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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节
♣ 刘传俊

豫北晒场的豆腐坊
元代郑允端在《豆腐赞》中曰：“种豆南山下，霜

风老荚鲜。磨砻流玉乳，蒸煮结清泉。色比土酥净，
香逾石髓坚。味之有余美，玉食勿与传。”这首诗不
但赞美了豆腐的纯净与美味，而且表达出了诗人对
豆腐的无比喜爱和由衷咏颂之情。宋代苏东坡流
下了“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的诗句，南
宋朱熹也有“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
术，安坐获泉布”的诗句……古往今来，诗人们写下
众多歌赞豆腐的诗篇，有的通过描写种豆过程，间接
表达制作豆腐并非一件易事，有的生动描绘出了豆
腐的臻美制作工艺，有的刻画出了众人乐道的食用
豆腐场景，趣味盎然，还有的从不同角度赞美了豆腐
的多姿多彩，闪烁生辉。由此可见，豆腐在我国传统
饮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也难怪，千百年来，流传在山乡村野的春节谚
语中，总是缺少不了世人钟情的豆腐。

腊八粥，熬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
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
去割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
蒸馒头。除夕的饺子年年有，三十晚上玩一宿；大
年初一扭一扭。小时候，这些倒背如流、历久弥新
的春节谚语，记载着耳濡目染的迎迓新年、欢度佳
节的情景，一进入腊月就纷至沓来。

快要过年了，对于我们这些平时几乎与腥荤
无缘的孩童来说，不免兴奋得手舞足蹈、走东串西
戏耍个没完没了。一直觉得，天底下再也没有比

过年让我们心花怒放的事了，再也没有比这几天
更快乐的时光了。一过年，就可以穿新衣服了，就
可以天天闻到扑鼻香的年味儿了，平常寂静的村
庄就被热闹的氛围簇拥了。

每家每户用黄背草或麦秸秆修缮的厨房一
端，都耸立着一个烟囱，当灰白色烟气从烟囱里冒
出来撒欢儿的时候，过年的各种香味就不约而同
聚拢在一起，从既简陋又朴实的农家院里飘逸出
来，尽情地在天地之间卖弄挥洒。

那一段，村小学放了寒假，我们整天闻着年味
儿满村庄疯玩。疯跑腻了，别出心裁相约到村庄
西寨外的晒场里推铁环、抽陀螺。忽一刻，我们在
晒场里闻到了另一种香——豆腐香。扭头望去，
这香原来是从临时搭建在晒场北边的豆腐坊里弥
漫过来的。情不自禁地想到过年时，有扑棱叶子
的菠菜、鲜嫩豆腐配五花肉烹饪出来的这道菜肴，
那真叫一个“香”！引诱得我垂涎三尺，迫不及待地
想立刻品尝到这般地道的乡村特色美味来。

晒场北边有两间相通的场房，一间用于存放
粮种和储备粮，一间用于存放桑杈、金杈、木掀、推
板等打场的农具。场房西头，年前临时搭建了这
间稍大一点的简易豆腐坊。磨黄豆的一盘石磨，
露天垒支在豆腐坊南面。磨豆腐需要的清水较
多，而仅隔一条寨河沟的村庄最西边，正好是一口
饮水井，两地相距较近，挑来担去十分便捷。

那几天，从早到晚，豆腐坊里总是热气腾腾，

说笑声不断，甚至通宵达旦。朦朦胧胧的雾气中，
常常晃动着来往忙碌的身影。有人在屋外成圈推
着石磨上的木杆子，磨碎泡得胖乎乎的黄豆粒，有
人在房内叮叮当当制作豆腐。

这野外的豆腐坊，仿佛是一个诱惑力十足的集散
地，不知道曾有多少人来来去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里，数不清究竟为多少人家送去了温暖、喜悦和年味儿。

方圆三里五乡，我们这个自然村是个大村。
村里不但有磨豆腐的齐全器物，还有一帮技艺娴
熟的做豆腐“能人”。因之，当年前把豆腐坊搭建起
来时，这豆腐坊格外引人瞩目，霎时成了亮丽景点，
招惹得周围村人无不奔走相告。

腊月天里，辽阔的原野一片寂然，没有了高高
低低的农作物遮挡，看到的是泛着绿光的青青麦
苗，一眼能望几十里地远。阡陌纵横的小路上，先
行走着背了柴火、黄豆的农人云集到豆腐坊里，而
后带回家的是柔和光泽中透露出淡淡白色、美玉
样晶莹剔透的成品豆腐。这豆腐原汁原味原色原
香，浓郁的黄豆香和滑润的豆腐达成了完美结合，
仿佛在口腔中会绽放独特的魅力似的，入口即化，
瞥一眼便不能自已。

柴火和黄豆是按一定比例搭配好送来的。磨
豆腐不收一分钱，只为将豆渣留下喂养集体的耕
牛。用碎麦秸喂耕牛时，将泡了豆腐渣的料水往
石牛槽里泼几马勺，耕牛就摇头晃脑、狼吞虎咽地
吃起来，也跟过年一样，得意至极。

磨豆腐是有讲究的。黄豆浸泡多长时间，磨
出豆浆后怎样过滤豆渣，过滤后的豆浆在大灶上
烧煮沸腾多久，慢慢搅拌时加入多少石膏卤或者
卤水卤……都需一丝不苟。豆浆煮好后盛入底部
铺了四方稀白布单子的竹箕里，露出来的白布对
折一包裹，上面压一块木板，最后又在木板上再压
一重物挤水……这一个个步骤，都是事先规划好
了的，以确保辛苦了一年的农人多吃二两热豆腐。

豆腐如今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食品，
因其营养丰富，被美誉为植物肉。这一餐桌上司
空见惯的菜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是稀罕物，
豆腐香是我们抹不掉的记忆。豆腐也叫作水豆
腐，具有清热润燥、补血养颜、强壮骨骼诸多功效。
豆腐寓意“多福”，过年了，谁家不多买几斤煎炸炒
炖小葱拌豆腐，调剂一下生活，换一换胃口？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踏地的声音也越来越
密集而清脆响亮了，抓紧时间上街置办年货去。
在街头闻听一声：“豆腐，热豆腐！”儿时吮吸过的豆
腐香俄顷扑鼻而至，令人神怡心醉。

故乡晒场的豆腐坊里，那次轮到我家磨豆腐
了，父亲将过滤后煮沸腾了的豆浆盛了一碗，添加
了食盐和切碎了的蒜苗递给我，让我趁热下肚取
暖。那一碗色如凝脂、质地细腻、滋味鲜美的半成
品“豆腐脑”，竟想不到在这个腊月又浑然一体端到
了我的面前，碗里氤氲出的愈发浓烈的乡愁和淡
淡的幽香，让我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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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 龙建雄

时光流逝的证明书

《封神三部曲：李云中造型设计原画集》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是一部深度解析与展现《封神演义》中人物形象的艺
术作品。画家李云中参与乌尔善执导的电影《封神三部曲》
美术工作时为剧组创作了原画集，内容涵盖人物、异兽与图
腾的概念设计，为影迷揭秘电影幕后的创意美学。

该书通过对殷商、西岐及四方诸侯等主要角色的细致描
绘，将古典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以现代艺术视角重新诠释。书
中详细记录了从商王殷寿的多种服饰到西岐领袖姬发的战
袍便装，每一套服饰都经过精心设计，既保留了原著的精髓，
又融入了现代审美元素。女性角色如妲己、姜王后的造型更
是多变，展现了不同的气质与魅力。同时，书中还描绘了昆
仑山上的仙人道士，他们的道袍法服飘逸出尘，充满了仙风
道骨的气息。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大量异兽与图腾的设计图稿。墨麒
麟、龙须虎等异兽形象栩栩如生，而殷商、西岐等势力的图腾
则寓意深远，为故事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这些设计不仅
丰富了故事的视觉元素，也展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
解和创新运用。这是一部集艺术性、文化性和创新性于一体
的优秀作品，它以精美的图稿和详尽的文字说明，为读者呈
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生动形象的封神世界。

通过该书，读者可以深入了解每个角色的形象塑造过
程，从最初的草图到最终的电影成品，每一步都彰显了中国
神话对宇宙的想象力，传递着“封神”神话美学背后蕴含的深
厚文化内涵。该书不仅是了解和研究《封神演义》及其相关
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更是给传统文化爱好者与《封神》影迷
们的一次艺术盛宴。

人与自然

♣ 赵 黎

腊月的味道
在一年的尾声时，腊月带着独有的气息，悠

悠地向我们走来。它像是一位资深的调香师，
精心调配出一种独特的味道，那是由寒冷与温
暖、忙碌与期待、传统与亲情交织而成的复杂芬
芳，萦绕在记忆深处，历久弥香。

腊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之一。凛冽
的寒风如锋利的刀刃，割过脸颊，让人忍不住打
寒战。清晨，窗户玻璃上结满了形态各异的冰
花，那是大自然在寒冷夜里创作的神秘画作。
屋檐下，晶莹剔透的冰凌如宝剑般悬挂着，在阳
光的映照下闪烁着五彩光芒。

腊月的清晨，城市仿佛被一层薄纱笼罩，朦
朦胧胧。天还未完全破晓，淡淡的晨曦努力穿
透冰冷的空气，给高楼大厦勾勒出一圈淡淡的
轮廓。街道上冷冷清清，偶尔有几片枯黄的树
叶被寒风卷起，在空中打着旋儿，又悄然飘落。
环卫工人早已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他们的身影
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格外渺小，却又无比坚
定。“沙沙沙”，扫帚与地面摩擦的声音，成了这
寂静清晨里最独特的音符，仿佛在为城市的苏
醒奏响一曲轻柔的前奏。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城市
也渐渐从沉睡中苏醒。尽管天气寒冷，但大街
小巷却处处弥漫着烟火暖香。街角的早餐摊
前，升起了袅袅热气。卖煎饼果子的大叔熟练
地在铁板上摊着面糊，打个鸡蛋，撒上葱花、芝
麻，再放上一片薄脆，一套美味的煎饼果子就递
到了顾客手中。买早餐的人们裹紧棉衣，匆匆
而来，又匆匆而去，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对
新一天的期待。路边的包子铺里，蒸笼层层叠
叠，热气腾腾。刚出炉的包子，白白胖胖，咬上

一口，鲜嫩多汁的肉馅与松软的面皮完美融合，
让人从舌尖暖到心底。

上 午 的 城 市 ，依 然 是 一 片 热 闹 非 凡 的 景
象。主干道上车水马龙，汽车的喇叭声、发动机
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城市的交响
乐。上班族们行色匆匆，有的夹着公文包，快步
走向写字楼；有的骑着共享单车，在车水马龙中
穿梭自如。公交站牌处，人头攒动，人们如潮水
般涌入车厢。每一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梦想与
责任，在年尾腊月中继续为自己的人生奔赴。

商场里，腊月的氛围愈发浓厚。为了迎接
新年，各大商家都精心布置了店面。门口摆放
着高大的圣诞树，树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灯
和装饰品，一闪一闪，仿佛在诉说着节日的喜
悦。商场内，播放着欢快的新年歌曲，顾客穿梭
在各个柜台之间，挑选着心仪的商品。珠宝首
饰柜台前，女士们对着璀璨夺目的项链、耳环爱
不释手；服装店里，人们试穿着新款的冬装，镜
子里映出一张张满意的笑脸。

在菜市场，腊月里的热闹更是别具一格。
摊位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年货，红彤彤的苹果、
黄澄澄的橘子、亮晶晶的糖果及各种口味的瓜
子应有尽有。炒栗子的大锅热气腾腾，摊主不

停地翻炒着，一颗颗栗子在锅里翻滚跳跃，逐渐
变得油亮金黄。那香甜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
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购买。剥开一颗，软糯香甜
的栗子仁入口即化，满嘴留香。卖春联的摊位
前，围满了挑选春联的人们。纸张的油墨香与
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营造出浓浓的年
味儿。一副副春联，或端庄大气，或飘逸灵动，
字里行间都蕴含着对新年的美好祝福。摊主热
情地向顾客介绍着不同款式的春联，淡淡的墨
香扑鼻而来，那工整的字迹、吉祥的话语，寄托
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菜市场里人来人
往，讨价还价声、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构成了一
幅生动的市井生活画卷。

午后，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给寒冷的腊月带来了一丝温暖。公园里，老
人们悠闲地晒着太阳，有的坐在长椅上闭目养
神，有的三两成群地聊着天。孩子们在草地上嬉
笑玩耍，你追我赶，手中的风筝在蓝天白云间翩
翩起舞。河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晶莹的光
芒。偶尔有几只鸭子在河面游泳，为这寒冷的冬
日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而远处的咖啡馆里，
人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享受着午后的宁静时光。
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一本书，便能让人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忘却外界的喧嚣与纷扰。腊月的
暖阳透过窗户，洒在桌子上，形成一片片光影。
人们或是静静地看着书，或是与朋友轻声交谈如
何过好新年，脸上都洋溢着惬意的神情。

傍晚，腊月的夕阳余晖将城市染成了一片
金黄。天边的晚霞如同一幅绚丽的画卷，变幻
莫测，时而如骏马奔腾，时而如仙女翩翩起舞。
街道上的路灯依次亮起，为行人照亮了回家的
路。下班的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踏上了回家
的征程。公交车上，人们或闭目养神，或望着窗
外，一天的劳累在这一刻渐渐消散。

夜幕降临，城市的灯火辉煌起来。街头巷
尾，霓虹灯闪烁，五彩斑斓的灯光将城市装点得
如梦如幻。商场、酒店门口的招牌灯格外醒目，
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广场上，音乐响起，大妈们
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她们的脸上洋溢着自信
与快乐。年轻人则聚在酒吧、KTV 里，放松心
情，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夜晚时光。

腊月中的城市，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它既有清晨的寒意料峭，又有上午的繁华忙碌；
既有午后的暖阳宁静，又有傍晚的温馨烟火；既
有夜晚的灯火辉煌，又有深夜的静谧祥和。在
这一个月里，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故事，
每一个人都在为了生活而努力奋斗。腊月，就
像一个纽带，将人们紧紧相连，让这座城市充满
了温暖与希望。

腊月的味道，如同一首悠扬的乐章，在岁月
的长河中奏响。它用独特的旋律，诉说着过去
一年的故事，也奏响了新一年的希望。让我们
沉浸在这腊月的味道里，迎接新春的到来，开启
新的征程。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屋外飘着鹅毛
般的雪花，整个村庄被漫天飞舞的雪笼
罩。村口的那棵大杨树枝头压满了雪。
茅草屋顶的土坯房，不多见的几栋青红
砖瓦房，全都披上了一层银装，冰溜子悬
挂在屋檐下，好似一把把利剑。

走出大门，不远处的大山已不在视
线里，隐隐约约地望见那高耸的几个山
头，白雪笼罩着整个大地，一个银装素裹
的世界！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一天一夜，路上
的行人很少。那个年月，家家户户，每到
秋天都会储藏一些烧柴做饭、取暖的木
材、树枝。有的来自大山，有的就地取材，
有的是放置了几个月的树桩正好用作冬
天取暖。乡亲们待在屋内，家家户户升起
一堆堆柴火，烤火取暖，拉着家常……

清晨雪停了，太阳露出了笑脸，一缕
缕炊烟袅袅升起，乡亲们准备着早饭。
鞭炮声四处噼噼啪啪地响起，顿时增添
了几分热闹几分年味儿。孩子们挨家挨
户地去捡未响的鞭炮，攒起来做他们最
爱的玩具，或把鞭炮打开外皮，收集起来
的火药用作自制小手枪的原料，或只是
简单地用一根引线放在火药里，火柴点
起，欣赏着瞬间升起的“焰火”，他们兴奋
地跳起了双脚，围着火苗转圈圈儿。有
的胆大一点的男孩子别出心裁，一只手
拿着鞭炮，另一只手去点炮芯，在鞭炮即
将响起的一刹那，一个转身将鞭炮扔到
雪地里，顿时炸得雪混着泥土一起飞溅
起来，几个穿着厚厚新衣的孩子“哈哈
哈”地大笑起来。一个鞭炮玩得感觉不
过瘾，换着花样接着玩下去，一直玩到手
里的鞭炮没了为止。

堆雪人、打雪仗是在这个寒冷的冬
季里，山村孩子们的最爱，大人们也加入
进来，他们拿起铁锹，清理着院里的积
雪，堆到一处，堆起一个个小雪人，调皮
捣蛋的孩子在雪人的肩膀上插上些许树
枝，女孩子会给她的“雪人”围上一圈红
布当作围巾。在孩子们的眼中，雪的世
界是神秘的、新奇的、无瑕的，更是玩起
来永远都不知疲倦的。

吃罢早饭，村子里的人走出自家院
落，拿铁锹的、带扫把的、拿铲子的，乡亲
们都动起来了，清理着房前屋后和出行
路上厚厚的积雪，把雪推在路边，沟渠和
池塘里。中午时分，太阳暖和起来了，人
来人往的，在乡间的小路上踏出一串串
脚印，雪慢慢地融化着，雪水汇成了小河
流向路旁的池塘，平日里游来游去的几
只鸭子也不见了踪影。要是在以往的日
子，鸭子在池塘里嬉戏着、追逐着，抢着
路人扔来的吃食。

小镇上，农历新年的味儿越来越浓厚
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趁着天好，有的推
着车子，有的挎着竹篮或是用山上的葛藤
编织的篮子，或是背着以往装粮食的袋
子，熙熙攘攘地挤在不算很宽阔的集市
上。从南到北的集市，黑压压一片，全是
赶集的人。这个乡村的集市，虽说是在山
区，但卖什么的都有，生活用品种类很齐
全。老张家的架子上挂着新宰杀的猪肉，
老李家卖的是牛羊肉还有一些卤制好的
牛肉，老王家的成捆成捆的本地大葱整整
齐齐地码在路边的摊位上，老徐头吆喝着
他家的红薯粉条，老邹家媳妇招呼着路人
买她家的土鸡蛋，前院的本家叔推着他那
辆刚买来的三轮车，走街串巷吆喝着刚磨
好的老豆腐……

除夕之夜，家家户户的鞭炮声不绝于
耳，大人们包着饺子，孩子们做着游戏，或

“推铁圈”或“斗鸡”或“跳山羊”。那个年
月，这些也都是儿时的我最熟悉和最拿手
的。香喷喷的饺子出锅了，用一个瓷碗撒
点葱花，浇上几滴小磨香油，放上香醋，拌
着新出锅的饺子，美滋美味地吃起来。每
次改善伙食，做好吃的饭菜，奶奶都说，给
你们管够，我们不吃也有你们吃的，我和
弟弟直到吃得肚皮圆滚滚，才放下碗筷。

正月初二起是各家各户走亲戚的日
子，那时的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也多是土
路，走亲戚多是靠两只脚丫子前往。不
像现在全是柏油马路，家家户户开着四
个轮的轿车，几分钟一溜烟儿的工夫就
到了亲戚家。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大
年初二去姥姥家就是我和弟弟的任务
了。走着去姥姥家也就是六七里地的脚
程，我们一人带上一份礼物，走在去姥姥
姥爷家的路上。姥姥家坐落在大山脚
下，我们也是从小就常在山里玩儿，和小
姨一起放牛，一起捉蝎子，下河捉鱼虾。
过春节的时候，天气寒冷，河里的鱼虾是
没得捉了，冰凉刺骨的河水，一阵风顺着
村子前的那条石河吹过，走在路上的我
们不禁打起了寒战。每年的春节，去姥
姥家，姥姥、姥爷、舅舅和舅妈给我们准
备了丰富的食物，招待他们来上门走亲
戚的外孙、外甥儿。姥爷、舅舅的木工手
艺做得好，还记得用木头给我们兄弟俩
做的“陀螺”，一人一个，姥姥给我们编一
条鞭子，放在平地上抽打着，不停地旋转
着。春节的时候去看望姥姥，我们开心
的还有姥姥准备的“压岁钱”。回家的路
上碰到卖甘蔗的，我们就抽出一张纸币
买一根甘蔗，一路吃着，一路疯跑着……

在那个美丽的小山村，冬天的雪很大
也很美。那年那月，在山村度过的每一个
春节，回想起来都别有一番韵味，值得我
细细去品味，用余生慢慢去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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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纪事

荐书架

♣ 邝 芮

《封神三部曲》：将古典文学形象重新诠释

偶尔觉得，节日就是昨天和今天
的区别，元旦是这样，春节也是如此。

祝福语当然少不了，每临节
日，朋友圈各式各样的欢喜铺天盖
地，满屏尽是“文化大餐”。记得去
年写文章时，我准备了一大堆优质
文化词句，“春祺夏安，秋绥冬禧”
算一个吧，“昭昭如愿，岁岁安澜”
妥当吧，如果“一元复始，万象更
新”有些普通正常，要不然，备选孔
夫子后代孔尚任的“山野万万里，
余生路漫漫。日暮杯酒淡饭，一半
一半。”这些，你随便挑一句，闭目
遐想，那样的意境，美到极致。

有朋友发来“观我往旧，同我
仰春”，我甚喜。朋友说语句可能
出自《菜根谭》，我查后没有得到印
证，但丝毫不影响喜欢这句话。“度
娘”提示我，此句流传于网络，流行
于微信朋友圈，初由“静宁见春，祉
猷并茂，观我往旧，同我仰春”四句
组成，寓意深远，广为传播。其中，

“观我往旧”意为回顾过往，“同我
仰春”则寓含对未来充满希望、共
同迎接新春之意。尽管这 8个字
非出自名门经典，其寓意却蕴含着
生活态度和人生哲理。我以为，赠
喜、窃喜、碰喜都是喜，于是爽快收
下朋友最真挚的祝愿。

一岁又一岁，好似早一阵子才
热热闹闹过上一个年，转瞬间又到
了下一个新年。时间到底是什
么？众说纷纭。

有人说时间是运动，地球带着
我们全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里狂奔
向前，于是有了白天黑夜，有了季
节更迭。科学家们说，时间在不同
的学科和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同的
定义和理解，它是一个复杂而抽象
的概念……对于种种说法，我都觉

得没有不合适，如果非要一个认
同，我肤浅地认为，活着就是时间，
好好地生活就是珍惜时间。

现实生活中，我们通过观察日
月星辰、四季变化来感受时间，时
间的流逝不仅记录着自然界春夏
秋冬的变化，也见证着我们每一个
人的成长与衰老：孩童，少年，青
年，中年，老年；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大学，社会；今年，明年，
后年；这一个节，又一个节，来年又
一个节……后来，后来的后来，我
们个体一个又一个从地球上消失，
时间在活着的人们身上继续，逝去
的人已然不知晓时间的存在。

没有谁可以抓住时间，那种假
以“搭上光速般的回眸，可以看到
秦始皇一统六国”的情形，皆不过
是一种真假设，至今没有什么介质
可以来证明。如果一定要用一种
说辞留住时间，那便是全心全意地
投入好好生活和工作，好好爱一个
人，好好读一本书，好好地吃每一
餐饭……只有我们好好地把握当
下、利用当下，哪怕是奢侈一把，躺
平刷剧，浪费当下一小段光阴，时
间才会不经意间让我们体悟到“时
间”的真实感：阳光正好，空气正
鲜，人间有味……

每一个节日，都是一张时间流
逝的证明书，它以独特的方式解读
时间的意义。辛苦了一周、一个
月，或大半年，或是更长时间的人，
终于可以好好调养和休息，继而为
后续的日子积蓄能量，提振士气，
抱紧新的希望。节日里，暖和的阳
光，团聚的脚步，开心的笑容，超燃
的喜庆氛围，时间倏忽间，我们感
知到季节的轮回，年岁的轮回，或
生命的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