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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庆这个多民族大聚居小杂居的大家庭里，“三
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每个民族和地域由于独特的
地理环境和文化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俗习惯，香格里
拉市上江乡良美村由于其汉民族由广东、四川等地迁
入，与世居纳西等少数民族杂居一村，儒家文化与迪庆
原有的藏传佛教等相融并蓄，形成了特多的年俗习惯，
这些年俗文化仪式感强烈，文化底蕴丰厚，寄托着村民
对于新的一年美好的祝愿与祈福，形成了有别于其它
村寨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以前良美村的年俗从大年三十开始，有着自己一
套非常严谨的仪式与仪轨，年三十早上，要烧一炉火

“除秽”，将打扫出来的厅堂垃圾以及不要的家什物件
焚烧干净。之后，要祭山神，祭品为一个煮熟的猪头和
一只公鸡，公鸡要清理干净后用一双筷子分别插入两
翼固定，使其仰着头。山神祭完之后在厅堂祭祖献饭，
未吃年夜饭前，必须给“门官老爷”——看门狗献饭，肉
饭兼备。传言，狗先吃什么来年就什么会贵，先吃饭就
米价贵，先吃肉就肉价贵。年夜饭吃过之后，就在铺满

青松毛的厅堂中“守岁”。零点过后，要到金沙江边祭
水，拿个干净的水壶去江边打水，并拣来三颗鹅卵石，
回到家后，厅堂门敞开，将打来的水洒在门槛上，将三
颗鹅卵石依此抛入厅堂，抛第一颗鹅卵石时，口中要念

“财门大大开，金银财宝滚进来”，抛第二颗鹅卵石时，
要念“滚进不滚出。”抛第三颗时要念“滚得满堂屋。”除
夕前把家打扫干净后，初一不动扫帚，大年初一时，家
中男童要早起生火，早点、中午都不能吃荤，都以香油
粑粑、清茶、糕点为主，晚餐才能开荤。当年有鹤庆籍
的村民组织的“洞经会”初一之时开唱传统京戏，丝竹
管弦、吹拉弹唱好不热闹，但破四旧时期悉数被没收，
之后就断代了。“荡秋”是初一最为隆重的消遣仪式，青
年男女或两两相约、或独自上场，在用草绳编结而成的
秋千上比谁荡得更高更远，两情相悦，很多人的婚事就
这样被定了下来。

如今，这样的年俗已渐行渐远，方便、快捷、简单的
年俗越来越被村民所接受，旧时的年味只存在于年上
耄耋的老人的记忆中了。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进天
上著词声。”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这首诗，真实地道出了唐代元宵
节的盛况，一句“三百内人连袖舞”，更是写活了千百来炎黄子孙正月
十五“闹元宵”的红火意境。

元宵节，也称“上元节”、“灯节”。古时，道教把正月十五称为“上
元节”；此日人们要挂灯、赏灯以示欢祝，故又称“灯节”。元宵节是中
国的重要传统节日，据史料记载，元宵节起源于秦汉年间，秦末即有

“正月十五燃灯祭祀道教太乙神”之说。汉文帝时正式颁令，将正月
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将元宵节确定为
重大节日。

元宵节风俗众多，绚丽缤纷：吃元宵、赏花灯、猜灯谜、舞狮子、踩
高跷、划旱船等。

吃元宵一俗可谓渊源流长。宋时，民间即流行一种正月十五吃
“浮元子”食品的习俗。唐代时流行吃面蚕，“京人以绿豆粉为科斗
羹，煮糯为丸，糖为臛，谓之圆子盐豉。捻头杂肉煮汤，谓之盐豉汤，
又如人日造蚕，皆上元节食也”（《岁时杂记》）。南宋时，出现了元宵
的前身——“乳糖圆子”，“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玫
瑰为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圆也”（《酌中志》）。经过
长期的传承与发展，元宵的做法、吃法更加丰富多彩，仅馅就有豆沙、
山楂、枣泥、五仁、玫瑰、芝麻、奶油可可、巧克力、咸味肉等数十种之
多，食法也有煮、煎、蒸、炸等多种。元宵节吃元宵，象征着“月满圆、
人团圆”。闽南歌谣《元宵月正圆》唱道：“闹元宵，煮汤圆，骨肉团聚
满心喜，男女老幼围桌边，一家同吃上元丸。”

元宵节赏灯之俗一说始于汉文帝。公元前180年的正月十五，汉

文帝刘恒平息了吕氏家族叛乱，为庆祝胜利，汉文帝颁旨大庆，于是，
街衢之上张灯结彩，犹如灯的海洋；一说始于东汉明帝。明帝崇尚佛
法,闻说僧人有正月十五日观佛舍利、点灯敬佛之俗，便下令上元之夜
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这种礼佛仪式其后逐渐传入民间。唐玄
宗时，赏灯之俗更为壮观，“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宋
代赏灯活动愈加热闹，赏灯活动持续5天，“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
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明代赏
灯活动要持续10天，“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清代赏灯
活动虽只3天，但盛况空前，并燃放烟花以助兴，清人董舜民《元夜踏
灯》诗曰：“百枝火树千金屧，宝马香尘不绝。”

“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南宋时即已出现，
《武林旧事·灯品》记载：“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
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人们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
色的彩灯上供人猜，为节日增添了许多趣味。

随着社会的发展，元宵节的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耍龙灯、耍狮
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活动，将节日的氛围营造得
越发的浓郁了。

除此之外，元宵节还有一些鲜为人知且已失传的民间活动，如
“走百病”——妇女们结伴而行于郊野或墙边，目的是驱病除灾；“祭
门、祭户”——把杨树枝插在门户上方，在盛有豆粥的碗里插上一双
筷子，用以祭祀“门神”；“逐鼠”——养蚕人家熬粥，放在老鼠出没之
地，诅咒老鼠偷吃蚕宝宝不得好死；送孩儿灯——娘家送花灯给新嫁
女儿家，或一般亲友送给新婚不育之家，以求添丁进口，因为“灯”与

“丁”谐音。

锄头、镰刀和石磨，很多人都不陌生，但
我更是感到熟悉和亲切。从农村走出来的
我，在这些过往的事物里似乎看到了根脉和
故土，并产生与生俱来的眷恋和怀想。

逆着时光追赶，抵达一个不起眼的村子，
零乱的草房横在一片土梁上。早晨、午间和
傍晚，每座茅舍的烟囱里都飘出袅袅的炊烟，
它们呼应着升上天际，村庄里到处弥散着柴
草燃烧后的淡淡的糊糊的气息。我的家人和
乡邻，在这里不挪窝地过了一辈又一辈。他
们在土里刨食，与柴草相伴，用锄头、镰刀和
石磨，打磨着时光和岁月，在柴米油盐里艰难
又快乐地度年月。

深浓的记忆里，父亲整天和锄头在一起，
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往地里赶。到了田间地
头，袖子一卷，“哧溜”钻进地垄里。锄草，松
土，浇水，施肥，一垄一垄地往前移，再从地块
的那头返回来。父亲的身影从南头移到北
头，又从左边移到右边，一大块地眨眼间就在
父亲的锄头下变了样，一块又一块泥土翻了
个身，褐黄的颜色呈现在天空下，散发着浓郁
的乡土味。父亲一辈子都在和锄头打交道，
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这件事做完了，下一
个年头还要重复做一遍。父亲的青年、壮年
和老年，父亲一生的时光都在锄头挥舞的岁
月里长大和变老。

父亲用过多少把锄头，我记不得了，曾有
一把长一米半，锄把是一棵核桃树的树干。
父亲一出门就带上它，起早摸黑到田里去干
活，将它插入土地，翻起土层和草皮，回到家

里，竖在院墙的拐角处。那锄头的锄把磨得
光亮又圆滑，锄刀明晃晃的，刀口中间有一个
豁口。10岁的我走过去，用手拭了拭那豁口，
心里直发悚，好家伙，啥东西把它钝成这样，
它真是一头能出力干活的牛！在一次次不停
歇的劳作中，父亲的锄头一点点磨亮了，又一
点点磨损了。在过掉的时光和岁月里，父亲
走过的地方，都有锄头的影子在晃动。

乡村生活里，镰刀和锄头都埋头干农活，
锄头使庄稼快乐地长大，镰刀挥舞时节，乡亲
们便迎来了丰收和喜悦。父亲锄草、施肥和
耕种，没白没黑地在田间劳作，庄稼有了好收
成，父亲就找来镰刀准备收割。田野上小麦
熟透了，一颗颗麦子挺得很直，麦穗饱胀欲
裂，父亲先是磨镰刀，然后再把它们收回仓。
父亲有节奏地晃动着臂膀，镰刀在磨石上发
出“沙沙”的响声，每磨几下，就在刀刃上拭拭
手，无比锋利了，父亲猛地站起，响雷似的喊
道：“明天下地收庄稼喽。”锃亮的镰刀当中，
有一把为父亲专用，刀柄很长，上面缠了一层
丝线，刀身优美地弯成弧形，在一年年的收割
中，父亲用它收获了多少金黄的麦子，流了多
少汗，没有谁去想过。

麦浪像个金色的沙丘拥向天际，又从天
际拥过来。麦浪的一角，父亲一镰刀一镰刀
地收割着自家的麦子，虽然这是个慢活，但父
亲动作麻利又娴熟，我躲到一边闲散一会儿
再跑回来时，父亲身后麦子已倒下一大片。
父亲直起腰来，回头看上一眼，兴奋地说：“今
年收成好，咱农民有指望啦。”话还没说完，他

心思又沉重起来，慢吞吞地说：“李海的庄稼
遇上了病虫害，他家的口粮不知够不够？”镰
刀能给人带来喜悦，但不是每个庄稼人都高
兴得起来。

庄稼收获了，乡亲们就用石磨磨成面
粉。在庄稼人的生产和生活里，锄头、镰刀
和石磨，都是他们朝夕相处的家什，不可或
缺。昔日的农家院落里，几乎家家都摆放着
一盘石磨，它们从岁月的深处走过来，打磨
着乡下人简单的日子和时光。石磨构造并
不复杂，它由上下两个磨盘组成。磨盘用石
头打造而成，直径约 40 厘米，厚约 15 厘米，
靠近边缘凿有一个鸡蛋大小的添谷孔。谷
物通过添谷孔流入磨膛，均匀分布在四周，
通过转动，被磨齿磨成面粉，从夹缝中流到
磨盘上，再流入事先准备好的盆或瓮里。石
磨像头任劳任怨的牛，磨豆子，磨高粱，磨小
麦，什么活都干。母亲常常一大早就起床，
把金黄的玉米倒进磨孔。父亲力气大来推
磨，石磨沉重地转动起来，发出沉闷的“嗡
嗡”声。炊烟升起来，母亲把磨好的细面做
成面饼，日子就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在忘
不掉的记忆里，庄稼收成好，石磨磨出的细
面多，乡亲们就有饭吃。

锄头、镰刀和石磨已成为一段历史和记
忆，但它还是一段走过来的路。这段路酸楚
又漫长，但最踏实和厚重。回头看一看过往
的锄头、镰刀和石磨，我仿佛看到祖辈们从岁
月的那头挺着胸走过来，一步步把我们送进
了新生活。

孙女才六岁，就知道打扮，那
天一大早送她去学，一路上给我
商量，说学校里的女同学们，每天
上学，头上都有点儿花什么的好
看，就她没有。言外之意，是想让
爷爷给她的头发打扮一番。女娃
爱美，这是人性使然，一定得考
虑，因而我就在校门口的各色小
店里浏览搜寻自己感到美的那一
朵什么头花。结果，那些极其美
艳靓丽的头饰我都看不上心，不
是感到格外的富贵娇柔造作，就
是过于老气横秋。可是突然在一
个老太太的临时地摊上看到一束
红头绳，尽管它才价值一毛钱，可
是不知为何让我眼前一亮。孙女
是个极为听话的孩子，关于那根
红头绳她是否真的喜欢，并没有
发表意见，只是高兴地扭转身子
让我把那根艳红的头绳给她做一
个剪花扎上。

时隔一天后，孙女就高兴地
喊我，说她在学校因为爷爷的红
头绳被同学们关注了，并成为一
个了不得的校星。还说，她戴着
那根红头绳，开始是一窝小男生
笑话她穷，可后来不知为何，又说
怪美，都想有意无意这去摸一下
她的那根红头绳，再下来，就是学
校门口的大人们都热心的给孩子
买红头绳了。有手机的同学，还
偷偷的给她的红头绳拍了图片，
其中有一张笑容可掬，格外美丽
的红头绳美艳照在网上不胫而
走，好评如潮……还有的同学，私
下悄悄地把那张红头绳美艳照做
成了钥匙链上的挂饰……

这个情况连我也感到吃惊，
我真的没想到，人类文明中，返
璞归真的那一袭亮色竟然生命
力如此旺盛。

记得，我喜爱红头绳是自己
十二岁那年。那时候我家因姊妹
人口多，生活异常的贫困。妹妹
们不要说穿上新衣，带上头花了，
就连缝缝补补的衣服也要等到大
的脱下来给小的穿了。每年周边
的孩子们都能有五毛钱去赶次大
会，吃一口五分钱一个的鲜肉包
子，而我们姊妹们，从来没有。为
了能和妹妹们去赶一次会，看场
大戏，吃口鲜肉包子，十二岁的
我，就利用星期天替父亲放牛的
功夫采药。积攒了半年，才收入
了三元一毛钱。其中两元钱给了
母亲，瞒着母亲私藏了一元一毛
钱，等到镇里大会那天，我就偷偷
地带领妹妹们去赶大会了。那时
候，也知道会受到父母的责怪甚
至打骂，可是童年的欲望不能使
我考虑那么多。

来到集市上，我们几个美美
的吃了几个鲜肉包子，还去戏院
看了场大戏。待我们几个玩够
该回家时，小妹却站在一个货郎
担跟前硬是不走，闹着要我给他
买一根红头绳。一问价格，说二
分钱一根，可是我一数兜里的钱
只剩下了五分了，要只给小妹买
一根红头绳，那两个妹妹咋办？
因而我就谎说钱花完了，等有了
钱再买。可是无奈中被我拉走
的小妹却一步一回头的满眼泪
流起来。我打小就是个心软的

孩子，因而就下决心重新回到货
郎 担 跟 前 ，掏 出 了 仅 有 的 五 分
钱，求货郎给三根红头绳。起初
货郎直摇头不予同意，还说这已
是白给你跑腿了。可是带我无
奈中要离开的时候，突然货郎担
老人喊住了我，并从货篮里取出
了三根红头绳，又很熟捻地将三
根红头绳编成了三个莲花瓣一
样的剪花儿，给围过来的三个妹
妹扎上。

扎上红头绳的妹妹们，突然
间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的好看起
来，她们回家路上一路蹦跳，一
路唱歌，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回到家里，却被母亲狠
狠地埋怨一番。母亲埋怨完了
后，就拥紧小妹哭了……当时我
不知道为何母亲会那样的伤心。
后来当我长大成人，在城里了有
了一个小家，问及此事时，母亲才
说，那是母亲在埋怨自己没能力
让儿女们过上好日子心中难过。

时 光 荏 苒 ，转 眼 几 十 年 过
去，多少事都丢到了脑后，而唯
独货郎担那三根红头绳的一分
钱善意让我记忆犹新。

我常常以为，美是有文化底
蕴的，审美观更是由文化底蕴绣
成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嵌入
民族文化深层而平淡朴素的善
美，永远是块金子。

就 像 孙 女 头 上 那 一 根 廉 价
的红头绳，很轻易地就燃起人们
对淡雅简约的审美情趣一样，文
化回望了，审美归位了，这就是
希望。

春节假期利用难得的休闲时间，笔者看完了《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深深感到作为人民领袖的习近
平总书记当之无愧是我们青年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作
为青年人一定要以习总书记为榜样，牢固树立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思想认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
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
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
实事！”在梁家河村插队的七年，他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
劳动，在艰苦岁月中磨炼了意志，铸就了品格，涵养了为民
情怀。“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从
青年时代起他就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

样做的。
破旧的土窑洞，昏暗得令人窒息，炕上看不出颜色的

被褥，补丁摞补丁，一天早晚两顿喝稀的，中午才能凑合吃
一顿饱饭，有人一年到头只有一身衣服，冬天装上破棉絮，
天暖和了再取下……作为革命老区这里条件艰苦程度超
出了来自北京的习近平想象，但是他扎根农村，不但有为
民服务的意识，还有为民服务的办法。担任村支书期间他
带领当地村民兴水利、办沼气、发展村集体经济，大大改善
了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至今很多老人回忆起来还对
这些为民的实事记忆犹新。

“爱学习、肯动脑、追求进步”这是当地村干部对青年
习近平的第一印象。与一般知青不同，他在插队期间，依
然重视学习。书中写到，其他知青带到陕北的箱子里都是

衣物而他带的是厚厚一箱书，在干完农活后的空闲时间他
都会去看书、学习、读报，利用一切手段了解国内、国际大
势。

入党、上大学、提干，直到最后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岗
位，看完这本书才能了解到这些影响人生重大轨迹的事情
背后都是他拼搏奋斗的结果，与家庭、背景无关，很多村民
直到后来习总书记重新回到梁家河走访时才知道他父亲
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对我们今天很多年青人
不讲个人努力，只想靠背景、靠关系是很好的鞭策和教育。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实干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的务实态
度；迎难而上的坚强意志；不断学习，坚持做到知行合一，习
总书记用自身的故事给我们青年人树立了良好榜样。

维西三江植物园领导约我撰写大门联及
珍园阁联，于是不揣浅陋，草拟如下，另增拟
角亭联及立石联。

一、大门联
三江寻芳群梦美，遗地探宝一园珍。
二、珍园阁联
吉壤作基，神山为屏，金楼舒云凝眸，赏

戈登石磬偕山歌野乐，和八面风声，日日夜夜
演绎目括、热巴、阿勒、禅都独特文化千秋宝；

碧天当冠，绿野系裙，玉人凌虚放眼，观
三带圣水携银溪洁雪，共四时酥雨，年年月
月滋哺奇花、异木、硕果、茂草稀有园林万代
珍。

全联共100 字，上、下联各50字，以全面
反映维西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之特色。楹联
试用拟人之法撰写，上联主写维西历史文化，
下联主写三江植物园乃自然地理造化，无比
珍奇。上联中暗含阁有八角之分，下联中的
玉人观三水既暗含“珍”字，又突出阁楼屹立
三江自然遗产之地的雄伟壮观。

三、角亭联

（一）永春亭
苍茫山水皆造化
珍稀花木尽乐春
（二）安谐亭
一亭工农桃源景
全球和者安谐村
此联取材于古代世外桃源般的县境攀天

阁乡工农村之自然人文景观。
（三）三江亭
浑厚华滋三江水
宁静幽远四面山
（四）雪龙亭
宾朋盈亭笑语暖
雪龙飞天爽意浓
（五）腊普亭
岩洞人文秀万古
角亭云烟媚千秋
四、立石联
（一）峰峦露真骨

花木显珍稀
（二）山川妩媚愧诗画

亭楼秀美怍文章
（三）消魂动魄尚有处

却欲静心唯此园
（四）幽林静心增寿岁

珍园怡情长精神
（五）四时花木养我性

八方山水怡君心
（六）观山川天人一统

游园林物我两悦
（七）人山相悦出自然

花木互爱自从容
（八）幽深淡远一怀意

空灵超逸满亭风
（九）高山流水心相印

奇花珍木价攀升
（十）朗楼爽亭明目清心皆率性

珍木奇花葱茏烂漫自从容
（十一）千山比肩，花木竞秀姿容美

三江扬波，湖泉争辉气势雄
（十二）松风爽亭座

笑语暖人心

坚定理想信念 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

维西三江植物园楹联
★吴成虎

和建芸和建芸 摄摄

良美旧时年俗
◆安永鸿

锄头、镰刀和石磨

红头绳
○宋殿儒回到古时闹元霄

●刘凯

□董国宾

苗青苗青 摄摄

★`杨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