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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沙赞
作者：梁群

建立平沙辛苦干，诗人游览善赞言。
楼台风景威煌堪，道途平彻光滑鲜。
迎来中外四方宾，顾客频临远近传。
即日汪洋随流出，桑田沧海几千变。

沁园春·高栏平沙
陈智光

宝镜高悬，照耀高栏，四季盎然。望
码头吊臂，高高矗立，往来车辆，装载频
繁。缓缓斜阳，渔舟晚唱，浪涌飞沙拍海
滩。登高处，瞰交辉灯火，沧海桑田。

由来福地多情，让滨海边城聚才
贤。看海泉湾上，风拂棕榈，鲜花蔟
簇，碧水潺潺。百鸟南归，和风细雨，滋
润平沙万亩田。新时代，数风流往事，孖
髻山南。

满江红·2018大练兵
陈智光

风雪潇潇，云雾锁，雷电不停。常怒
视，太平洋上，贼寇横行。战火频繁多苦
难，和平之路不安宁。警惕着，须紧握钢
枪，擦眼睛。

出岛链，驾神鹰，挺深蓝，踏波平。
戴月披星甲未卸，日行千里马嘶鸣。练
兵忙，愿保卫国家，长太平。

千秋岁·咏春
陈智光

立春辞旧，迎戊戌新岁。寒未退，春
光璀。东风呼雨水，滨岸添新翠。接喜
气，紫荆簕杜当春会。

紫燕归来晚，垂柳春江汇。鸿雁过，
留声脆。木棉花绽放，雀跃身心醉。新
气象，太平盛世宏图绘。

□代义国

记得小时侯最盼望的事儿就
属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好多
平时吃不上的好东西，有爆竹放，
有压岁钱，还有就是过年是不兴

“骂”人的，就是做错了什么，大人
们也是和颜悦色的。总之，过年
的好处说不完。

进 入 腊 月 ，不 知 不 觉 中“ 年
味”就渐渐浓了起来。

平日里用来晾衣服的竹竿，
这时就在每家的门前被挂满了各
色腌肉、腊猪腿、香肠之类为过年
准备的腊制品。远远的就能闻见
扑 鼻 而 来 的 那 种 腊 肉 特 有 的 香
味。逢上大晴天，那些腊味被晒
得亮晶晶的直冒油，看了都让人
直流口水。

腊月十五过后，就会经常看
见大妈大婶们三三两两东一家西
一家的去，包着过年必不可少的

饺子。大多是那种馅有纯肉的，
也有猪肉和白菜或者虾仁的。饺
子煮好了，大人们尝鲜时，那扑鼻
的香味会引得贪嘴的孩子们立刻
循香而来，迫不及待从大人手中
抢过，摇头晃脑地大快朵颐起来。

再过几天，各家又都会不约
而同地陆续把用了一年的碗橱、
饭桌、凳子等统统搬到井边，大人
们穿着雨靴边刷洗家具边大声说
笑。于是，在这阳光灿烂冬日的
井边，满是忙碌、欢快的身影和喜
悦的声音，过年也似乎指日可待
了。

过 年 的 新 衣 也 是 每 家 必 备
的。通常都是主妇们在平日里扯
好了布料，请了这一带公认好手
艺的裁缝师傅，把一家人一年四
季尤其是孩子们过年重要标志的
新衣裳早早的做好、备下。我母
亲在我们那儿是出了名的心灵手
巧，虽然我们家有男孩女孩，可她

总是用心地将我和妹妹每件衣服
都绣上一些五颜六色的动物、花
草之类的，好看自不必说，同伴们
投来的艳羡眼神给幼时的我们带
来的满足和自豪让我至今难忘。

远处偶尔传来稀稀落落作了
开场白的爆竹声，不一会儿是一
阵紧似一阵炒豆似的传来——过
年的大幕终于拉开。年三十的此
时此刻，大人们在厨房里紧张而
有序地忙着准备年夜饭，我和弟
弟通常是坐在灶前，不时的帮忙
添柴加火，通红的炉火映红了我
们欢欣的小脸。还有我们男孩要
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各家门前
抢爆竹——从哪家吃年夜饭的爆
竹开始点燃，我们就蓄势待发，等
不及燃放完，头顶还在劈啪作响，
就一哄而上满地扒找，在红红的
还冒着硝烟的爆竹屑中，须得眼
明手快才能抢到那些引线未点着
的爆竹。虽然那不是我的强项，

却成了我幼时过年印象中记忆深
刻的片段。

那时，烟花还是节日里的奢
侈品。记不得是哪一年过年了，
同学邀我晚上去他家看烟花。在
众人注视下，只见烟花冲天而起，
在半空中射出两枚漂亮的彩色弹
花 ，正 当 大 家 欢 呼 雀 跃 之 时 ，不
想，那烟花弹拖着一条白色弧线
落入了屋后满是存放的草垛上，
顿时，只见跳跃的火苗从草丛中
窜了出来，等到吓蒙了的人们醒
过 神 来 ，顷 刻 间 ，烈 焰 已 爬 满 草
垛，于是男女老少急忙抓上扬杈、
扫帚柄和一些应急的家什，慌不
择路地往草垛处冲去。直到半夜
时分，才将大火扑灭。那年过年就
多了这么一个惊魂的小插曲。

其实，年夜饭吃些什么倒是
不重要了。吃过饭，让爸妈给穿
上整套崭新的衣裳才顶要紧，也
是孩子们最为期盼的。尔后大人

们在发压岁钱时总是要说些祝福
和勉励的话，而早已按捺不住激
动和兴奋已无心倾听的我们，边
绽 开 了 笑 脸 边 匆 匆 接 过“ 红 纸
包”，伴着外面不时响起的“炮仗”
震耳欲聋的炸响，一溜烟冲进朦
胧而喧嚣的夜色中，欢天喜地的
找同伴们去了——孩子们永远是
最快乐的。

年复一年，年年过年。过去
的时光就像陈年美酒，年代愈久
远愈醇美甘甜。每逢过年，不经
意间就会想起幼时跟亲人们一起
过节的那些场景。那时，没有电
视，没有“春晚”，更没有如今那么
丰富的物资。那时的父母正当壮
年身体强健，那时我们年幼备受
呵护在父母身边绕膝寻欢，我们
有的是天伦之乐和无尽的亲情，
一家人过年其乐融融。每每忆及
此，不免感慨人生，思念亲人，不
觉已是泪眼蒙眬……

过年印象

□本报记者 康振华

从小，林海 雪 原 就 像 梦 中 情 人
一样，让我魂牵梦绕。而从小在冰
天雪地的环境里长大的爱人，也已
阔别家乡黑龙江多年。这个冬季，
我们终于带着孩子踏上回乡的路。

虽然 20 多年未见，但听说我们
要回家，热情的亲朋好友早早就全
忙 乎 开 了 。 有 的 为 我 们 全 家 量 身
定做了每人各两套厚厚的棉裤，有
的 则 为 我 们 准 备 了 大 小 三 副 手 套
和一大堆热敷贴，有的张罗陪同我
们去雪乡旅游事宜；有的则为我们
提前定好了当地最好的酒店……

浓浓的情意犹如香醇的美酒，既
暖心又陶醉。

为了让我们感受最美的雪景，我
们在哈尔滨稍事休整，五六个亲友就
陪我们去雪乡。

到了雪乡，我的心就像被悄悄地
撞了一下：白雪皑皑的房檐下，被一
串串大红灯笼和一副副红对联、红福
字装点得分外喜庆。穿越在雪谷中，
两旁积雪高可及膝，冰渣在脚下“吱
噶”作响。脸颊早被吹得通红;睫毛和
发稍上,挂起了晶莹的霜花。在空旷
的白色山谷里，一切总是美好的，没有
世俗的纷扰，也没有恩怨利益的纠缠，
只有纯真的微笑，友情亲情的快乐。

夜幕降临，整个雪乡上千盏大红
灯笼全亮起来，把雪乡照的红彤彤、
亮堂堂的。而晚上大街上，随着喧天
的锣鼓，一对对红男绿女踩着高跷、
扭着东北大秧歌一路走来，伴着广场
上的雪地篝火晚会，那个热闹，那个
开心，难以言表。而那萌呆的狗拉爬
犁和滑雪下项目无疑成为孩子的最
爱……

清晨，走出户外，又是另一番意
境。天地一片洁白静怡，周围空无一
人，但见袅袅炊烟从远处飘上天空，
好一幅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空
灵。空气格外透明，呼吸舒畅透彻，
就连声音也异常空旷而辽远，使山野
增添了几许灵性。

回到屋内，围坐在火热的炕上，
大家把酒忆往昔，漫长的情怀历久弥
新。

东北的雪与情
诗词四首

北方雪景。 张悦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