经几

代人传承，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之

中。

随着人群的聚集，祭火仪式在一片庄

严肃穆中开启。熊熊烈火在空旷的场地

中央跳跃而起，那火焰仿若通天彻地的神

灵使者，炽热而神圣。身着传统服饰的蒙

古族老者，手持盛满奶酒的银碗，迈着庄

重的步伐走向火堆。奶酒在晨光下闪烁

着温润的光泽，随着老者的手轻轻扬起，

洒向火焰，瞬间被火苗吞噬，化作缕缕青

烟，袅袅升腾，仿若带着人间的祈愿直抵

苍穹。周围的人们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

词，虔诚地向火神诉说着感恩与期许。在

蒙古族的信仰里，火是生命的起始，是家

园的守护者，它驱散黑暗，带来温暖，庇佑

着草原儿女岁岁安康、牛羊肥壮。而骆驼

们，此刻也静静地伫立在不远处，仿若它

们也能感知这份庄重，它们的身影在火光

的映照下，更添几分神秘与肃穆。这祭火

仪式，不仅仅是对古老传统的坚守，更是

人与自然间一场无声却深沉的对话，人们

敬畏着火的力量，感恩大自然的馈赠，在

火焰的映照下，心灵得到净化，灵魂与这

片草原愈发紧密相连。

紧邻祭火仪式场地的，是非遗文化习

俗展览区，仿若一座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宝

库，静静散发着历史的光辉。在这里，驼

文化的印记随处可见。精美的驼骨雕刻

令人惊叹不已，工匠们以骆驼的骨骼为原

料，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将其雕琢成形态

各异的艺术品。有的刻成灵动的飞鸟，仿

佛下一秒就要振翅高飞；有的雕成奔腾的

骏马，与骆驼遥相呼应，展现着草原的蓬

勃活力。每一件雕刻作品，都倾注了工匠

们对骆驼深深的敬意与热爱，它们是驼文

化与艺术完美融合的结晶。还有用骆驼

毛编织而成的毛毯、挂毯，触手柔软，保暖

性能极佳。牧民们利用闲暇时光，将骆驼

脱落的毛收集起来，经过多道工序，捻成

毛线，再一针一线编织出饱含心血的织

物。这些织物上，常常织有骆驼的图案，

或是骆驼在沙漠中行走的坚毅身影，或是

骆驼与牧民相依相伴的温馨场景，每一道

纹路都诉说着人与骆驼之间的故事，让人

在触摸间，便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草原深处

的温暖与深情。漫步其中，仿若穿越时

空，触摸到了蒙古族千百年的历史脉络，

感受到了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每一

件展品都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见证，是草原

赋予人们灵感与创造力的明证。

冬日的寒风，未曾削减草原的热情，

反而为那达慕大会增添了几分豪迈与激

昂。搏克赛场内，壮汉们身着传统摔跤

服，腰间系着宽厚的腰带，威风凛凛地步

入场地。他们目光如炬，凝视对手，仿若

草原上对峙的苍狼，每一寸肌肉都紧绷着

力量。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两人瞬间扭抱

在一起，展开激烈角逐。他们或使绊子，

或用巧劲，脚步挪移间扬起尘土，观众的

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仿若汹涌的浪潮，

一波接着一波。这不仅仅是一场力量的

较量，更是勇气与智慧的博弈，胜者仰天

长啸，尽显英雄本色，败者亦不气馁，拱手

致敬，展现出草原儿女豁达的胸怀。而在

赛场边，骆驼们也像是热情的观众，偶尔

发出低沉的吼声，仿佛在为选手们加油鼓

劲，它们的存在，让这场竞技多了几分别

样的生机与趣味。在这方赛场上，人与自

然赋予的力量得以尽情释放，人类以最原

始、最热血的方式，向天地宣告着生命的

顽强与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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