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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八就是年”这句话真不是随便说
的，尤其是在家乡，自腊八开始每天都有讲
究，今天干啥明天干啥，老祖宗已安排好了。
比如“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唤媳妇，没有媳
妇铡草喂头牯”。扫尘土这件事只能在腊月
廿五做。

扫尘土，我老家的土话叫扫挂，大扫除基
本上每年就这一次，所以，尘土都在窑壁上一
絮一絮地垂挂着，所以叫扫挂。有人会纳闷，
为何尘土都一絮一絮挂在窑壁上了还不随时
清理，一定要等到腊月廿五才扫除呢？因为，
在平时的日子里，老百姓视垂挂的尘絮为钱
串子，窑壁上垂挂的尘絮越多越吉利。

我小时候生活的窑洞里，尘絮就挂了很
多，当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筛进窑洞时，一絮
絮的尘挂闪着很亮很亮的光，既神秘又壮
观。神秘体现在，尘土居然能积攒成絮状，而
不是均匀地铺陈于窑壁上。其原因是不可解
的，所以视为神秘莫测，老百姓说是钱串子也
不无道理。说壮观主要是尘絮众多，有长有
短，分布不均，就像溶洞里面的钟乳石，只是
型号细小而已。

这些尘絮不管寄予何等寓意，在腊月廿
五必须统统清除掉，不能拖延，就像积攒了一
年的财富要集中收割一般。

廿五一大早，不管天气好坏，大人小孩都
要早早起来，开始收拾家当。把能搬动的坛
坛罐罐小心翼翼地从窑洞里搬出来，轻轻地
放在院子里，被褥铺盖也要码放在一隅。平
时根本看不出来家里有这么多的东西，几乎
堆了半个院子。窑洞一下子显得空空荡荡，
说话能听到明显的回音。

女主人用毛巾裹了头发开始拿笤帚在犄
角旮旯里挨着扫除。常言道，扫帚不到，灰尘
照例不会跑掉。那是一定要让灰尘跑掉的。
墙壁上的尘絮在“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雷霆行
动中纷纷坠落。打扫完屋子以后，再把搬到
院子里的坛坛罐罐仔仔细细地擦拭，一遍又
一遍。女人心细，又爱干净，擦拭这些东西就
像收藏家在把玩心爱的藏品。那些黑色的斗
罐擦拭后显得特别亮，散发着黑釉的光泽；陶
罐发灰色，虽无斗罐之光泽，但是因年代久
远，透着历史的沧桑感。

斗罐是指比较大的那种，里面装面粉，白

面、玉米面、豆面等；坛子比较小，一般装豆
类，比如白豆、黄豆、花豆等。我家之所以坛
坛罐罐多，是因为父亲在佛儿崖供销社工作
时，旁边有一家陶瓷厂。他没事时就到陶瓷
厂和工人师傅们玩，只要有新产品出炉，遇到
喜欢的就按出厂价买一些挑回家。几十里山
路，上百斤的担子，晃晃悠悠就挑回来了，父
亲年轻时也是好体力。那时，我们刚刚搬进
新家不久，这些好看的坛坛罐罐便像神仙一
般罗列在窑洞的柜子上。

扫挂，除了把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外，还
要清理土炕的巷道和烟囱。农村的窑洞都盘
着土炕，一面土炕一般要占据整个窑洞的一
半面积。土炕应该说是古人的一大发明。其
功能虽然是休息睡觉之用，里面却大有文章，
它是灶台烟火的必经之地。灶火从炉膛出
发，沿着土炕里面密密麻麻的巷道一路奔袭，
最后爬出烟囱，汇入高阔的蓝天，化作一团白
云悠然飘去。

灶火的烟离开炉膛时是有温度的，而且
温度很高，从土炕里面经过时会把土炕上那
层不太厚的土坯烤得很热很热。冬天，天寒
地冻、滴水成冰之际，回到家第一件事便是脱
鞋上炕，坐在炕头上，瞬间便能体会到屁股下
面的温暖，那种热就像电流瞬间传遍全身。
夏天的土炕是凉的，因为屋里的灶台不再使
用，而是使用院子里的窗炉子——这种炉子
一般是靠窗户盘的，故名。

土炕里面的巷道和隐藏在墙里的烟道，
在腊月廿五也需要清理，这种粗活就是男人
的事了。一个人站在窑顶上，把绳子从烟道
放下去，土炕靠近烟道的地方有个口，专供平
时掏灰和引火所用。烟道放下来的绳子绑上
一根酸枣刺，上面的人用力往上拽，酸枣刺就
会从烟道轻轻划过，积攒了一年的尘垢纷纷
掉落，烟道便畅通无阻了。土炕里面的巷道
不一定每年清理，因为要把土炕上面的土坯
揭开才能操作，难度比较大，三五年清理一次
也是好的。

从一大早忙到天黑，一整天的忙碌之后，
一家人疲惫地坐在土炕上，看到所有的坛坛
罐罐各归其位，家里亮亮堂堂焕然一新，每个
人的脸上都荡漾着难得的喜悦之色。离过年
又近了一天，年味越来越浓了。

感谢古人的智慧，创造了一个个美好的
节日。在日复一日的时间河流里，节日就像
一个个停泊的码头。人们徜徉其间，体味某
种特定的情景，把情绪调到兴奋的波段，使平
淡的日子有了起伏、律动。

春节是最大、最喜庆的节日，是所有中华
儿女聚集的码头。而小年，是春节的序曲、思
念的引线，让我们在兴奋或者疲惫地奔赴春
节之前，不妨放慢脚步，轻轻遇见。

小年奏起春节的序曲，勾起思念的长线，
把团圆升华为主题，牵引着游子归家的方

向。擦窗除尘的忙碌声里，夹杂着平淡
幸福的家常。浓浓的快乐，填上真心便
化成了灶糖。

小年，是一个在烟火气里欢欢喜喜

盼人归、洒扫除尘迎新年的美好节日。小年
是整个春节喜庆活动的开始和伏笔，是盛大
春节的序幕和开端。

小年开始，家家户户都要打扫房屋，清洗
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掸拂尘垢蛛网。北
方称为“扫房”，南方也叫“掸尘”。因“尘”与

“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含义。
除了家里要焕然一新外，每个家庭成员都要
洗浴、理发，蕴含着褪去过往的晦气、开启新
年吉祥顺利的愿景。

小年也被称为“交年节”“灶神节”“祭灶
节”，是整个春节的序曲。南北各地的小年虽
日期不同，但它的意义是一样的，即春节要来
了，人们提前备年货、打扫卫生、祭灶，以此表
达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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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宛如一本用悠悠岁月细细装订、以
深厚文化作墨、将浓烈亲情精心作序的线装
书。当新春的第一缕曙光温柔地洒向大地，这
本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之书，便在我们眼前
缓缓翻开，展现出无尽的精彩与温情。

封面，无疑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民俗画卷。
那鲜艳浓烈的大红色纸张，恰似燃烧的火焰，
点燃了人们心中对新春的热情与期待。烫金
的“福”字在封面上熠熠生辉，不仅照亮了人们
心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传递着吉祥如意的
美好祝福。门边张贴的春联，对仗工整，笔锋
刚劲有力，或飘逸洒脱，每一笔都饱含着书写
者的心意。再看那高高悬挂在屋檐下的大红
灯笼，散发着温暖而祥和的光芒，吸引着我们
迫不及待地走进书里那个充满魅力的世界。

轻轻翻开扉页，一场盛大而温馨的家族聚
会便跃然眼前。一家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饭
桌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道道精心烹制的
菜肴摆满了桌面，每一道都饱含着家的味道。
长辈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讲述着过去一
年的点点滴滴。孩子们则在一旁嬉笑玩耍，为
这温馨的画面增添了几分活泼与灵动。这顿
饭是亲情的纽带，将一家人紧紧相连，成为这
本书中最温暖、最动人的篇章。

继续往后翻阅，热闹非凡的庙会呈现在我
们的视野中。庙会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宛
如一片欢乐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各种美食
的香气，糖画、糖葫芦、烤红薯……每一种都能
勾起人们童年的美好回忆。街头艺人的精彩
表演，舞龙舞狮、杂技魔术，引得观众阵阵喝
彩。那翻腾的巨龙、跳跃的狮子，犹如书中灵
动的插画，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庙会，
是民间文化的大舞台，也是这本书中最具烟火
气的章节。

书中的文字，是古老的传说与习俗。大年
夜守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
初一拜年，晚辈们向长辈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传承着尊老爱幼的美德；初五迎财神，人们燃
起鞭炮，迎接财神的到来；正月十五闹元宵，吃
元宵、赏花灯、猜灯谜，热闹非凡，寓意着团圆
美满。每一个习俗都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与
期望。它们像一根无形的线，将一代又一代的
中国人串连起来，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
因。就像线装书的装订线，虽纤细却坚韧，让
整本书浑然一体。

春节，这本线装的书，记录着我们的过去，
承载着我们的现在，也预示着我们的未来。无
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身处何方，只要春节来
临，我们便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归属感和力量。
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宝库，是我们心灵的栖
息之所。让我们用心去珍藏这本线装书，让
它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春节是本线装书春节是本线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