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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车轮，一刻不停，昼夜交替，平稳地
驶过了繁花似锦、芳香弥漫的春日；穿越了炽
热如炭、烈日炎炎的夏日；经历了硕果累累、香
气扑鼻的秋收季节，最终毫无悬念地抵达了令
我既期待又畏惧的冬季。

冬至、小寒、大寒，新年的步伐，正一步步
临近。偶尔，耳边会响起周围人的感慨：时间
真是飞快，一眨眼又到了年末，又要过年了！

步入中年，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一年
的增长都让我更加怀念儿时过年的那份纯真
与期待。那时候，家境贫寒，美食和新衣只在
过年时才能享受到。于是，从腊月中下旬开
始，直到正月十五，我总是沉浸在无尽的欢乐
与幸福之中。

午后，沐浴在阳光下的我，躺靠在藤椅中，
全身都被温暖包裹。耳边传来村中某户人家
燃放的鞭炮声，这声音仿佛将我带回了那个遥
远而又清晰的过年场景。

每当腊月中下旬来临，那些在外务工、求
学、经商的闽清人，都会带着满满的年货，从全
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到承载他们所有爱与温
暖的港湾——家。闽清人称之为“转年”。而
留在家中的人们，则会选择一个单日进行全面
的大扫除，这个习俗被称为“扫堂”或“筅堂”，
寓意着扫除旧年的不顺，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每逢“扫堂”之日，我与妹妹便与父亲一同
协力，将家中几乎所有可移动的桌椅板凳，乃
至床板，悉数移至户外阳光之下。尽管这些家
具显得陈旧且略带破损，但丝毫不减我们对于
辞旧迎新这一传统习俗的虔诚之心。我与妹
妹先是使用晒干后剥皮的老丝瓜瓤，蘸取溶解
的洗衣粉水，细致入微地擦拭每一件家具，而
后以清水洗净。父亲则手持绑有竹棍的扫帚，
彻底清扫室内外的每一寸墙壁、每一个角落，
以及天花板上的蛛网与浮尘。最后，所有门窗
亦被擦拭得一尘不染。一整天的辛劳虽繁重，
却未感疲惫。望着焕然一新的家，心中涌起一
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满足，仿佛完成了一项至
关重要的使命。

在闽清地区，新年美食与风俗同样丰富多

彩。每年农历十二月廿四日，即为闽清的小年
夜，也是祭灶节。此夜，闽清人会举行祭灶仪
式，将预先准备的灶糖、灶饼、新鲜水果与素菜
等供品，敬献给“灶神爷爷”。人们希望通过这
些甜蜜的食物粘住“灶神”的口舌，祈愿他在天
宫之上多说好话，在人间之下保佑平安。

过完小年，闽清人便着手制作一种过年必
备的美食——白粿。这道美食的制作过程颇
为讲究，首先选用上等的粳米，经过细致的清
洗和充分地浸泡，然后通过蒸煮使其变得柔
软。接下来，使用专门的机器将煮好的米绞成
条状，再精心地将其分成大小均匀的团子。这
些团子会被放入刻有精美图案的专用模具中，
通过按压形成一块块圆润的饼状。最后，五块
一沓地叠放整齐，既美观又便于保存。白粿不
仅煎、炸、炒皆宜，而且口感香弹，耐保存，可以
一直保存到清明节。

年糕，同样是闽清人过年不可或缺的美食
之一，其种类繁多，包括红年糕、白年糕、萝卜
丝年糕、芋头丝年糕等。年糕的名字寓意着

“年高”，象征着财富的增长、事业的步步高升
以及生活的甜蜜美满。

我特别怀念父亲亲手制作的花生红糖年
糕，那种香甜、软糯且富有嚼劲的口感，让人每
吃一口都唇齿留香。小时候，我常常忍不住偷
偷切一块来品尝，天真地以为只要切得少一
点，父亲就不会发现。长大后我才明白，其实
父亲并不是没有察觉到我的小动作，只是因为
在过年这个特殊的时期，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
能尽情享受美味，所以他选择了宽容和理解。

芋粿，似乎只在福州地区，尤其是闽清，作
为过年时的一种特色小吃而存在。它的制作
方法独特，将芋头擦成细丝后与米浆混合，再
加入诸如紫菜、五花肉、海蛎等丰富的配料，最
后蒸熟。芋粿可以煎炸，外皮酥脆，内里滑嫩，
层次分明，令人回味无穷。每年的农历八月十
五中秋节，除了传统的月饼，芋粿也是闽清人
必不可少的美食。在街头巷尾的早餐摊上，也
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

八珍全番鸭汤，是闽清地地道道的一道美

食。每逢年节，宴请亲朋，站在十几米外，便能
嗅到鸭肉与中药材混合后独有的清香，诱惑着
人们的味蕾蠢蠢欲动。特别是在正月，无论是
亲朋好友串门拜年，还是外嫁女回娘家，吃点
心时，都会在线面里浇上全番鸭汤，增添年味。

为了过年能享用这道美味的全番鸭汤，进
入农历八月后，住在农村的闽清人几乎家家户
户都要养上几只全番鸭。有些村民甚至在农
历六月份就开始饲养，只为过年时吃到的鸭肉
更加香甜、紧实。而那些住在城里或长期在外
无法饲养鸭子的闽清人，则通过购买或请亲朋
代养的方式，确保自己和家人在过年期间能够
品尝到这道佳肴。

闽清县的过年习俗丰富多彩，体现了闽清
地区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们对新一年的期望
与祝福。除了花样繁多的美食外，许多传统活
动和节目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农历十二月中下旬至除夕之前，晚辈需
要给长辈送年礼，表达尊敬和祝福。长辈则会
给未成家的晚辈们包红包，表达他们对晚辈的
疼爱。

在门扉上，贴上红艳艳的春联，高高挂起
象征着团圆与希望的红灯笼，仿佛一瞬间，整
个家都焕发出新的生机，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这是闽清人传承多年的春节习俗，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然而，对于二十二
岁之前一直在教堂租房度日，而后又不幸成为
盲人的我来说，这份亲手参与的喜悦却始终未
能体验。每当回忆起那些热闹的场景，心中总
会涌起一丝淡淡的遗憾。

除夕这一天，当午后的阳光渐渐西斜，家
家户户的厨房里便弥漫出各种美食的香气，
煎、炒、烹、炸，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对新年的
期待。随着夜幕降临，鞭炮声此起彼伏，宣告
着年夜饭的开始。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佳
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滴。饭
后，全家人依次沐浴更衣，准备迎接新的一
年。而勤劳的主妇们则抓紧时间完成最后的
清洁工作，确保家中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
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春的到来。

待到夜晚八点，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
一边品尝着美味的零食，一边欣赏着精彩的春
晚节目。欢声笑语中，大家相互分享着过去一
年的收获与未来的憧憬，温馨而又充满希望。
临近午夜，当钟声即将敲响，鞭炮与烟花再次
响起，照亮了夜空，也点亮了每个人心中的希
望之光。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共同祈
愿，新的一年能够带来更多的幸福与安康。

在农历新年首日，我们遵循传统习俗，不
外出拜年。早餐后，全家欢聚一堂，一同前往
祖祠、庙宇或公园等地方游玩，享受这难得的
团聚时光。这一天，家庭主妇们只需负责一日
三餐，无需打扫卫生、洗衣或其他体力劳动，确
保新年的第一天充满欢乐与轻松。

从第二天起，亲朋好友之间的拜访和聚会
便开始了。对于家中有已婚女儿的家庭，父母
通常会留在家中，热切期待女儿和女婿的来
访。特别是对于去年刚刚出嫁的女儿来说，这
一天尤为特别，家人会精心准备丰盛的宴席，
以表达对新女婿的热情欢迎。

在农历正月十五，我们迎来了充满欢乐与
祥和的元宵节。这一天，闽清各地都会举行盛
大的游神活动，这一传统习俗又被称为“迎元
宵”。除了庄重的游神仪式，人们还会参与各
种热闹非凡的娱乐活动，如踩街、舞龙、舞狮
等，这些活动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也
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而在福州，正月廿九日则是一个特别的日
子——“拗九节”，这是当地独有的一个节日，
也被亲切地称为“孝顺节”。为了庆祝这个节
日，闽清地区的居民们会提前一晚精心准备，
将花生、红枣、红豆、莲子等多种食材浸泡好，
待到第二天清晨，再把这些食材与糯米一同熬
煮成一碗香甜可口的“拗九粥”，这碗粥在当地
又被称作“百宝粥”，寓意着孝顺与健康。通过
这样的方式，人们不仅表达了对长辈的尊敬与
关爱，也传递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

这些记忆如同一幅幅温馨的画面，深深地
烙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
财富。

我 心 中 的 过 年
○ 郭小玲

春节与元旦挤在同
一个月，让我切实感觉
到了新年是农历年的序
曲。进入一月份，就分
明的感觉到了年味，红
拉拉的道旗与灯笼，熙
熙攘攘的人群，处处充
满“ 忙 ”的 状 态 ，给 了

“年”一股紧张味。
明显地，这一月份，

工作特别充实。各级各
类工作会议密集召开，
总结好去年，制定好计
划，大家争先恐后地拉
开新序幕。“开门红”“起
点即赛点”、迈好开春第
一步、好的开局等于成
功的一半……多少好词
好句，都集中在这个节
点。更关键的是，许多
差点就圆满的工作，定
然要跳一跳摘到果实。
桥路隧，该通车的通车；
楼站点，该挂牌的挂牌；人事物，该到位的到
位；薪资礼，该兑现的兑现。大家都鼓着一
股子劲，争一争，赶一赶，跳一跳，紧一紧，努
个力，鼓个劲，不仅功德圆满，为“年”争个好
头好尾，可以舒服地缓口气，然后元气满满
再出发。这样的忙碌辛苦，却愉悦和谐的，
自愿自觉。

明显地，这一月份，连太阳都忙。连续
晴好的天气，阳光暖煦，人心豁然，做家务也
带上了紧张感了。谁家拆窗帘，谁家晒被
芯，谁家扫屋檐，谁家擦玻璃，赶趟般热闹。
阳光晒着千万物，晒着千万家，晒着众人心，
处处明媚生香。妻子扯着我，利用中午和夜
间，把家里上上下下折腾个遍，拆、洗、晒、
收，一个流程下来，人像超人，家像新家。

明显地，年的“忙”味，也波及了大学
生。我总以为他们本该无感：他们纯粹，就
关心学习和玩；他们反传统，把年节简化成
吃和睡。读大三的女儿却说，现在是期末
盘，进入了“一天当三天用，三天学五个学
科”的“境界”。应对得好不好，事关脸面、前
途、压岁钱和寒假能不能好好“躺平”，大家
都打了鸡血一般，复习资料一印几百页，学
习中心一待好几个小时。如果一直都这样，
真够青年强则时代强了。紧张多好啊！学
习有学习的样子，学生有学生的样子了。哈
哈，拜“年”所赐。

快过年了，也到了重视“礼仪”的时候。
平时不表达的礼数，赶紧补上；日常少走动
的亲戚，抓紧拜访。农历十二月初九，父亲
79岁生日。逢九“做寿”，这是我们这对男性
长者的礼貌。都已经记了“一年”，得及时办
一办。舅妈60岁，姑丈也是79岁，也都必须
在农历年前登门礼敬。昨天就看到姑表们
在朋友圈晒出客人盈门的场景，怎么不一起
通知我们呢？还讳莫如深地不说缘由。这
可是大家记住长辈年纪的重要节点呢！如
果忘了，或忽略了，岂不失礼一整个“年”？

我们都习惯阳历和阴历并行的“双轨
制”，一边记着新历的月份，一边关注着农历
的节气与四季。但在元旦和春节，突然就显
出了两个历法的“时差”。于是乎，就有了现
在这样“新年头，旧年尾”的组合期。大家忙
着上一年的工作收官，忙着新一年的规划布
局，忙着新周期的蓄势启动，注定了“忙”味
十足呀！

日期越来越贴近春节，回家过年的人越
来越多，环境日趋热闹。赶紧把氛围布置起
来，给返乡人一个好的观感；赶紧把老家的
日子启动起来，给家乡人看看这个“年”过得
美好；共同把“年”营造起来，一起过个美满
幸福年。心愿一致，多向同赴。多美好的

“年”呀，把大家统一起来，凝聚起来，鼓舞起
来，紧张起来，热闹起来。

年味忙，年味满，这样的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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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渐近，春运的大幕又一
次盛大开启。车站内外，人潮如
织，那一张张满是期盼的面庞，写
满了对家的深深眷恋，归心似箭
的心情在每一个匆匆的脚步中展
露无遗。在这滚滚的人流之中，
我仿若穿越时光的隧道，聆听着
岁月的低语，触摸着时代变迁的
脉搏。

遥想往昔，春运无疑是一场
艰苦的征程。那时，慢吞吞的绿
皮火车是春运舞台的绝对主角。
车厢内，拥挤是常态，摩肩接踵，
甚至连落脚之地都难以寻觅。过
道里、厕所旁，都被人和行李塞得
满满当当。人们肩扛手提沉重的
行囊，在喧闹混杂的车厢中，伴着
火车有节奏的“哐当”声，在漫长
的旅途中疲惫地煎熬。购票窗口
前，蜿蜒的队伍如龙般伸展，瑟瑟
寒风中，人们裹紧衣衫，跺着冻僵
的双脚，只为那张承载着回家希
望的车票。

然而，今时今日，高铁如银龙
般在华夏大地纵横交错，风驰电
掣般地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
踏入高铁车厢，宽敞而明亮，环境

整洁宜人，乘务员的微笑如春风般温暖，服务细致入
微。乘客们安坐在舒适的座位上，有的悠然地欣赏着
窗外飞速后退的美景，有的惬意地沉浸于电子设备带
来的愉悦之中。网络购票成为主流，手指轻点屏幕，
车票轻松入手，再也无需在寒风中苦苦排队等待。

曾经的春运路途上，饮食的选择极为有限。一碗
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或许就是旅途中最大的慰藉。而
如今，列车上的餐饮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不仅
有各类美味的盒饭，还有精致的点心和饮品。甚至只
需通过手机提前预订，就能品尝到自己心仪的美食，
让归家的路途增添了更多的惊喜与期待。

春运的变迁，远不止于交通工具的革新和旅途服
务的优化，更深深体现在人们的心境与情感之中。曾
经，春运是身心的折磨与考验，是漫长的等待与煎
熬。而现在，春运更多的是一种甜蜜的期待，是即将
与家人相拥团聚的喜悦。尽管车站依旧熙熙攘攘，但
秩序井然，人们的面庞上少了往昔的焦虑与不安，取
而代之的是从容与淡定，是对回家之旅的满满信心。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春
运也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演进。从曾经艰难的跋涉
到如今舒适的归途，从一票难求的窘迫到便捷购票的
轻松，从简单饮食的凑合到丰富餐食的享受，这一系
列翻天覆地的变化，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生动见证，是
国家繁荣昌盛的有力彰显。

无论春运如何变迁，那份对家的深深眷恋，对团
圆的热切渴望，始终在人们的心底深深地扎根，永不
磨灭。在这充满变化的春运旅途中，我们真切地目睹
了祖国的日益强大，深刻地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幸

福。愿每一位奔波在春运路
上的游子，都能怀揣着这份
温暖与希望，平安顺遂地抵
达温馨的港湾，与亲人紧紧
相拥，围坐一堂，共叙家常，
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一
年，迎接未来那充满无限可
能的美好时光。

春

运

的

变

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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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在闽清县白云寺地下清基时
发现的战国原始瓷编钟展开。深入探讨其
与闽越历史的紧密联系，并结合闽侯县昙石
山博物馆所呈现的相关历史文化，从多个角
度剖析这一文物的重要价值，包括其反映的
社会文化、艺术特征、宗教意义等，旨在揭示
战国原始瓷编钟在闽越地区古代文明研究
中的关键地位。

战国原始瓷编钟的发现
在闽清县白云寺的地下清基施工中，意

外地发现了战国原始瓷编钟。白云寺作为
当地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场所，其地下隐
藏着这样重要的文物，引发了考古界和历史
学界的高度关注。这一发现过程本身就充
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它揭示了在闽越地区
的土地下可能还埋藏着许多未被发现的古
代文化宝藏。

出土时，战国原始瓷编钟虽然釉层剥落
严重，但它的基本形态和独特的装饰纹路依
然清晰可辨。其造型古朴典雅，是原始瓷在
战国时期的典型代表。编钟上的乳钉纹和
云纹等装饰纹样，在岁月的洗礼下，依旧展
现出一种神秘而庄重的美感。

闽越地区在战国时期有着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文化风貌。这一地区位于东南沿海，
山川交错，河流纵横，自然资源丰富。闽越
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出了独特的渔猎、
农耕和手工业文化。战国时期，闽越地区虽
然相对中原较为偏远，但与周边地区有着一
定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闽越历史与战国原始瓷编钟
编钟在古代社会通常是身份和地位的

象征。在闽越地区，战国原始瓷编钟可能是
部落首领或贵族在祭祀、宴饮等重要礼仪活

动中使用的乐器。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闽
越社会存在着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且在
礼仪文化方面有一定的规范；原始瓷编钟的
制作工艺可能受到了中原地区或其他周边
地区文化的影响。这表明闽越地区在战国
时期并非孤立发展，而是与外界有着文化和
技术上的交流。编钟可能是这种交流的一
个实物例证，体现了闽越文化的开放性和包
容性。

闽侯县昙石山博物馆的历史
闽侯县昙石山博物馆是展示闽越地区

古代文明的重要场所。馆内收藏了大量从

昙石山遗址出土的文物，这些文物涵盖了从
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各个时期。昙石
山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了解闽越地区
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
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昙石山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在制作工
艺和装饰风格上与战国原始瓷编钟有一定
的相似之处。例如，在陶器的纹饰方面，昙
石山遗址中的某些陶器上有简单的几何纹，
这与编钟上的乳钉纹和云纹在艺术构思上
存在一定的渊源。这种相似性表明，闽越地
区的制陶和制瓷工艺可能存在着一脉相承
的关系。

昙石山博物馆所展示的文物反映了闽
越地区古代居民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战
国原始瓷编钟可能也具有类似的文化内涵，
它在祭祀等活动中的使用，体现了闽越人对
神灵和祖先的敬仰之情。编钟与昙石山文
化在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有着一定
的契合度。

战国原始瓷编钟的发现为闽越地区战
国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
据。以往对于闽越地区这一时期的研究，多
依赖于文献记载和少量的考古发现。编钟
的出土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了解当时闽

越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填补了相
关历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结合闽侯县昙石山博物馆的相关文物
和研究成果，战国原始瓷编钟能够帮助我们
构建更为完整的闽越地区古代历史脉络。
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其他考古发现相互印
证，使我们能够更加系统地认识闽越地区从
史前到战国时期的文化演变过程。

战国原始瓷编钟的价值
编钟上的乳钉纹和云纹是战国时期闽

越地区装饰艺术的杰出代表。乳钉纹的规
整排列和云纹的流畅线条，体现了当时工匠
的高超技艺和审美情趣。

这些装饰纹样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反
映了闽越地区古代居民对自然和宇宙的独
特认知；战国原始瓷编钟的整体造型庄重典
雅，其在比例、线条和形态方面都达到了很
高的艺术水准。它的造型设计既考虑了乐
器发声的功能需求，又兼顾了视觉上的美
感，是功能与形式完美结合的艺术作品。

这一编钟的出土为闽越地区的考古研
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和研究方向。它的存在
提示我们，在闽清县乃至整个闽越地区可能
还存在着其他类似的古代文化遗址。考古
工作者可以以编钟的发现为契机，进一步开
展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

对战国原始瓷编钟的研究需要运用多
种考古技术，如年代测定、成分分析、修复技
术等。通过对编钟的深入研究，可以推动这
些考古技术在闽越地区的应用和发展，提高
我们对古代文物的保护和研究能力。

战国原始瓷编钟的发现是闽越地区历
史文化研究中的重大事件。它出土于闽清
县白云寺地下，与闽侯县昙石山博物馆所呈
现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这一编钟以其独
特的历史、艺术和考古价值，成为我们研究
闽越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物证。在今后的
研究和保护工作中，我们应当充分重视这一
珍贵文物，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为
传承和弘扬闽越地区的古代文化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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