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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间烟火

  小时候，每逢过年都会收到姥爷给
的压岁钱，红包上面写着他的祝福语，
被称为“压岁言”。压岁钱代表亲情和
爱，可更珍贵的是“压岁言”，那是老
一辈人对后辈殷切的期望！
  年幼时，每当收到压岁钱我都异常
兴奋，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有钱的感觉
让我兴奋得难以入眠。有了这压岁
钱，我可以买点平时不舍得吃的小
零食，可以买几本心爱的小人
书，还可以买点儿鞭炮，痛痛
快快地放个不停。所以，我
觉得压岁钱是孩童时代过年
最大的快乐！至于“压岁
言”，并未在意。
  转眼我长大成人
并光荣入伍，成了一
位武警战士。可是
在姥爷的眼中我
仍 是 那 个 没 长
大的孩子，压
岁 钱 照 样
给 ， 而 且
“ 压 岁
言 ” 更
有针对

性了。
  2021年，姥爷听说我要参加大学生
士兵提干考试，特别开心。那年春节
时，他郑重地将给我的压岁钱交给我
妈，还让我妈把红包上的“压岁言”发
给我。“压岁言”的内容是：新年新气
象，新年新起点。成长路成才路，都是
爬坡路。你越努力，就会越幸运，能吃
苦，肯奋斗，成功就属于你！
  我看到这“压岁言”备受鼓舞，如
同饥渴的人找到了清澈的甘泉。那时，
部队训练紧张，我备考提干考试压力很
大，稍一松劲，可能就会滑下来。但是
姥爷的“压岁言”，句句都在给我加油
鼓劲，为猛拉上坡车的我助了一臂之
力。最终我顺利通过了大学生士兵提干
考试，幸运地走进了武警工程大学进行
任职前培训。
  兔年春节学校放假，我终于得以和
家人团聚。姥爷见到我特别高兴，还没
到除夕夜，就给我发了压岁钱。红包上
的“压岁言”更加耀眼：珍惜在军校学
习的每一天，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天天
向上。永听党话，永跟党走，在实现百
年强军目标中，做有灵魂、有血性、有
本事、有品德的优秀军人。
  我将红包拿在手中，将姥爷对我的
嘱咐反复默念，觉得每一句都沉甸甸
的。这是良好家风的传承，这是一位八
旬老兵对一位新兵的期许，这是新一年
我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姥爷的“压岁

言”尤如一束闪亮的光，照亮了我的
心田！

  我以郑重的军礼告诉姥爷，
我会将“压岁言”付诸行动，

向组织和全家交一份优秀
答卷。 

  农历癸卯兔年，聊聊众人皆知
的小兔子。

  我对兔子有很深的感情，小时候我
们家盖了新房子，建房后院子中间留有
大土堆，母亲废物利用，在土堆上简单
挖个洞，盖上石板，把母兔放进去，就
成了兔窝。有了兔窝，兔子就可以产仔
了。父亲是民办教师，只会教书，母亲
在那个年代则属于会持家的，她养了好
多兔子，那时大家把种地以外的生产行
为叫“副业”，是可以“来钱”的。当
时，我们把一笼一笼的兔子送到村里的
供销社换钱，不管价格多少，劳动成果
喜人，也羡煞旁人。
  兔子的繁殖能力很强，强到什么程
度呢，看看澳大利亚就知道了。十九世
纪英国人占领澳洲后带去了好多物种，
其中就有兔子。新大陆丰富的水草给兔

子提供了繁殖的乐土，兔子大量繁殖，
几年后泛滥成灾。这说明事情往往有正
反两方面。
  兔子是十二属相之一。世界上有属
相的国家有中国、越南、缅甸、印度、
日本等。中国有兔没猫，越南有猫没
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越南那时还没
有兔子这个物种。由此可想，是不是因
为兔子喜温和而惧怕炎热呢？
  兔子性情温和，讨人喜欢。随着年
龄的增长我时常检讨自己一点就着的脾
气，特别容易激动的性格会让身边的人
难堪，往往不欢而散。但很多时候只能
用“人没脾气驴没力气”这句话来安慰
自己。人难免会犯错，一直为过去的错
误纠结会令人崩溃，知错就改才会强大
一个人的心胸。
  兔年，期待一切顺利。

兔年聊“兔”
      □崔雪生

  热闹的元宵节马上到了，童年的记忆也回
来了。
  看花灯是最温馨快乐的时光。我的老家在
邹平市焦桥镇，听奶奶讲镇区的老布局是“九
登梯子街，双龙一个眼”。“双龙”就是东西
双街，花灯最热闹的非西街莫属。那时的花灯
是家家户户自己制作的，老乡们大年初三圆了
年，就开始忙活着做花灯，等正月十五一展风
采。花灯有宫灯、鱼灯、财神、荷花、龙灯、
奔马等，有的五颜六色，有的闪闪发光……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
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说的便是这番光景。
  我那时还小，钻到人群里啥也看不到，父
亲便把我扛在肩头，一路指着好看的花灯，介
绍这是谁家的，有什么吉祥寓意，我因此学到
了不少传统知识呢。庄里乡亲很多都是熟人，
父亲都一一打着招呼：“吃了吗？”“吃了，
你吃了吗？”“吃了。”这是老家打招呼的常
用语，我想可能是很早的时候大家都穷得吃不
上饭才这么问，一辈辈传到现在，大家生活富
足了，“吃了吗”也不仅仅是“吃了吗”，就
如同“你好”，就如同外国人见面说天气一
样。大人之间打完招呼，父亲再让我这个叫大
爷那个叫婶子，我小时候很腼腆，但叫着叫着
也就大方多了。
  闹玩也是正月十五的重头戏。闹玩就是闹
元宵，每个村都有自己的闹玩队伍，其中有踩
高跷、舞龙、舞狮、秧歌、舞信子、跑旱船、
大头、锣鼓等，大家穿着传统服饰，脸上化得
跟唱京剧的一样，喜庆的氛围一下子就出来
了。闹玩先是到沿街店铺闹，我们那的店铺都
是正月初八开业，等到正月十五时都在经营着
各自的小生意，大家就闹着店铺给红包，店铺
一般都是先不给，热热闹闹的锣鼓敲起来，等
着闹玩队伍表演完，红包才递上，大家就转闹
下一家。商家若不给红包就一直敲一直闹。闹
玩的觉得越闹红包越大，商家则觉得越闹节后
生意越红火，大家各得其乐，一片祥和。
  闹上几天店铺，就到了汇演的日子。演出
都是在学校操场之类的大场地上，十里八乡的
人都来看闹玩。我们小孩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地
往人群里挤，里三层外三层的，有的爬到车顶
上，有的到远处的高楼上，人山人海、热闹非
凡。人越多越起哄，闹玩场地一会儿就挤得没
地方表演了，随着一阵锣鼓喧天，先是踩高跷
的出来踩场地，沿着人群内沿踩，踩上几圈，
圈内的人们就奋力向外挤，外圈的人可不管这
些，还是用劲向里推。高跷踩不出场地来就放
鞭炮，一直放到清出个大场地，正式表演也就
开始了。汇演时各村都使出浑身解数，踩高
跷、翻跟头，舞龙的穿插摆出长龙造型，狮子
上高桌……喝彩声此起彼伏，我们小孩子在人
群里钻来钻去高兴坏了，现在想来并不知道当
时为什么那么开心。
  后来，我去外地上学，毕业后来到
潍坊，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老家过元
宵节了。如今回想起老家的元宵
节，那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恍如昨日。

童年闹元宵
       □孟文杰

姥爷送我珍贵“压岁言”
           □路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