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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发小学 清常

“过冬年拱拱，过腊八年抓抓”，每到
年底，就会想起奶奶常念叨的这句话！腊月
门一进，就开始“扫灰”。先是把所有家什搬
到院子空地上，不过是些破桌子，小凳子，
碗筷之类，家家户户的房梁上都是露着的，
有的还在房梁上用树杈做的挂钩，吊着盛
食物的竹篓子。整个房子久经烟熏火燎，沧
桑感十足，蜘蛛在墙角织的网已是漏洞百
出，有的干脆成了一条垂挂在那里。小孩子
被派出去弄点竹枝，大人把它们绑在竹竿
一头，然后把我们赶出去，开始挥动手中做
好的工具，清扫角角落落，院子里的我们就
开始寻宝一般翻腾那些物件：老奶奶的梳
头盒里有刻花的发簪，妈妈的罐头壶里居
然发现红糖的残余，毫不犹豫就抠得干干
净净，却忘了擦干净嘴巴消灭罪证，因而被
妈妈揍，姑姑们喊“还不快跑”的时候，我早
已撒开脚丫一溜烟逃到南墙根避着。大人
没时间和你捉迷藏，他们很快投入到继续
清理、往回搬东西的工作中。
南墙根下，特别阴冷，几乎家家户户都
挂着买来的肉，几条刀鱼和鲅鱼。到了二十
四日逢集那天，墙角还会有用塑料袋扎紧，
又捂上破棉袄棉被，然后扣在大缸里的芹
菜、油菜、菠菜、香菜……甚至还有少许的

糖块儿。
最让我们不能忘的是每个人都有新
衣服，男孩子们会得到几颗小鞭炮。正月十
五那天所有人还会得到几根我们叫做“嘀
嗒金儿”的小烟花。那会的衣服也有流行款
式：手巧妈妈们会在衣服上缝一点小花
样——— 一只小白鹅，一朵小花，甚至是几个
字。出门拜年的时候都要互相瞅瞅谁的衣
服上的花样好看。大人还要夸奖一番哪个
妈妈手巧。有一年电视播放《陈真》，于是
乎，满大街的孩子都穿上了陈真服：男孩子
是青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陈真服；女孩子
是红色的，橙色的，粉色的陈真服。七个扣
子，小站领。满大街都是陈真的影子，大家
都感觉自己特别帅。
最最盼望的除夕终于来到了。大人小
孩早晨都得早早起来，顾不上吃饭，就得忙
着摆供品，填宗谱，数算一下本家去世的
人，按照辈分找到相应的位置填上名字，本
家拜年的时候，大人都要互相看看。午饭引
不起孩子们的兴趣，因为一般是吃包子或
者白菜粉条豆腐之类的。如果午饭吃得太
饱晚饭就吃不进去，所以我们宁可饿一饿。
年夜饭太丰富，对我们的诱惑极大，甚至可
以喝到不敢想的橘子水，汽水等饮料。还可
以品尝一下大人喝的姜酒，葡萄酒，香槟
等。最有意思的是，吃着吃着就会有本家或

者关系不错的大爷叔叔来串门子，这时候
他们就会上炕盘腿和家里的男人们推杯
换盏，谁家里来的人越多，越说明这家人有
好人缘。喝得差不多了，也好煮饺子放鞭炮
了。饺子是下午三四点钟包好了，放在院子
里阴凉的地方，自然保鲜的。里面照例是要
包上大枣或者硬币的。除夕夜到了十点半
以后，陆陆续续就有鞭炮声响起来了，这时
候家家户户就开始煮饺子，煮好饺子就开
始供天地和祖宗，同时家里的男人们就开
始放鞭炮。大家都很讲究，目的是讨吉利，
吃饺子的时候吃出钱，老人们就说：要发
财。吃出大枣就说：有甜头。总之吃出什么
都不错，我有个小伙伴为了吃到大枣和钱，
拿了一根针挨个饺子扎，成为村里一年的
笑柄。
从接进年开始到初二晚上送年之前，
不准把水倒掉，不准扫地，说是财贝会被倒
掉扔掉。人们就这样遵守着老一辈的传统，
没有谁提出质疑，因为这的确让人有一种
庄严神圣的仪式感。正月里大家就忙着走
亲访友，大街上到处是互相问“过年好”的
声音，人们一团和气。下午的时候经常看到
喝得醉醺醺的男人，走着走着就滚到路边
了，圆斗里的馒头从红色的包袱里跑出来，
以飞快的速度逃到水沟里也是有的。人们
就帮着抬人，捡馒头，一边笑着：“回家等着

挨老婆臭骂吧。”然后不久这个男人就被人
肉搜索出来，成为好多年的笑谈，甚至他儿
子长大都会说：“这就是某人的儿子。”
过了年，大街上到处是放鞭炮的男孩

子，很小的鞭炮，放在地上，用香点了就赶紧
跑开，我们女孩子最讨厌坏小子们看我们走
过来就扔鞭炮，他们故意吓唬女孩子，还哈
哈大笑，我们就一起骂他们，甚至骂他们小
流氓他们也不打我们。
终于到了元宵节这天，那会元宵节不
吃元宵，照例还是吃饺子，吃完了以后家长
们就给小孩子们分“嘀嗒金儿”。我看我同
学的爸爸给他们兄妹三人分的时候嘴里
说：“一对对，一对对，又一对对。”然后每人
两根，再来一轮，直到分完。好神奇。我回家
跟我奶奶说了这个事，我奶奶笑着说：“那
人不识数。”后来想明白了，人家是兄妹三
个分，那样分根本不用动脑子。
夜，终于来了。大街小巷都是孩子们穿
梭的身影：大家互相比赛“嘀嗒金儿”燃出
的花，有的像菊花，有的是小雨点，有的居
然像一条小龙，好神奇。我们的手都冻麻
了，冻木了，但是不到最后一根绝不回家。
直到拿着最后的一根“嘀嗒金儿”的尾巴，
走回家，用唾沫把它贴在锅台边，看着它
一点一点地燃尽，才知道年就这样过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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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记者 陈绪卫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王哥庄街
道各社区的年味也越来越浓。为营造浓
厚的节日氛围，满足群众文化需求，让
居民们过个热热闹闹的新年，近日，各
社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书法家
们挥毫泼墨送祝福，有社区工作人员上
门送春联等。
“‘火树银花迎玉鼠，山珍海味列金
盘’好联，散发着墨香的春联才够年味
儿。”1月7日，王哥庄社区洋溢着新春
喜庆喜庆，街道文体中心邀请区文联书
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书写新年的祝福。
现场，书法家们铺纸蘸墨，用楷书、

行书、隶书写下各式各样的春联，居民
们纷纷围在自己心仪的书法家面前等
候，互相讨论这各幅春联的蕴意，领略
书法魅力。活动当天一共送出百余个
“福”字，30余对春联，现场墨香萦绕，
大家都带着满满的“福”气，兴尽而归。
“一副对联、一个福字，增添了活动太有
意义了，我幸运地拿到了名家亲笔写的
‘福’字，排多长时间的队也愿意。”拿到

名家春联的王先生兴奋地表示。
10日，在黄泥崖社区文体活动室

也是一派红红火火景象，“福”气满满。一
场“送福进社区”活动正在这里火热举行，

社区邀请青岛市老年书法协会书法家走
进社区，提前为社区居民送上新春的祝福。
上午9时许，活动正式开始。不少

社区居民和书法爱好者慕名而来，现
场观摩。书法家们挥毫泼墨，奋笔疾
书，写了一副又一副，力求将最好的字
写给大家。不一会儿，每个书法家的桌
前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散发着墨香的
“福”字和春联。一条条写有新春祝福的
对联，散发着清新墨香，慢慢铺在地上、
桌上，一张张桌子前人头攒动，现场可
以说年味儿十足。社区工作者和网格员
们还特意将写好的“福”字和春联送给
社区老人，让他们也感受新春的祝福。
1月14日，王哥庄街道开展新春送“福”
进社区活动。活动现场，飘满墨香，书法
家们挥毫泼墨，一行行俊逸的书法，一
句句真诚的祝福，为社区居民送上了
鼠年新春的第一份美好的祝福。
一幅幅喜庆的春联和福字让居民

欣喜不已，墨迹未干就迫不及待地拿
回家了。“一个小时不到写了50多个
‘福’字，你看，桌子前的几个人已经向
我预订了。”一位书法家说。

寒冬暖阳送福字 红红火火迎新年
王哥庄街道各社区开展丰富多彩迎新年活动，让居民过个年味十足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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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哥庄街道

工作人员将“福”字送给更多居民。 领到“福”字的居民欣喜不已。

不少居民围到书法家桌前“嗅食”年味儿。王哥庄街道新春送“福”进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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