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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年味记忆中的年味
◎◎梁伟贞梁伟贞

年花，年桔
◎◎蓝子华

一 年 又 一 年 ，春 节 又 来 了 。 只

不过 ，随着离乡 ，进城 ，离开家乡越

远 ，年的味道越淡 ，记忆中 ，年的味

道反而越浓。

那 时 候 ，离 过 年 还 有 两 个 月 就

开 始 倒 数 ，恨 不 得 快 快 地 撕 掉 挂 历

上 的 日 期 ，然 后 好 一 下 子 快 快 地 马

上就过年了。终于到了大年除夕这

一天，所有的喜悦膨胀发酵到最大，

爆 炸 开 来 ，随 着 新 年 的 那 一 声 爆 竹

响 ，爆炸开来 ，喜悦也如烟花盛放 ，

绚烂悦目，震耳欲聋，如红红的爆竹

花开一地。

那 时 候 ，好 不 容 易 终 于 等 到 了

腊 月 二 十 八 ，奶 奶 忙 着 煮 腊 八 粥 。

春 种 ，夏 长 ，秋 收 ，冬 藏 ，一 年 的 收

成 ，晒秋的喜悦 ，冬藏的富足 ，年终

的收成，是散溢在仓库里粮食庄稼隐

隐的干燥的甜香。所以腊八粥的材

料在这个时候是最货真价实，最有秋

天的味道。用柴火鼎锅大火猛煮，散

发出是各种豆子的芳香，暖暖热辣火

烫地喝上一大碗，绵软香稠，齿颊留

芳，幸福的感觉定格在那一刻。

吃 罢 ，开 始“ 年 二 八 ，洗 邋 遢 ”，

全家动手，买力地洗刷。

南 方 的 乡 俗 ，习 惯 将 适 量 的 柚

子叶 、龙眼叶 、竹叶 、禾杆草绑成小

捆，扎在一条细长竹竿上，扫屋子里

的天花板和各个角落里的蜘蛛网和

尘埃。这其中包含了好些美好的愿

望，柚子叶可以辟邪，用开水烫过后

洗香炉，用来扫屋，可以赶走屋里躲

藏的邪气。龙眼叶寓一家人都龙精

虎猛、龙马精神。竹报平安，寓一家

出 入 平 安 ，老 少 平 安 。 禾 杆 草 寓 意

一 家 和 和 美 美 ，五 谷 丰 登 。 用 这 些

吉 祥 的 叶 子 拂 去 屋 里 的 尘 埃 、赶 走

奸 邪 ，就 可 以 迎 来 祥 和 瑞 气 。 那 么

来年就可以风调雨顺，和美幸福。

里 外 洗 刷 一 遍 ，贴 上 新 剪 的 窗

花 ，家就显得窗明几净 ，焕然一新 ，

透出新年的喜悦和欢庆。特别是那

红 澄 澄 喜 盈 盈 的 对 联 ，让 每 个 见 到

的人心理都仿佛注入了生气、激情，

欢欣鼓舞和对来年满满的希望。

“ 煎 堆 碌 碌 ，金 银 满 屋 ，油 锅 一

开 ，来 年 风 生 水 器 去 ，日 子 红 火 兴

旺，生活富裕”。年二八一般是一个

吉 祥 的 日 子 ，很 多 人 家 便 选 在 这 一

天，烧开油锅，用早已发酵醒好的面

粉，做煎堆，捏金窝、银窝，炸油角。

这就是童年时候，年的味道，让人怀

念的味道。

其 实 ，新 年 的 愿 望 就 是 幸 福 。

幸 福 ，就 是 一 家 人 齐 齐 整 整 地 在 一

起，健康、快乐。

腊月腊月
◎◎陈海金

行色匆匆的风
一拨一拨
掠过荒芜的时光
新挂的红灯笼
荡漾着喜庆的红晕
几只的候鸟
沿着思念的方向
迁徙

一声汽笛
擦亮车票上的归期
腊月，就成了一列长长的火车
从他乡通往故乡
从冬天抵达春天
轰隆 轰隆 轰隆
一曲动人的旋律
谱写着生活的漂泊

一缕炊烟
是村庄藏藏掖掖的牵挂
雪花的劝说
下了一场又一场
一树腊梅
终于鼓起勇气
以一个个花蕾的粉拳
敲响年关的大门

赏茶花
◎◎申柳欣

植物园的茶花再次盛开
迎来多少赏花人

看，那一朵茶花是多么粉嫩
这一朵又是多么洁白
还有红的，是如此娇艳
红白相间的，最是招蜂引蝶

蜜蜂在花丛中飞舞
才听得“嗡嗡”的响声
转眼就没在了花蕊中
它呀，偶尔还以为手机屏幕上的是真花
凑过来发现无蜜可采
才失望地展翅离开

只见“十八学士”在一旁偷笑
“粉霜”娇羞地低下头
“大元帅”惊艳亮相
“花点雪”化成了无情物
“正黄旗”含苞待放……

阳光，蓝天
绿树，鲜花
交织在一起
这茶花世界
喜迎新年的莅临

统筹/何万里

广府人过农历新年有买年花与

年桔的习惯。

在 粤 语 里“ 花 ”跟“ 发 ”是 近 音 ，

“桔”与“吉”是同音，所以鲜花和盆

桔 最 受 欢 迎 。 这 些 鲜 花 、盆 桔 是 过

年 时 买 来 摆 放 的 ，取 其 新 年 吉 祥 之

意，所以叫“年花”、“年桔”。

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是南粤传

统 民 俗 盛 会 。 迎 春 花 市 又 叫“ 行 花

街”，为人瞩目。农历新年前夕，各

市镇搭起彩楼，共起花架，街道两旁

摆满了鲜花、盆桔，四乡花农纷纷涌

来，售花卖桔。花市内，繁花似锦，

人海如潮。

据说，五代南汉时代，珠江南岸

庄头村一带，就有许多素馨花田，南

汉王刘怅的宠姬素馨就是庄头的种

花女。每天早上，花农们采摘鲜花，

在 五 仙 门 渡 口 过 江 上 岸 ，到 老 城 门

下 出 售 。 到 了 十 九 世 纪 ，形 成 了 一

年一度的迎春花市。那时的花市在

藩 署 前 ，后 迁 到 双 门 底 ，除 卖 鲜 花

外 ，还 有 年 宵 品 等 。 清 光 绪 年 间 有

《羊 城 竹 枝 词》写 道 ：“ 羊 城 世 界 本

花 市 ，更 买 鲜 花 度 年 华 。 除 夕 案 头

齐 供 养 ，香 风 吹 暖 到 人 家 。” 据 文

字记载，“佛山街”的花市形成于十

九世纪二十年代，初以升平街、豆豉

巷 为 花 市 。 后 来 ，南 粤 各 地 也 相 继

出 现 各 有 特 色 的 迎 春 花 市 。 现 在 ，

各 地 迎 春 花 市 的 规 模 在 扩 大 ，年 花

品种也不断地增加。

行花街也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

祝 福 和 寄 愿 。 在 花 街 买 桃 花 ，商 家

寓 意“ 花 开 富 贵 ”、“ 宏 图 大 展 ”，家

庭 祝 愿“ 如 意 吉 祥 ”，青 年 人 祈 望

“行桃花运”。买一盆金桔，取谐音

“ 今 吉 ”，寓 示 吉 祥 如 意 ，大 吉 大

利。百合花素有“云裳仙子”之称，

有“ 百 年 好 合 ”、“ 百 事 合 意 ”之 意 ；

富 贵 竹 ，应 合“ 花 开 富 贵 ，竹 报 平

安”的祝辞；兰花有聚合人气，拓展

人 际 关 系 ，寓 意“ 步 步 高 升 ”；菊 花

象征延年益寿，增加福气。

迎春花市内还有很多艳丽的鲜

花 。 杜 鹃 花 ，中 国 十 大 传 统 名 花 之

一，被人们誉为“花中西施”。水仙

花，花香浓郁，亭亭玉立在水中，有

“凌波仙子”之称谓；君子兰，有“丰

盛 、有 君 子 之 风 ”，文 雅 俊 秀 ，高 雅

尊贵；大花蕙兰，株形丰满，叶色翠

绿 ，花 形 优 美 ，既 有 国 兰 的 幽 香 典

雅 ，又 有 洋 兰 的 丰 富 多 彩 。 还 有 猪

笼草，代代果，金钱树，银柳......如你

漫步花市，眼前的各种花卉，会令你

目不暇接。你会在这“花花世界”中

感觉到新年气息的强烈涌动。

新年的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

了 。 南 海“ 千 亩 桃 花 基 地 ”的 农 田

里 ，桃 花 含 苞 待 放 ；各 桔 场 桔 香 芬

芳，随着新年气息氤氲扩散开来。

小塘的迎春花市开市了。让我

们相约行花街，买年花，购年桔，感

受小塘浓浓的新年节日氛围。

早安，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