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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转眼间，

蛇年春节正向我们款款走来。

春节是什么？是避邪趋吉的清脆鞭

炮声，是红灯笼红春联的喜庆色，是洋溢

在人们脸上的喜悦，是年糕饺子的幸福

味道……它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春节是什么？是一行秀气的小楷，

是一幅吉祥的年画，是一座门前的小桥，

是一声“妈，今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的热

泪盈眶……它温暖温润、温柔温馨。

春节是什么？是炎黄子孙一年中最

盼望、最重要的节日，是华夏儿女灵魂深

处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生

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文化集合……它隆

重郑重、庄重厚重。

有人说，“年，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

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的确，

作为已经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传统，

春节是热火朝天的烟火味儿，也是绵延悠

长的文化味儿；是感受民族身份认同感的

过程，也是重温并寻找文化归属感的时

刻。人们重视春节、期盼春节、欢度春节，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春节凝结了中国人的

民族情感、审美意识与人文情怀。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文明如潮，生

生不息。春节文化的价值，在于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与时俱进的传扬；春

节文化的魅力，表现在绚丽多姿的形式，

体现为感染心灵的内核。春节文化，既

是宏大叙事的共同记忆，更是具体而微

的独特体验。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

守岁、拜年、祭祖，发红包、穿新衣、吃饺

子……欢喜中国年，正是在“故节当歌

守，新年把烛迎”的除旧布新中，在“昨夜

斗回北，今朝岁起东”的昂扬自信中，人

们切身感受到了春节文化的深厚意蕴。

大年初一，古称“三元日”：岁之元、

月之元、日之元，即新年的开端、新季节

的开端、新月份的开端。有开始，就有梦

想 ，它 凝 聚 着 人 们 对 新 春 新 气 象 的 期

待。因此，围绕春节的各种习俗，也都体

现着辞旧迎新的主题和中华民族革故鼎

新的文化基因。比如，世界纪录协会收

录的世界最早春联“三阳始布，四序初

开”，其意就是辞旧迎新、革故鼎新。又

如，除夕之夜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

天”；饺子谐音“交子”，象征着新旧交替

“更岁交子”的意思。春节吃饺子，也折

射出“辞旧迎新”的内涵。再如，“腊月二

十四，掸尘扫房子”，人们会把室内室外、

房 前 屋 后 彻 底 打 扫 ，还 要 清 洗 各 种 器

具。这一行为背后有更深的寓意：“尘”

与“陈”谐音，所以新春扫尘有除旧布新

的含义，激励人们敢于创新、勇往直前。

每年春节，到老红军、老英雄家里拜

年的人很多，给坚守岗位不能回家的奉

献者们点赞的很多……在春节的“文化

乡愁”里，家国情怀在此刻更加浓郁、更

为彰显。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都说国很大，

其 实 一 个 家 。 一 心 装 满 国 ，一 手 撑 起

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战争年

代，刘伯承同志用“多打大胜仗”的捷报

为人民恭贺新春。今天，人民子弟兵用

默默坚守抒发心声：“情燃万家灯火，剑

挡塞外胡风。”

“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

移。”在军人心里，守望团圆，也是幸福过

年。在军人心里，最重的家是国家。于

是，在“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的春色

里，在“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的使命

里，甘愿用“一人辛苦万人甜，一家不圆

万家圆”的坚守奉献，守望人民团圆的万

家灯火。

春 节 是 中 国 的 ，也 是 世 界 的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目 前 近 20 个 国 家 已 将 中

国 农 历 新 年 确 立 为 法 定 节 假 日 ，约 占

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欢庆

农历新年。欢度春节之所以成为世界

范 围 的 文 化 现 象 ，就 在 于 它 有 着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 ，传 承 着 和 平 、和 睦 、和 谐

等中华文明理念，承载着家庭和睦、社

会 包 容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等 人 类 共

同价值理念。

如果说传统性是春节的精髓，那么

时代性就是春节的生命。当文化的韵律

叠加时代的脉动，当传统的底色添加现

代的线条，春节就有了更多元的文化表

达、更精彩的文化呈现。让我们相聚在

春节时光，在文化的纽带里、情感的磁场

中，共同感受和弘扬春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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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如墨，群山无言。伴随几盏灯

光亮起，大巴山深处的哨所内传来阵阵

掌声。新春即将到来之际，武警重庆总

队“挺进号”文艺小分队，翻山越岭把

“文化大餐”送进深山、送上哨位。

“为兵服务，是我们的宗旨。”文艺

小分队队长李梓告诉笔者，为了给官兵

送去新春的祝福，他们此次巡演，行程

遍及武警重庆总队所有偏远点位。几

天的时间，从巴山深处的城口，到三省

交会的秀山；从雪雾朦胧的武隆，到乌

江沿岸的涪陵，小分队为不同战位的官

兵奉上了 10 场演出。

“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见危难

就冲，龙潭虎穴也敢闯……”在武警重

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武隆中队，一曲嘹

亮的《见第一就争》，瞬间点燃了全场气

氛。现场官兵与队员们齐声合唱，气氛

热烈。

“ 创 作 接 地 气 ，作 品 才 能 聚 人

气。”演出中，文艺小分队队员冉涛既

当 主 持 人 又 兼 任 节 目 导 演 。 在 他 看

来 ，好 的 文 艺 作 品 必 须 从 官 兵 中 来 ，

到 官 兵 中 去 。 他 们 从 官 兵 生 活 中 挖

掘 素 材 、寻 找 灵 感 ，用 兵 言 兵 语 打 动

官兵的心。

文艺小分队原创的相声《战场》，取

材于一名登上中队军事训练“龙虎榜”

的战士的故事。创排初期，两名队员特

意 来 到 战 友 中 间 试 演 ，倾 听 大 家 的 意

见，不断打磨修改，最终让这一作品呈

现出良好效果。在此次巡演中，这个节

目深受官兵的喜爱。

“ 一 场 演 出 就 是 一 堂 生 动 的 教 育

课。演出既有振奋人心的燃点，又有感

人肺腑的泪点，让官兵在润物无声中受

到熏陶启迪。”该总队某部指导员胡巧

武看演出后说。

“用兵言兵语演绎战友们的故事，

是我们的职责所在”“用心歌唱、用心舞

蹈，我们要把创作的根扎在基层”……

休息间隙，小分队的队员们围绕此次巡

演，畅谈感受。

向战而行，为兵而歌。此次“挺进

号”文艺小分队还特意邀请了多名总队

的优秀政治教员一同下基层，以更加鲜

活生动的形式将理论讲授穿插在演出

中，面对面解答官兵的问题。

节目主创人员徐优介绍，他们还特

别创作了表演唱《新时代之歌》、小品

《新时代·新成就》等节目，注重将新观

点、新思想融入其中，使节目兼具艺术

性与思想性。

“文艺小分队将部分理论知识融入

小品、快板等节目中，令人耳目一新，也

激发了大家深入学习的热情。”该总队

某部中士杨洋说。

“好遗憾，错过了演出……”刚刚结

束了在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开

州中队演出的队员，无意间听到炊事员

这样说。队员们一致决定，利用午餐后

的时间，为错过演出的炊事班战友单独

加演节目。

歌曲《卓玛》、舞蹈《鸿雁》……用心

的表演赢得战友们阵阵掌声。“真没想

到队员们会为我们专门加演节目，让我

们的心里很温暖。”炊事班的二级上士

廖圆说。

“官兵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李

梓 告 诉 笔 者 ，心 中 有 官 兵 ，舞 台 无 大

小。他们在巡演中坚持只送欢乐、不添

麻烦，不仅送上精彩节目，更展现了良

好作风。

左上图：在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

支队开州中队，文艺小分队队员为官兵

表演舞狮。 王 肸摄

唱一路兵歌 献一路真情
■黄 赟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 肸

文艺轻骑兵风采录

新春的脚步渐近，第 82 集团军某旅

文体活动中心内张灯结彩，充满喜庆氛

围。一场以“启航迎新岁，担当新使命”

为主题的文艺汇演火热开演，为官兵送

上新春祝福。

鼓声渐起，节奏由慢变快，逐渐密集

有力，似战马奔腾，一下点燃了现场气

氛。文艺汇演在中国鼓表演《强军战鼓》

中拉开帷幕。雄浑的鼓声在文体活动中

心内回荡，抒发着官兵对火热军营的热

爱。新兵袁浩楠被节目深深感染，感受

到那鼓声中蕴含的力量。“这鼓敲得我热

血沸腾，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整场汇演的节目均由官兵自编自

演。他们用质朴的兵言兵语，讲述身边

故 事 ，使 节 目 散 发 着 浓 郁 的 兵 味 与 战

味。小品《新兵成长记》用诙谐幽默的语

言，将新兵的成长经历展现在观众眼前，

其中饱含的战友情，令人动容。上等兵

王亚鑫，既是这部小品的主演，也是主创

之一。小品中的故事正源于他的亲身经

历。短短两年时间，他从一名新兵成长

为连队里最年轻的班长。领导和战友们

的鼓励与指导，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他

的成长之路。

情景剧《战斗进行时》，将演训一线

的故事原汁原味搬上舞台。剧中，班长

陈金龙所在炮班在演习的关键时刻，突

遇装备故障。在分秒必争的任务面前，

陈金龙没有丝毫退缩，他果断带领全班

战友迎难而上。他们团结一心，凭借过

硬的专业技能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一步步

解决问题。情景剧一波三折的情节设

置，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生动展现了该

旅官兵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

“汗水尽情挥洒，无惧那风吹雨打，

采撷战地黄花，梦想会生根发芽……”

歌曲《一路有你》旋律激昂，歌词中洋溢

着 新 时 代 官 兵 的 青 春 激 情 。 小 品《照

相》透过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串起老兵

在部队的奋斗历程。舞蹈《精武硬骨》

中，演员们动作刚劲有力，用舞蹈语言

展现了官兵在比武竞技中你争我赶的

拼搏精神……

“这场汇演不仅是为了喜迎新春，更

为了展现官兵风采、凝聚兵心士气。希

望大家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军营大

家庭的温暖。”该旅领导说。

当《强军战歌》熟悉的旋律响起，全

体官兵齐声同唱。歌声中，有对过去一

年辛勤付出的回望，有对远方亲人的思

念，更有对新一年的美好憧憬和期待。

新春汇演凝聚奋进力量
■晋 蒙 李长润

活力军营

一

春节越来越近了，春夏秋冬一个轮

回，总在年终岁尾之时，如约而至。但

我又感到，春节离我很远，甚至可以追

溯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

也 就 在 那 一 年 ，汉 王 朝 进 行 了 历 法 改

革，规定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又

称“元旦”。这个 2000 多年前确立的节

日，从此在中华大地上逐渐演化为华夏

儿女最隆重的节日。也基于此，2024 年

12 月 4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巴拉圭亚

松森举行的第 19 届常会上，通过了“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的评审。

伴着新春佳节的咚咚脚步，浓郁的

年味，也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扑

面而至。我从古诗里的春节中，看到了

久远年代，我们的先人在除夕守岁的场

景。唐代诗人孟浩然在《岁除夜会乐城

张少府宅》中，就描绘了除夕之夜，他在

友 人 张 少 府 家 中 其 乐 融 融 的 相 聚 场

景。两家人平时关系很好，彼此亲密无

间，过年了，更要欢聚一下。一句“续明

催画烛，守岁接长筵”，生动描述了夜幕

一降临，主人就点燃有画饰的红蜡烛，

摆起守岁的宴席，亲朋好友列坐其次。

“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写了席间

有人唱起《梅花》旧曲，众人开怀畅饮新

蒸的柏酒。诗人还打趣地写道，“客行

随处乐，不见度年年”。意思是说：“我

现在是四处漂泊，且游走且行乐，一年

又一年，悠悠岁月就这般过去了。”从诗

中 ，我 真 切 感 受 到 了 古 人 过 春 节 的 情

趣，也体味到诗友之间的情谊和对人生

的感悟。

宋 代 诗 人 陆 游 是 如 何 过 除 夕 的

呢 ？ 从 他 的《除 夜 雪》中 就 能 略 知 一

二 。 那 年 除 夕 之 夜 ，北 风 带 来 一 场 漫

天 飞 雪 。 诗 人 咏 叹“ 嘉 瑞 天 教 及 岁

除”，意为：这可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瑞

雪 啊 ，又 恰 好 是 在 除 夕 之 夜 到 来 了 。

陆 游 在 兴 奋 之 余 吟 诗“半 盏 屠 苏 犹 未

举，灯前小草写桃符”，生动描摹出盛

了半盏屠苏酒的杯子还没来得及举起

来 庆 贺 ，他 就 急 于 在 灯 下 用 草 体 字 赶

写迎春的桃符了。诗中的“屠苏”原本

是古代的一种房屋。在这种房子里酿

的酒，称屠苏酒。诗中的“桃符”，最初

是 古 人 在 辞 旧 迎 新 之 际 ，用 桃 木 板 分

别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悬

挂 或 嵌 缀 在 门 首 ，意 在 祈 福 压 邪 。 随

着造纸术的产生，“写桃符”又演变为

书 写 对 偶 的 吉 祥 语 ，进 而 发 展 成 为 盛

行千年的新春楹联了。

二

古诗里的春节，在历史的长河里流

淌到今天，至今仍未改变的就是民族文

化的根与源。而今过春节，人们依旧在

重现宋代王安石在《元日》诗中描绘的

情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 ；千 门 万 户 曈 曈 日 ，总 把 新 桃 换 旧

符。”这首诗还收入了小学教材里，可见

其 普 及 率 之 高 。 如 今 ，科 技 改 变 了 生

活，但传统的习俗仍在传承。人们在爆

竹声中辞旧迎新，家家户户贴春联、挂

红灯，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迎着新

春初升的太阳过大年，那种欢欢喜喜的

氛围满是年味儿。

古诗里描述的过大年与当今的过

大 年 一 样 ，都 是 丰 富 多 彩 的 。 我 读 白

居 易 的 诗《岁 日 家 宴 戏 示 弟 侄 等 兼 呈

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就

宛 若 来 到 大 唐 王 朝 的 诗 人 家 中 ，感 受

到了家的温馨与情趣。过大年就意味

着 大 团 聚 ，这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习

俗 。 无 论 相 隔 多 远 ，游 子 也 要 尽 可 能

赶 回 故 乡 ，就 像 当 今 春 运 一 般 。 虽 说

那 时 没 有 高 铁 和 航 班 ，可 就 是 骑 着 毛

驴，赶着马车，甚至徒步，也要跋山涉

水赶回家过年的。

看看在白居易的家，过大年有多么

热闹吧：他的弟弟妹妹、妻子儿女，还有

小侄子和外甥都齐聚家宴。晚辈们可

爱稚气与诗人一道嬉戏，家里洋溢着欢

乐的气氛。然后，酒宴开始了：“岁盏后

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诗中用

“岁盏”“蓝尾酒”“胶牙饧”的描述烘托

年味。“岁盏”是指年终的酒宴。“蓝尾

酒”是古代的一种酒，一般在年末或年

初饮用。“胶牙饧”是指一种吃起来会粘

住牙齿的糖。年宴过后，还未尽兴，家

人们开始品尝蓝尾酒。迎春的餐盘里，

也早早备好了粘牙的糖饧。白居易看

到此景，不禁有感而发，“形骸潦倒虽堪

叹，骨肉团圆亦可荣”，意为：我岁数大

了，身体状况虽然潦倒，但看到一家人

欢欢喜喜大团聚，作为长辈也是值得荣

耀啊。

白居易在诗中流露出的是一种超

越物质的享受，年味更多的是一种内心

的感受。诗人对亲情的珍视和向往也

随着诗行流淌出来。古诗里的春节，简

直就像一幅幅鲜活的民俗画卷，不仅留

下了一家人的欢乐笑声，也留下了一段

历史的记忆。

三

古诗里的春节，在不同朝代的诗人

笔下，就犹如迎春的锣鼓，敲出了过大

年的欢乐气氛。古代诗人们无论是春

风得意，还是云淡风轻，无论是踌躇满

志，还是心灰意冷，在春节那天，也许都

会 昂 起 头 来 ，对 新 的 一 年 产 生 新 的 希

望。这或许就是春节的魅力之所在吧。

唐朝诗人戴叔伦常年在外飘零，除

夕之夜也只能寄宿在驿站。于是，他写

了一首《除夜宿石头驿》，先是写了大年

三 十 的 孤 独 ，只 身 一 人 在 寂 寞 的 旅 店

里，没有谁来看望他，只有一盏冷清的

孤灯与诗人相伴。这是一年中最后一

个夜晚了，可自己呢，还是孑然一身。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道出了诗

人的失落与无奈。他坐在客栈，对镜看

到愁颜与白发，不由心生几分悲凉，但

诗的最后一句“明日又逢春”，似乎又给

予他几分亮色和对即将到来的春天的

希望。

相比于戴叔伦孤独过除夕，宋代诗

人杨无咎过的除夕就热闹多了。他在

《双雁儿·除夕》词中喜上眉梢地说：“劝

君今夕不须眠。且满满，泛觥船。”这种

快乐是发自内心的惬意。“泛觥船”的

“觥”，指的是古代一种酒器，类似长柄

勺，用于舀取酒液。而“船”则代表众人

欢聚场所。在这首诗中，他分明在鼓动

大家，都别去睡觉了，在除夕夜，何不一

同乘船游于江面，共享良宵呢？诗写到

这里，诗人还意犹未尽地说：“愿新年，

胜旧年。”如此说来，虽说时空相隔了千

载，但古人的思维和今人的思维还是息

息 相 通 的 ，都 充 满 了 对 新 春 的 美 好 祝

愿。

我在咏春的古诗里，读到了古代诗

人们的乐趣与情怀。古诗里的春节写

在了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愿得长如

此，年年物候新”（唐·卢照邻《元日述

怀》）；写在了其乐融融的家人团聚中，

“笙歌间错华筵启，喜新春新岁”（宋·赵

长卿《探春令·早春》）；写在了美好的祝

福里，“一日今年始，一年前事空”（唐·

元稹《岁日》）。

致敬古代诗人们，他们以浪漫的诗

心记录了时光的流逝，以辽远的目光记

录下春节的美景。飞雪迎春到，天涯共

此时。这就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文脉，铭

刻在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丰碑上。

古诗里的春节
■剑 钧

阅读时光

第一次在军营过年

想家的思绪萦绕梦中

泪眼端详父母的照片

第一次在军营过年

连队年味比家乡更浓

新春团拜会热闹难忘

第一次在军营过年

连长替我到哨位站岗

我和战友们共赏春晚

第一次在军营过年

我们在欢乐中拔河竞赛

笑声、喊声高过鞭炮声

第一次在军营过年

家乡情军旅情融成一片

炽热的家国情怀

激励我在军营里成长

第一次在军营过年
■杨玉辰

七 彩 风

阅 图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第 74 集团

军 某 旅 官 兵 迎 新 春 、赏 春 联 的 场

景。作者采用短焦镜头、高速快门

拍摄。“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

战友们品读着富有军营特色的春

联，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背景

中，高大挺拔的椰子树，烘托出南国

新春朝气蓬勃的别样“年味”。

（点评：彭征雄）

赏春联

刘延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