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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我祈祷
□陈春萍

晨曦，我闭上双眼

感受那未知的明天，如风轻拂面

世间的喧嚣，于此刻沉寂

只留下心，在静默中轻颤

繁星闪烁的天幕下，我低吟

愿我的灵魂，如那流星般璀璨

不为世俗的尘埃所染

只为那瞬间的光明，献上无悔的誓言

2024，我祈祷,世界充满和平

不再有战争的硝烟，不再有苦难的泪滴

愿每个心灵，都能找到归宿

在温暖的阳光下，共同成长与呼吸

2024，我祈祷，人们能抛开成见

用理解与包容，拥抱不同的声音

愿每一种思想，都能自由飞翔

在广阔的天空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2024，我祈祷，爱能战胜一切

让真诚与善良，成为人心的灯塔

愿每一段情感，都能细水长流

在岁月的长河里，写下永恒的诗篇

2024，我祈祷，科技的发展带来福祉

让智能的光芒，照亮世界的未来

愿每一次创新，都能造福苍生

科技的浪潮，引领时代的变迁

夜晚，我抬头仰望星空

心中满载着祈愿，如繁星点点

愿这世界，如我所愿的美好

在每个明天的曙光中，都能共同前行

新的一年
（外一首）

□朱林平

2024，新的一年

道路以道路的方式

向远方生长

城市以城市的高度

向天空茁壮

时间的风

叫唤每一座山，每一条河

唤醒他们

一个个温暖的名字

唤醒每一个陌生人

唤醒每一个善良而又努力的孩子

在每一个清晨

幸福的阳光洒满大地

洒满孩子们红扑扑的脸庞

洒满向远方生长的道路

洒满向天空生长的城市

2024，新的一年

一切美好都将不期而遇

川北村庄
是谁

在天堂撒下人间的种子

一丛丛

一簇簇

川北的村庄

像雨后的春笋

漫山遍野

茁壮生长

是谁

在人间描绘天堂的模样

一个个

一户户

川北的日子

像雨后的大地

芝麻开花

节节攀高

玉兔辞旧岁，祥龙迎新春。时光

转瞬又一年，我们迎来了充满期待和

挑战的 2024 年。站在新年起点，我想

实现三个愿望。

一愿身体健康。中国人追求“五

福临门”。何为五福？《尚书》载:一

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

德、五曰考终命。五福排在第一位

是长寿，可谓健康何等重要。有人

总结说，人生健康是 1，其他东西都

是 0，譬 如 事 业 、财 富 、名 利 、爱 情

等。前面的 1 存在，后面的 0 才有价

值。如果没有了 1，再多的 0 也毫无

意义。健康是人生的本钱，也是幸

福的源泉。

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紧张忙

碌的生活、工作之中，倘若能“偷得浮

生半日闲”，放松一下，休闲片刻，或

登山钓鱼，或下棋泼墨。鸟语花香，

陶冶情操，都不失为自己的健康加一

次油。

没有健康的身体，再好的工作也

无能为力，再多的钞票也会被掏空送

进医院。所以，到了这个霜意年龄的

我，也很重视锻炼身体，每天早晨和晚

上，跑步、散步就成了我的必修课，风

雨无阻。坚持多年来，腰腿有劲了，颈

椎灵活了，肩周炎缓解了，食欲增加

了，全身心舒爽轻松了。

二愿工作稳定。工作是仅次于

健康的人生大事，是获得收入的主要

来源，也是健康的保证。没有稳定的

工作，人就会焦虑、心慌、郁闷、空虚、

无聊，房贷车贷就会落空，久而久之，

就会引发疾病。前三年，因发生新冠

疫情等原因，导致全球经济低迷下

滑，许多企业裁员。笔者所在的单位

也不例外，去年出现首次亏损，优化

精简了不少人员。许多员工以前是

到点就打卡下班，现在待在办公室很

晚都不敢回家，因为他们怕失去工

作。一旦被优化，就很难找到如意的

工作，特别是超过 35 岁以上的人，会

被许多企业、单位拒之门外。对于两

鬓染霜的我来说，工作稳定更是除健

康外压倒一切的事情，所以特别珍

惜,每天早出晚归，兢兢业业，不敢有

丝毫懈怠。

三愿作品多多。发表作品，是每

个草根文学爱好者的迫切愿望。作为

一名几十年仍然坚持文学创作的老

兵，去年虽然在多种报刊陆续发表了

一些作品，但距离目标还很遥远。新

的一年，我期待遇到更多的贵人相助，

高人指点，再通过自己的奋斗，发表更

多更好的作品。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所有将来，

皆为可盼。在新的一年里，我祝愿所

有的人发扬龙马精神，龙腾虎跃，一切

如愿以偿，心想事成！

新年三愿
□楚草

过大年 看大戏
□应晓红

对老家春节最深的记忆，就是元

宵节前后迎龙灯时，去老市基看大戏。

前几天，我翻看之前的一些老照

片，偶然看到在正月里舞龙灯看大戏

的场景。久违不见的儿时印象，潜藏

的乡愁记忆忽然被唤醒，潜意识里我

很想写点什么，拟记下些在老家过春

节看大戏时的碎片记忆，留住渐渐逝

去的乡愁。

“过大年，唱大戏”是芝英人的老

传统。婺剧以其优美的旋律，古老浑

朴的艺术特点，深受芝英人的喜爱，也

是每年元宵佳节芝英人的必备节目。

每年正月十二左右，芝英就开始了正

月里最盛大的民俗文化活动——迎龙

灯。传说龙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象

征祥瑞，所以以舞龙、迎龙灯的方式来

祈求平安和丰收，同时也通过迎灯，祛

灾祈福，一般于农历正月十一起灯，正

月十七左右散灯。随着“迎龙灯模式”

的开启，大戏也随之开唱。

小时候，我家住在高端塘边上，离

老市基只有几步之遥。那个时候，和

奶奶去老市基看戏是我过年最为期盼

的事。晚上，当鞭炮声响彻云霄，当明

月像别在村子上空的一枚徽章，升到

了孩子们仰望的高度。奶奶就会放下

所有活计，背着我，披着满身的月光，

去市基看大戏。奶奶的脚步像有节奏

的鼓点敲在大地的每一节纹路上，构

成了一阕优美的乐章。

锣鼓齐鸣，管弦齐奏，戏台的红色

帷幕徐徐拉开。在亮堂堂的戏台上，

演员们粉墨登场。精美的装扮、优美

的唱腔、丰富的表情、优雅的动作，征

服了淳朴的乡亲。市基老戏台演出的

戏曲大多是传统的经典剧目，如《穆桂

英挂帅》《白蛇传》《秦香莲》《百寿图》

等。大家都入了戏，时而被滑稽搞笑

的丑角逗得哈哈大笑，时而被悲苦哀

婉的青衣唱得泪湿眼眶，时而为武生

精湛动作拍手称好，时而为白脸到位

表演咬牙切齿。《穆桂英挂帅》最牵动

心魄，穆桂英浩然正气，铮铮铁骨，令

观众们无不心生敬仰。观众看到动情

之处，全场一起唱、一起吼、一起怒、一

起悲，仿佛自己就是刚正不阿的包公，

自己就是百岁挂帅的佘太君⋯⋯我从

小就对白娘子坚持不懈追求幸福的勇

气所感动，对陈世美抛妻弃子喜富贵

所愤恨，对穆桂英武艺超群胆识过人

所敬佩。

好看戏的大人们似乎都忘记了空

间和时间，全场鸦雀无声，演员们一个

亮相、一个转身、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

们的心。

而我是坐不了多久的，和几个同

龄的小伙伴一会儿钻到后台偷看演员

们怎样化妆，偷偷去摸那些银光闪闪

的大刀长矛；一会儿向大人们讨要些

零钱，跑到市基去买好吃的零食。买

几块糖、一个酥饼、一碗馄饨或是几个

烤包子有滋有味地吃着。

每年元宵节，芝英舞龙灯唱大戏

是周边一些爱跑动的年轻人必赶的场

子。他们匆匆地吃过晚饭，约上三五

个同伴，不管十里八里，就狂吼着、蹦

跳着向市基涌来。实际上，看戏已经

不单纯是看戏了，促进了村与村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和交流。有的年轻

人钻到人群里，不一会就与姑娘对上

眼了，戏台再不是诱惑，姑娘的眼睛就

成了真正的聚焦。到后来就是“月上

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台上的大戏也会随着龙灯的上

戏台而达到高潮。锣鼓声起，“站龙

翻腾”“卧龙翻腾”“盘龙”⋯⋯各式动

作行云流水。龙首时抬时低，龙身或

腾或翻，犹如波浪连绵起伏。铿锵有

力的鼓点声声入耳，演员的表演丝丝

入扣，喜庆的氛围就这样笼罩着整个

市基。

红红火火过大年，什么叫红火？

台上的敲锣打鼓声、演员的唱腔声，台

下观众的说笑声呼喊声，震耳欲聋的

鞭炮声，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掺和在一

起乱哄哄、闹嚷嚷，煞是热闹。戏场这

个特定的地方，把过年的喜气和热闹

气氛渲染到了极致。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是老

百姓的根，承载着人们美好愿望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戏曲演出是新年和

闲暇时的一道乡土精神大餐，在戏曲

演员们的一颦一笑中慢慢铺开。有了

戏曲点缀的春节，有了戏曲相伴相随

的迎龙灯，滋味才醇厚、绵远。

年复一年，每逢春节古老的婺剧

依旧上演。这欢快的之中糅合着村

邻乡情，寄托着美好祝愿，诉说着生

活喜悦⋯⋯热闹翻腾的舞龙灯，长袖

盈风的婺剧，堆砌出了传统文化的百

年流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