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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与兔》 徐悲鸿 作

温暖的春联
□ 何龙飞

小时候，我家就有贴春联过年的习俗。
父亲说，春联贴在门上，读起来朗朗上口，看
起来红红火火，这样才有年味。

腊月间，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到乡场上买
春联。先是大门，“六出飞花千亩喜，一声爆
竹万家春”，横批“欢度新春”。然后是厨房
门，“饭菜油盐无两样，色型气味不一般”，横
批“名师手艺”。最后还有猪牛圈门，就买

“马牛羊圈年年大，猪狗鸡窝岁岁增”，横批
“六畜兴旺”。父亲把买好的春联展示给母
亲看，还抑扬顿挫大声念读，母亲称赞父亲
做了件“美事”。

后来，父亲觉得买来的春联是印书体，差
点味道。“那就买手写的春联！”我们异口同
声地支持父亲的想法。

父亲依旧带领我们赶场，在本土书法家
摆的春联书写摊前驻足。父亲说出想法后，
那书法家便拿起毛笔，蘸好墨或金粉，在折
好的红纸上书写。很快，上下联、横批都写
好了。父亲在一旁把写好的春联挂在绳索
上，以求尽快风干。

再后来，我们学会了写毛笔字，父亲就鼓
励我们写春联，说哪怕写得再不济，只要是
自己写的，都别有一番韵味。想想父亲的话
在理，我们鼓起勇气，提笔开写。最初，心情
紧张，经验缺乏，写出来的春联很不理想，可
父亲鼓励我们不要放弃，争取下一次写得更
好一些。最后，父亲和我们一起选出了相对
写得好一点的春联。

除夕那天下午，父亲备好浆糊，安好板
凳，认真、虔诚地贴上了所有春联，他说决不
能辜负温暖的春联。于是，春联陪伴我们吃
年饭、守夜、看春晚、欢度正月。一直到春
末、夏初，那春联才渐渐变成淡红。如果保
管得好，还可延长到腊月。

今年我们提前请书法家写好了“祥光当
户春色美，瑞彩盈庭家事和”“兔年大吉”的春
联，只等到时候贴上，欢欢喜喜过个温暖年。

从小到大，几乎每年春节我都是在农村老
家度过的。特别是小时候，才刚过腊八，我便
开始掰着手指头算离过年还有几天。母亲早
早忙着置备年货，给我和哥哥赶制新衣。到了
除夕夜里，阔大的院子里还会亮上数盏灯，远
远望去，我家的老屋竟也崭新夺目。

工作后，我离家越来越远，可一到年根儿
就开始魂不守舍，心里如同长了草。放了假，
不做片刻停留便开始往家奔，归家的心情急切
切的。家乡有母亲、有老屋，与其说是盼着过
年，不如说是向往那份家的亲情。

可世事变化无常。先是母亲意外离我而
去。我徘徊在老屋周围，心里默念着：“以后
我想您时，就来老屋看您！”然而，我还没从失
去母亲的悲恸中走出来，老屋便被哥拆了，翻
盖了新瓦房。老屋拆除那天，我没回去，我觉
得他打碎了我心底最后那个关于家园的梦。

去年春节前，妻问我：“今年咱还回老家过
年吗？”“妈走了，老屋也没了，回老家干什
么？那不是咱的家了。”我的口气生冷。可没
想到，刚近年关，哥就打来了电话：“弟，哪天
回家告诉哥一声，哥好来接你。”我在电话里
支吾着：“到……到时候再说吧。”那几天，我
心里一直闷闷不乐。

最终，我决定回老家过年，是因为嫂子和
哥又分别打来了电话：“弟呀，人家过年都回
家，还是回来吧，怕冷就少出门，反正屋里有

暖炉……”
年三十那天一大早，我们一家三口开车

回家。半路上我一直在想：我这算是回家过
年吗？

下了车，远远的，一座红砖红瓦的新房就
矗立在老屋原来的位置。看到新房，我以为我
的眼泪会夺眶而出，然而，那份伤感的情绪还
没释放出来，我便发现哥和嫂子还有侄儿就在
大门外候着我们。那天的风很大，他们的脸被
冻得通红。特别是侄儿，小脸儿上还挂着一抹
未来得及擦掉的鼻涕……

我和妻进了屋，室内的温暖驱走了冬日的
严寒。顿时，人就变得舒展了，那温暖是从心
里流溢出来的。

年三十下午，我和嫂子在一起说笑着贴春
联，妻和哥在屋里包饺子，侄儿带着女儿玩得
不亦乐乎，一家人喜气洋洋，其乐融融。哥和
妻原本都是内向的人，可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却
也说得挺热乎……我不禁暗自感叹：“一家人
还是一家人呀！”

节后，我和妻返城时，哥说：“弟呀，你看还
是老家年味浓啊！以后周末没事想着多回家
看看。”

我和妻都点着头。走在路上，我跟妻说：
“明年过年，咱还是回老家吧。妈走了，老屋
也没了，可亲情是永远也割舍不掉的，这里永
远是咱的家啊！”

有种年味叫回家
□ 刘士帅

亲爱的妈妈：
儿子假期转眼已到，军令如山，召必

回。短暂的相聚时刻，万语千言不知道哪
句先说。

“妈妈，我走了。”
“你走了，也带走了妈的牵挂。”
您送我到火车站的那一幕在我脑海

里不停回放，始终挥之不去。常言道，儿
行千里母担忧。当我进火车站口时，您帮
我整理了一下衣领，还提了一下我的行
囊，问我鸡蛋有没有带走。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我参
军入伍已经 4 年有余了。在他人眼中，我
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是一个标准的
大人了。但我知道，在您眼中，我永远都
是一个孩子。孩子，总是会缺少一些勇
气，我还有很多话没和您说，所以，我把想
说的都写在这信里。

随着婴儿的哭声，我来了；十八年后，
我踏上北行的列车，您笑了。当兵是我坚
定而无悔的梦想，当踏上火车时，我的理
想彷佛已经实现，所以我微笑着和您告
别。而您的笑折射出鼓励、期盼和不舍。

部队真是个大熔炉，回想在新兵训练
的 3 个月里，每天早睡早起，按时出操、训
练、学习，过去在家爱睡懒觉的习惯很快
改掉了，在家从不叠被子的我，在班长手把
手的帮助下很快学会了被子的叠法……我
总是一次次地想起新兵时光，那时每周末
休息时间我都会和您打电话、开视频。在
视频和您接通的一刹那，仿佛一周的疲劳
瞬间烟消云散。在南疆严寒冬天的某个
下午，班长带着我们这群新兵正在练体
能，广播里面突然传出了许巍的《故乡》，
当时我强忍着对您的思念，若无其事地完
成了训练。只因同胞们需岁月静好，我和
战友们甘愿用青春负重守边疆。

妈妈，原以为我服役期满就可以回到
您身边尽孝，没想到指导员找到我，说我

军事技能好，部队希望我留下来。望着指导员热忱的目
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时刻听从部队的召唤。我想这也
应该是妈妈的希望。如今我已超期服役两年，安心守卫在
祖国北疆。

妈妈，这次回家，我刚到家门口就闻到了最喜欢的花椒
鱼的味道。那天的饭很香，鱼很嫩，是妈妈的味道。那天，
我们聊了很多。我说着雪山、草原、戈壁滩，您说着田野、
稻禾、那山那水。您坚守在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我坚
守在那方正哨位上。我们有着各自的坚持，也懂得各自的
不易。

给妈妈捧上一杯热腾腾的茶是梦幻，给妈妈端上一盆
热水泡一泡脚是梦想；想妈妈是奢望，想拥抱妈妈是奢
侈。您总是告诫我，“有国才有家，你好好为祖国站岗，就
是对我最大的孝。”您能理解我，我非常高兴。妈妈，您是
多年的县政协委员，搞调研、写提案、反映社会民情，把参
政议政当作已任。您公司事情也多，现在我没在家，您要
照顾好自己。南方的冬天湿冷，家里随时挂两个干燥剂，
这样可以除湿。过两天我给您寄一些大枣和枸杞，熬一点
姜糖水驱寒。还有，今年过年我还是不能回家，还望您理
解，“一家不圆，万家圆”，这是我们军人的职责所在。您还
是去小姨家团年，过年的时候我会给您打视频电话。您一
定要照顾好自己哦。

母子一场是缘分。这种缘分犹如风筝的引线，遥系着
儿子的心弦，我不断地在您的目光中远行。您拽着风筝的
引线，看着我消失在铁路的尽头。我用我的背影告诉您，
我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一颗红心守卫好边疆。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告诫我们，广大青年要

“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
斗”。所以，您放心，我一定听党话，做一个“若有战，战必
胜”的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合格军人。

亲爱的妈妈，情长纸短说不尽，您听，儿子最喜欢的
《战士笫二故乡》的歌声又响了，它代表了儿子此时此刻的
心声，也作为书信的结尾吧。

“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
这儿正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方……”

儿：薛沁敬上
2023年1月5日

“干部下乡办好事，真帮实干助脱贫”“太阳
出来热和和，过了河沟又爬坡。三人一起下乡
去，有说有笑乐呵呵”……在神奇的“石头上的
古寨”——梁平区滑石村滑石古寨寨顶歇息处，
正在表演的梁山灯戏节目牵住了朴实厚道村民
和南来北往游客的目光。“嬉笑闹、扭跩跳”的灯
戏风格博得了观众阵阵掌声。剧中“小贞”扭动
着轻快喜庆的圆场步，其俏皮幽默的唱腔和着
鸟鸣声在群山环绕的古村落久久回荡。

表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梁
山灯戏”的是梁平区梁山灯戏剧团的青年演员
们。他们将文化与旅游、非遗与乡村振兴、诗

与远方巧妙地融合成一体，使梁山灯戏焕发了
勃勃生机。

梁山灯戏属地方小戏，梁平（1952 年前叫
梁山）本地人以前称其为“包头戏”“端公戏”。
早在明朝正德年间，它便从民间的“玩灯”和

“秧歌戏”中脱颖而出。清代中期，梁山灯戏发
展达到鼎盛时期。

“唱灯随处是歌楼，曲子无腔易转喉。传
说官班明日拢，开场先看小包头。”这是蜀中竹
枝词中记载梁山灯戏的盛况。梁山灯戏声腔

“梁山调”自成体系又独树一帜，影响了长江流
域 12 个省、数百个县的地方戏曲的发展。

在滑石古村落，梁山灯戏剧团的演员们送
戏下村，已在此表演了近百场灯戏。之后梁平
竹帘、梁平抬儿调、梁平狮舞等国家、市级非遗
的加入，更加丰富了滑石古寨旅游生活，村民
十分受益。

百里竹海是全国 4A级风景区，有成片竹林
35 万亩。听说来了灯戏剧团，村民和游客将灯
戏演员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余音绕“梁”，
灯戏不绝于耳，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闹闹热
热是故乡。自梁山灯戏进百里竹海之后，最美
古诗词咏唱会来了，古筝比赛来了，文艺创作基
地牌子也来了，村民成了“文化人”，也更忙了。

在享有“中国名柚之乡”美誉的梁平区龙
滩村，一棵棵柚树下站满了欢天喜地的村民。
传统梁山灯戏《送京娘》的演出更是让村民享
受了一席文化大餐。

有人说：“梁山灯戏的演唱是纯朴的、夸张
的，又是细微的。”《梁山县志》记载：梁山灯戏由
于多种原因曾一度走入低谷。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嬉笑闹、扭跩跳”的梁山灯戏像山里
的野桃花一样又迎来了多姿多彩的春天。

1992 年，梁山灯戏“山里开花山外香”。它
受邀参加文化部在福建泉州举办的全国戏曲
稀有剧种展演，获得了“天下第一团”的荣誉称

号。梁山灯戏剧目《招女婿》《卖驴》分别斩获
第十一届全国群星奖金奖和银奖。2006 年梁
山灯戏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

2010 年 10 月梁山灯戏壮大了力量，梁平在
已有文化馆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梁山灯戏剧
团”。而今，梁山灯戏剧团已有剧目 150 余个，
梁山灯戏《你的手我的眼》获得重庆市“五个
一”工程奖。梁山灯戏《好人邓平寿》在北京梅
兰芳大剧院公演。灯戏演职人员现已发展到
30 余名，有梁山灯戏国家级传承人 2 名，省市
级传承人 7 名。他们还在当地中小学培养了
上千名梁山灯戏“小小爱好者”。

村里来了灯戏剧团 □ 徐文峰

徐悲鸿笔下的《虎与兔》
□ 缪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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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即景（组诗）

□ 卢兆盛

贴春联
平平展展铺开来
端端正正贴上去
上联饱含祝福
下联储满希冀

红红火火是底色
欢欢喜喜是主题
看一眼，满眼春色
读一遍，口舌生香
吉祥，驻足于每一家门庭
安康，洋溢在每一条村巷

乡村，在火红春联的簇拥下
开门纳福，喜迎新春

放爆竹
点燃爆竹
就等于敲响了乡村新年的钟声
这个亘古不变的习俗
每个村庄都喜闻乐见

习惯了宁静的乡间有时也需要热闹
而爆竹的加入
大大提高了热闹的度数
声声脆响，告诉千家万户
冬去春来，辞旧迎新

金虎踏雪去，白兔迎春来。在这农历虎年
和兔年转换之际，翻开《徐悲鸿画集》，品赏他
的画作《虎与兔》，别有一番情趣。

徐悲鸿，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素享
“丹青巨擘、教育巨子”之誉，不仅画马独树一
帜，而且画虎、画兔等也各具特色，如《骑虎财
神像》《虎图》《双兔》画作等。而画家将虎和
兔绘在同一画面上，实为罕见，堪称一绝。

《虎与兔》创作于 1935 年，画中老虎仰卧
并舒展着身体，身上线条多变，纹理错落有
致，毫无凶猛形象，却多了几分顽皮之气。而
右侧的黑兔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细细观赏黑
兔，画家以留白技术使兔子形体轮廓毕现，更
为生动传神。纵观此画，画面上深与浅、大与
小、晕染与勾写之间对比鲜明，使虎与兔相得
益彰，妙趣横生。同时，徐悲鸿在画面中所注
的题识，不仅点出了画意，而且优化了画面布
局，给人以美的享受。

徐悲鸿将虎与兔画在一起，其背后却有一
段情缘：此作品是徐悲鸿应一位朋友的要求而
作的。友人夫妇的属相分别为虎和兔，遂请徐
悲鸿画虎和兔。对此，徐悲鸿匠心独运，创作
了这幅虎与兔在一起嬉戏的作品。以
虎与兔和谐相处的场景，象征夫
妇之间融合、亲密的关系，真
可谓“谁言虎兔不相容？
分明和谐一家亲”。

徐悲鸿作为现代动物画的高手，不仅得
益于他少时跟着父亲参加农业劳动，熟悉乡
村的各种动物，更得益于对动物的深入仔细
观察。他在所撰《述学》中自称“鄙性以好写
动物。”并写道：“旋游欧洲，凡名都之动物
园，靡不涉及流连。既居德京，以其囿之布置
完美，饲狮虎时，且得入观。而且槛式作半圆
形，俾人环睹，其动物奔腾坐卧之状，尤得伫
视详览无遗。故手一册，日速写之，积稿殆千
百纸……”正因有了这样的观察积累，才使他
的动物画栩栩如生，情趣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