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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 旅

苍穹浩瀚 ,流年似水。窗
外传来的噼噼叭叭的鞭炮声
和孩子们的欢笑声，大街上
挂着的红灯笼昭示着新年的
脚步越来越近了，过年的气
氛也越来越浓。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俗称
“小年”。从今天开始直至除夕，
听 老 人 们
讲 这 段 时
间叫“扫尘
日”，为的
是 在 春 节
来临之前，
把庭院打扫干净，把家收拾得
窗明几净，欢欢喜喜迎接新春
的到来。

一年忙到头，只有从这个
时候开始，人们才真正空闲下
来，得以考虑一下过年的事情。
过年是一种心情，随着年龄的
变化，年味也有所不同。孩提
时，过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香
喷喷的饺子、崭新的毛毛钱和

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新
衣，处处都透着亲亲浓浓、欢欢
喜喜的年味儿，让我永远难忘；
上学后，过年是件幸福的事情。
寒假中我总是和几个要好的朋
友或同学共度春节，我们一起
给老师拜年、逛街、看节目、喝
茶聊天，那是一种精神享受，让

我们在紧张
的学习之余
放松自己，
忘掉烦恼，
至今令我不
能忘怀；结

婚以后，过年是件浪漫的事情。
全家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吃团圆
饭，开家庭音乐会，6岁小侄女
的表演将合家团聚、辞旧迎新的
喜悦发挥到了极至……
如今，已度过三十多个春

秋的我对年的感觉越来越淡，
只是在奔波后稍作休息的片
刻，才能去回味、去捡拾童年
的快乐……

过年随想
荫 黄艳玲

窗外，爆竹声越来越密；室
内，《春节序曲》的音乐充盈耳
际。

在我的记忆里，每到腊月别
人都闲下来准备过年时，母亲却
越来越忙。那时刚刚改革开放，
会做豆腐的父亲和母亲经营着
豆腐房，母亲就像那高
速旋转的陀螺一样，忙
完了这活干那活。这时
候，别人穿着大衣，站在
红日头下，还常冻得瑟
瑟发抖；而母亲只穿一
件秋衣，却总是一脸的
汗水。那段日子，我和妹
妹经常是在隆隆的机声
中入睡，又常常在隆隆
的机声中醒来。也不知
道母亲和父亲熬过多少
不眠之夜。

那悠长的豆腐清香哟，时刻
陪伴在我们身旁。

在别人都悠闲地赶集购买
年货时，而母亲却从没去集上看
过一眼。家里的年货都是父亲在
卖完豆腐后，一件一件地从集上
捎回来的。母亲从父亲手中接过
年货时的那一刻，是那样的甜蜜
和满足。而我们在母亲身体极
度的疲乏中感受着越来越浓的
年味。

到了除夕，当别人家已是鞭

炮声声的时候，我家门上的门
神、对联都还没帖；当别人都在
欣赏春节晚会时，我家的年画还
没上墙。要知道，母亲是把别人
家许多天的活放在除夕这一天
来干的，能不紧张吗？！可是，母
亲从没烦过，也没恼过，有的只

是过年的那份热情。
好容易一切都收

拾停当，我和妹妹在新
年的欣喜中沉沉入睡。
母亲却还要为我们准
备新衣裳。当我们从睡
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们
的枕头旁不仅有崭新
的衣裳，还有那胖墩墩
的饺子早已捏了几方
盘。

好容易到了大年
初一，这时母亲才能稍

作歇息，在吃过团圆饭后，舒
舒服服地睡上一觉。每当这个
时候，我们都不敢、也不愿打
扰母亲。她太累了！

记得母亲说过：年，其实就
是人生的一个逗号，是老天爷看
天底下的人太累，于是，在人们
忙过一段时间后，让人们歇息歇
息，放松放松心情。
如今，母亲已走了十几年，

但母亲有关年是逗号话语和那
忙碌的身影至今让我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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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虽已跨越四十度春
秋，但忆起 60 年代中，童年
时代在吕梁孝义偏辟山村过
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历
历在目。

每年除夕吃过年夜饭
后，家家户户的孩子们提着
灯笼，拿着鞭炮，手挂香火跑出
家门，在窑前院后，街头巷尾或
空旷地段燃放各种鞭炮：有的
是用玉米杆挑着的长串挂鞭，
有的是冲上夜空的蹿天猴，有
的是亮度耀眼的闪光雷，也有
的是地空双响的二踢脚……色
彩缤纷，响声震天，整个山村，
热闹非凡，充满了浓郁的节日
气氛，给年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缘何过年放鞭炮？相传古代有
吃人的猛兽叫“年”，每当过年
时节，都要吃掉几个童男玉女，
残害生灵。据说这种猛兽怕光
怕火，于是古人制造了一种烟
火炮竹驱赶恶魔以保平安。每
逢过年燃放鞭炮，这已成为数
千年沿袭下来的一种民俗风
情。

除夕之夜，许多人都有彻夜
不眠“守岁”的习惯，他们围座炕

头，嗑着瓜子，喝着小酒，品着小
菜，聊着大天，庄家汉们聚在一起
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有的庄户人
家则静心倾听着收音机里的大戏
（山西梆子）。待到凌晨三四点钟，
家长都把子女叫起来，给他们换
上新袄，穿上新鞋，戴上新帽。“旧
貌换新颜”，显得格外精神漂亮。
一番装扮后，孩子们先给父母拜
年，这时家长们都要给事先准备
好（已压在枕头底下）的“压岁
钱”，表达爱心。接着跟着父亲出
门向同族长辈们拜年。每家或三
五人，或七八人，东家走西家串，
相互见面时，都双手抱拳互致问
候，“见面发财，发财大吉”已成为
新年祝福的口头禅。到达长辈家
进门先喊：“大爷或二爷给你您拜
年啦。”同族中辈份最高、年龄最
大者被称为“老祖宗”。当时，我有
位家族爷爷已有八十多岁，是最

高长者，每逢拜年他
家是最后一站，儿孙
们数十人纷纷到来，
大家齐声呼喊：“三爷
爷俺们给您拜年啦！”
接着下跪叩头。这位
长者慈眉善目坐在椅

子上，美滋滋地摸着银白的胡须，
接受晚辈们的叩拜。
正月初二是走亲戚的日子。去

的多是姥姥家、姑姑家，不论去哪
家拜年，通常都要带上一些自家制
作的年货。面食是长发卷、大寿桃，
并喷上喜庆的红字，有“长命百
岁”、“寿比南山”等以示对老年人
的祝福。临行前还要在村口放上几
个鞭炮，象征通顺、吉利、平安。姑
姨舅妈都要安排一顿丰盛的午餐，
以示对外甥、侄儿、侄女们的一份
亲情。

正月初六请女婿（即姑爷）。已
出嫁的姑娘同女婿一起到来。家家
都把新女婿视为“贵客”，热情款
待，餐桌上摆满美味佳肴，将贵客
安排上席以示敬重，大家推杯敬酒
热闹非凡。酒足饭饱，人人胃满肚
圆，个个红光满面，这场盛宴要持
续两三个小时才能收场。

乡下过年
● 刘德存

不管是谁都有自信心，而培养自
信心的土壤，则应该是家庭。这里说的
就是一个富翁儿子的故事。
虽然他出生在一个知名企业老

板的家里，虽然他的父母都很富有。
但是，从他记事起，却没过过一天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记得小时
侯，母亲就教他叠被子，盛饭；从小
学三年级开始，他就给家里打工挣
零花钱。他委屈过，哭闹过，但都无
济于事，换来的只是他父母更加严
厉的教育！他流着眼泪作家务，干自
己力所能及的活儿。正因为他懂得
挣钱的艰辛，所以对花出去的每一
分钱，都要仔细考虑，该花的花，不
该花的则坚决不花。也正由于他懂
得挣钱的艰辛，才使他养成了良好
的理财习惯。

到上初中的时候，寒暑假的打工
对他来说则早已习以为常。他平静地对待找到的每一份
工作，无论多苦多累的活他都去干。正是这段打工生涯，
正是小时侯父母对他的磨练，才使他建立了极强的自信
心，并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考进了中国一所名牌大学的
建筑专业。

命运对他似乎有些不公平。大学毕业后，他多次
到人才市场去推荐自己，但一次次的失败几乎将他的
自信心打击得体无完肤。于是一气之下，他去当了一
名搬运工。一天，他在画一幅房屋构造图时，恰好被一
名外国人看见，而这名外国人正准备
在中国投资，见他既能吃苦，又有学
问，经过一番考验后，发现他工作经验
丰富，就聘用了他，并让他当了中国投
资区的总经理。从此，他迈开了人生创
业的步伐。
几年后，他有了自己的公司，也成了

一名富翁。在这中间，他不知经历了多少
失败和挫折，但他都没有气馁。这时，他
才懂得当年父母的良苦用心。

他感谢父母，是他们让他懂得了挣
钱的不容易；他感谢生活，是它教会了
他该怎样对待失败和挫折；他感谢那名
外国人，是他让他有了施展才华的机
会；他感谢命运，是它坚定了自己的信
念与意志。

是的，命运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
公平的。当一个人小时候遇到挫折与失
败的时候，假如他的父母能给他正确的
引导，帮他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心，
使他有了一个正确面对挫折的心态，给
他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那他长大
以后，当他再次遇到挫折与失败的时
候，就能从容地摆脱失败的阴影，从挫

折中走出，走向
成功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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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信息共享很难再有“独家新闻”
的世纪里，媒体的智性、策划时代已经到
来，在新传媒时代，缺乏创意的媒体是没
有前途的，没有创意的传媒产品是没有市
场的。这就要求媒体人不但要有一定的文
字功底及编辑专长，同时，还必须具备睿
智的策划能力，因为 21世纪是策划家、分
析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
里，眼球是财富，谁能吸引
大众的注意力，谁就能占
领市场。特别是竞争已经
“白热化”的报刊行业，天
天都在谁“棋高一着”谁
“智高一筹”。这就要求媒
体人必需做到“锐利新闻，睿智表现”并且
有“冲击有术以求得社会关注”的战略眼
光。在媒体从“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演
进的新格局中，甚至可以说媒体人的判断
力及策划力更重于其他素质。因为在信息
无所不在的今天，对信息的分析整理远比
获得信息更为重要得多，其实质是从简单
信息堆砌发展到真正把信息当成一种资
源经营，优秀的传媒价值在于它为受众整
合、梳理看似杂乱无章的资讯，为社会提

供有序而冷静的观察与分析。所以在新传
媒时代，一名优秀的采编人员更应具备对
资讯的分析整合能力，因为就媒体而言，
谁对资讯分析整合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多
的社会“话语权”及传媒影响力。
分析今日媒体市场，信息过剩、同题操

作、互相克隆，使媒体陷入千报一面的尴尬

局面，报纸出的越多，可供读者选择的报纸
越少。由此可见，媒体白热化竞争越来越多
表现在策划方略的竞争，如《南方都市报》
靠高密度推出“经典”创意在短时间内打下
江山，《北京青年报》无疑例外的靠点子起
家，更是靠点子捍卫京报业的霸主地位。
“新闻就那么多，看你怎么说”。在今天

任何一方媒体，想拥有“独家新闻”已几乎
是不可能，真正重要的不是拥有信息本身，
而是对于信息的深度加工，这种深度加工

就是一种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的确立，
所以对于当下称职的媒体人来说，重要的
不是去寻找独家题材，而是应着力于寻找
独家视角，以独特的表达塑造独特的气质。
媒体作为“大脑产业”，其日常操作是

铁，智性策划是钢。这就要求媒体人具有
“滴水藏海”知识底蕴，因为惟有大思考方

能担纲大创意，因为风格永
存，卖点至上。

另外，媒体人的人文精神
是尤为重要的。在这个平民化
价值取向逐渐凸现的世纪，拿
什么去感动绝大多数？用我们
的爱心用人文关怀，因为作为

口舌与呼声的传媒，不能不干预生活，无法
不关注道德！

这是一个“心时代”，社会学者预计，到
2030年，心灵的需求将成为人类最大的需
求，凸现精神魅力，意识领袖，兼顾情感互
动，信息传递，从而使
新闻成为人们心中不
可缺少的信息，这应该
是时下优秀媒体人的
平常日课。

新媒体时代重在策划
● 张建峰

最接近的回答
上小学一年级的

杰克拿了一个新书包
回家。她对妈妈说：
“这是老师发给我的
奖品。”妈妈问杰克：
“为什么给你发奖
品？”杰克说：“因为老
师问马有几条腿，我
说有五条。”“可一匹
马只有四条腿啊，”妈
妈说“我知道，可其他

同学都说马有六条
腿，我是最接近正确
答案的一个。”

电与闪电
物理课上，老师

问：“闪电与电有什么
不同”？

一个学生紧忙回
答：“闪电不用花钱。”

（韩英供稿）

开心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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