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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诗人辛兰《元正》诗:
“元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

年觞，小大同悦熙。”
唐代诗人孟浩然《回家元日》诗：“昨夜斗

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
野犹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
丰。”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元日》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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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诗话

各个国家由于其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族习
惯不同，元旦都有自己不同的庆祝。不过，这也使得
这个世界多姿多彩，更显地域、民族特色了。

丹麦:丹麦人在元旦前夜，家家户户都要将平时
打碎的杯盘碎片收集起来，待夜深人静时偷偷地送
至朋友家的门前。元旦的早晨，如果谁家门前堆放的
碎片越多，则说明他家的朋友越多，新年一定很幸
运。

西德:西德人过元旦，要表演妇女夺权的喜剧。
许多地方的妇女成群结队地冲进市政府大厅，闯入
市长办公室，坐上市长办公椅，表示接管市长权力。

意大利: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元旦前夜午夜时
分，如果你在路上行走是很不安全的，因为这时人们
都要把屋里的一些破旧瓶、缸、盆等扔出门外砸碎，
以示除旧迎新。

法国:法国人在新年到来之前，各家一定要把家
中的余酒全部喝光，以致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他们
认为，元旦时如果家中还有剩余的酒，新一年里会交
厄运。

西班牙:西班牙人在元旦前夜全家团聚，到12
点时，以教堂钟声为号，争着吃葡萄，每敲一下钟，必
须吃下一颗葡萄，而且要连着吃下12颗，表示来年
一帆风顺。

元旦趣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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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倏然，眨眼之间，又将辞旧迎新，2019年像那花园里的
玫瑰玫瑰，芬芳过，明媚过，幸福过，快乐过。现在褪下主角的外套，在
元旦元旦的钟声中永远留在温馨记忆中。

那么，2020年将会是怎样的一年呢？我的2020年会是更充
实更幸福的一年。

2020年，我会依旧每日坚持写作，写出更多更可心的文字。
不仅仅不仅仅是为了坚持梦想，丰富精神世界，滋润我的心田，还为给
儿子树儿子树立一个勤奋上进、努力拼搏、坚持不懈、踏实前行的榜样。

2020年，我会更好地爱我的家人。老公工作非常辛苦，经常
要加班。可无论多么辛苦，他从不在家中说，总是将风趣幽默温
暖的一面留给我和儿子，让我们这个家永远洋溢着温馨和幸福。
儿子上初中后学习任务重，每天早上7点上学，晚上9点放学，也
很辛苦。可他每天放学总是乐呵呵地和我说着学校的趣事。即使
没有趣事，也要说一些如“我今天默写全对”之类的事让我开心。
因为有这两个大小男子汉的呵护，我的心态永远年轻如18岁。

2020年，我会多分些爱给父母，每天和他们微信视频一次，
每个星期回一趟家，帮他们洗洗涮涮，买些米油之类有一定重量
的生活物品。古稀之年的母亲做心脏手术有10年了，每次复查
时牵着她的手，她总是一脸甜蜜。等检查结果时带她去医院对面
肯德基营业厅休息，同时买些鸡腿、烤翅、蛋挞、汉堡包和她边吃
边聊。她总是一脸幸福。父母辛苦一辈子，为我们付出所有，从不
求回报。偶尔对她们体贴一些，她们便非常开心，非常满足。

2020年，我会学会享受生活，做一些2019年舍不得抽时间
做的事。精致的容颜悦己悦他人，我要每周去美容院做一次美
容。头发是女人的另一张脸，每周我要做一次头发护理，让齐腰
长发更加飘逸动人。健康的身体是家人最大的幸福，我要每天坚
持去健身房锻炼，每周游3次泳。每个周末要带着老公和儿子去
爬爬山、划划船，闲看庭前落花，头顶云卷云舒。平时与人相处，
我要看开一些，看淡一些，不争闲气，难得糊涂。

我的2020年，一定是一个朝气蓬勃、风和日丽、花团锦簇、
鸟语花香、岁月静好的一年。我将带着阳光，带着温暖，带着灿
烂，带着美好，带着明澈，带着开朗，带着憧憬，带着希冀，与幸福
的2020年热烈拥抱…… 熊燕

新年的期待

记忆中，16岁那年的一次体检，医生对老师说，这个女孩偏
瘦，有些营养不良。然后，老师再让我把这话转于父母。尽管如
此，那年秋天我还是顺利考上了市重点高中。

学校离家较远，两三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国庆节之后，我就
天天盼着元旦。到时候学校放假一天，外加一个星期天，我就可
以回老家，美美地享受大餐了。

终于盼到元旦回老家那天，100多里的路程，我用了不到3个
小时就骑车到村了。家里却没人，我一下如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
门前的石凳上。隔壁王奶奶告诉我，你父亲在山上摔伤了腿，正在
镇上的医院做检查。这消息如铅，让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放下书包，我正准备赶到镇上，父亲由村里的两个年轻人用
担架抬着回来了，后面还跟着母亲和年迈的爷爷奶奶。

我扑进母亲的怀抱，心酸地哭了。抬父亲的二狗见状说，都
高中生了，还哭啥！你爹的腿只是伤筋没有动骨，医生说休息几
天就没事了。我抬起泪眼，母亲也肯定地点点头。虽如此，我的泪
依然如决堤的洪水。

晚上，爷爷生了火炉。除了炖排骨，母亲还特意在火炉的砂
锅里添了一只野兔。虽然香气四溢，但我却没有胃口。父亲也是
的，明明知道元旦我会回老家，为什么那么不小心，让我的假日
过得如鲠在喉。

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吃饭时，一个劲地把砂锅里的肉
块往我碗里夹。我并不领情，给了母亲，母亲又给了奶奶。奶奶想
说点什么，父亲咳嗽了一下，奶奶立刻闭嘴了。

假期没到，我就想返校。母亲没有挽留，只是用保温桶装了
满满一桶好吃的，让我带到学校吃。拗不过母亲，我把它装进大
书包，上路了。

刚出村，再次遇到二狗。他很惊讶，“元旦还没有过完，咋就
返校了？”“你看我爹吧……”我叹了一口气。“你爹怎么了？”二狗
说，“你爹知道你元旦要回家，提前一个多星期就上山逮野兔
……”

我心里的委屈顷刻化作漫天的飞絮。掉转自行车，我立即往
回赶。门前，我听到爹正大声对娘说：“那只野兔有营养，正好给
竹儿补补身体，这腿也摔得值！你没有告诉她吧，竹儿心细……”
听到这里，我立即转身，含泪向学校骑去。

从此，每到元旦，我都会忆起父亲。虽说元旦期间正值一九、
二九的天气，我却并不感到寒冷。父亲用他的爱早已为我驱散了
寒冷，让温暖永驻我心。 李爱华

温暖的节日

前几天的一次家庭聚餐时，我无意中听到一个故事，是关于20世纪50年
代末，父母亲带着4个孩子走江西的一段经历。故事里有我再熟悉不过的父母
和那个对我来说恍若隔世的年代。

那一年，父母亲因故到千里之外的江西山区找工作，工作未找到，准备赶
在元旦前回家乡另谋生路。当时年轻的父母亲已有4个孩子，最大的9岁，最小
的还在襁褓里。动身回家的前一天，父母商量该不该为二儿子过个生日，因为
第二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番斟酌后，他们决定利用晚上时间去几里之外的我
三姨家，借几个鸡蛋给孩子过生日。三姨一家暂住在几里外的另一个小山村，
前些年离开家乡来此避难。

夜幕降临，我的哥哥们均已酣然入睡。父母亲穿戴整齐，锁上门，打着手电
筒，向漆黑的山路走去。黑夜笼罩的森林好像一个无底的黑洞，微弱的手电筒
光线是这个大黑洞里唯一的光芒。凭借这点光，他们互相依偎着艰难地行进。
途中，寒冷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存在；面对坑坑洼洼的路面，他们也不以为然；深
山老林里会不会出现野兽的袭击，他们也无暇顾及；不知名的鸟儿发出令人毛
骨悚然的鬼魅般叫声，他们也顾不得怕了。一路上，父亲的一只手紧紧地环抱
着母亲，另一只手举着手电筒。他们一起高声唱着一首首歌来驱逐恐惧。就这
样行走了几个小时，他们终于来到三姨的暂住地，借了7个鸡蛋后就匆匆原路
返回住宿点。

当父母亲打开房门，看到4个孩子还在沉沉的睡梦中时，他们一直悬挂着
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第二天，父母亲给孩子们过完生日，稍做准备，就带着一家人下山往车站
走去。据大哥回忆说，六口人的所有衣服被子都随身携带，物品实在太多。作为
大儿子的他也承担了小部分行李。后来还是因为行动太过缓慢，在一次转车途
中，为了不耽搁买车票，父亲只好把他们先安排在野外一个凉亭里，他只身去
50里外的车站买票……

那一年的元旦，父母亲没能按计划回家。因为元旦那一天，他们正带着孩
子们坐在一辆货车的车斗上，在顶着寒风徐徐前行的旅途中。

2020年的元旦，已近在眼前。丈夫为元旦团聚晚宴早早就做起了准备工
作：公公喜欢吃的土鸭，婆婆喜欢吃的肉饼里的肉都已提前预订，孩子姑姑喜
欢吃的菌菇类也在淘宝下单了，估计今天能到货；就在昨天，他还驱车到义乌
国际商贸城进口商品馆为孩子买了一箱新西兰牛奶饮品……

元旦的晚上，我们还可以围坐在电视机旁，共同欣赏中央电视台推出的
“元旦晚会”；你我拿起手机，随时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亲人朋友互送祝福……

显而易见，如今时代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我们坚信，天下父母对孩子的那份爱永不会改变。我不由得试想：元旦那
一天，在我和学校放假回家的孩子团聚时，我要把上面的故事仔仔细细地诉说
给他听。他会因此更热爱生活吗？他会因此更珍惜时间吗？ 胡林芳

不一样的元旦

元旦只放一天假，不适合长途旅游，一家三口到城里随意逛逛是不错的悠
闲方式。

老公说今天是个喜庆日子，学校单位都放假了，路上的车肯定多，车位也
紧张，不如坐公交车出行。

等了一会儿，公交车来了。上车，运气不错，刚好有三个座位，我们一家三
口乐呵呵坐下。

过了一会儿，上来一个白发老人，儿子立刻起身让座。老人说：“谢谢！不
用，娃儿整天上学辛苦，你坐。”儿子笑笑说：“我今天放假呢，不辛苦。您请坐
吧。”老人说：“那就谢谢了。”说完坐下。

下一站，上来一位精神矍铄的大爷。老公立刻站起来，说：“大爷，您坐这
儿。”大爷看了看老公，说：“我身体好着呢，每天都到公园去锻炼，你们年轻人
起早贪黑，有时还要熬夜加班，工作辛苦，你坐吧。”老公乐呵呵地说：“今天休
息呢，不辛苦。您请坐。”大爷说：“那就谢谢了。”说完坐下。

又过了一站，一个年轻妈妈牵着一个小女孩挤上车。我赶紧招呼那个年轻
妈妈：“来，你抱孩子坐这儿。”年轻妈妈脸上露出喜色，抱着小女孩坐下，对小
女孩说：“快谢谢阿姨。”小女孩脆声说：“谢谢阿姨。”

这时，年轻妈妈的手机响了，是微信视频，里面是一个说着浓浓乡音的中
年女子，像是北方人。小女孩将小脸凑过去，脆声喊：“外婆，新年快乐。”祖孙俩
聊得热络：

“你们这是在哪儿呢？”“在公交车上呢。”“去哪儿？”“去公园。”“你们那没
下雪吗？”“没呢。”

年轻妈妈将视频投向车窗外，说：“看到窗外了吗？”
“看到了呢，义乌真漂亮。你爸就喜欢看你发来的视频，说你那儿真好看。”
“那我天天给你们拍视频，让你们天天在家里看到义乌，看我生活的地方。”
年轻妈妈一直在向父母“现场直播”。我猜想，她要么是远嫁义乌，要么是

和丈夫一起来义乌创业的。不管怎么样，她都是一件暖心的小棉袄。
感谢生活在这个时代，即使远隔千里，手机都能将我们与家人随时随地联

系在一起。 小熊

带你一起看义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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