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2月28日 星期一10 编辑/谢颖 校对/宋炜 排版/芦珊 华夏副刊

艺文艺文艺文 丛谈丛谈
人生机缘能到黑龙江工作生活，

这才有了从长城外、从山海关外俯瞰
中华历史的新视角。一部中国古代史
翻遍唐诗宋词也没能找到一首与龙江
有关的。正因为历史文化传承的缺
失，直接导致了今人对黑龙江在中华
文明史上特殊地位和非凡贡献的漠
视。今不揣浅陋，作文以正之。

有人把祖国的身形比喻为一只雄
鸡，而黑龙江就是鸡冠。今天的游客
来到龙江，最想去的打卡地就是黑龙
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抚远和大兴安
岭北麓的漠河，因为这两个地方是祖
国的“东极”和“北极”。正是因为龙
江这朵凤冠，祖国才更加辽阔、美艳。

然而历史上黑龙江地区纳入中原
王朝大一统的治理，比西域地区要晚
得多。三国时期曹魏名将毌丘俭才率
军第一次到达过今天的黑龙江地区；
唐朝开元年间 （公元725年），为了抑
制和平衡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 （唐
朝辖下羁縻政权，因唐封其首领为渤
海郡王，故其以渤海为国号） 的势
力，在它北边黑水靺鞨人生活的今天
黑龙江地区设置黑水军，后改为黑水
都督府，管辖范围相当于现在的黑龙
江中下游地区，府治在黑龙江与乌苏
里江汇合处的伯力 （今俄罗斯哈巴罗
夫斯克）。但当时执行的是羁縻政策，
都督由黑水部族首领担任，所有的事
务都是由黑水都督说了算，大唐只是
名义上的管理者，安史之乱后大唐的
影响力日衰，黑水都督府前后仅存在
90年；随后，历史开始翻篇，从今天
黑龙江阿城地区崛起的大金王朝，携
女真人剽悍雄风，以雷霆万钧之势，

饮马中原，把北宋徽钦二帝带回了今天黑龙江的依兰，时称五国城；后
来，到了大明王朝，在明成祖朱棣手上（公元1411年）设置奴儿干都司，
负责管辖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但除设置卫所
驻军外，朱棣实行的仍然是羁縻政策，由当地部落首领自行管理，并且，
都司在25年后即被撤销，大明王朝的实控线主要在今天辽宁的辽东边墙以
内；再后来，清朝把中华版图画到了最大。

事实上，远古以来黑龙江地区的先人们，无论被称为肃慎人，还是被称为
挹娄人，或者是勿吉人、靺鞨人，或者是女真人、满人，也或者是赫哲人、鄂伦
春人，他们都是同一个族群，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
出光辉的文明。在龙江的土地上就有渤海国和大金国两个王朝的首都。大金
王朝创立的女真文字前后使用了400多年。一部二十四史，《金史》赫然在列。
黑龙江地区的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与中原地区的文明是并行的，本身就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独有的贡献。

最让黑龙江人引以为傲的当属龙江先人们前仆后继，历时两千余年，由北
向南推动的、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两千多年前，拓跋鲜卑人的祖先从大兴安
岭的嘎仙洞出发，历经三四百年的艰辛历程，一路征战，一路南下，在山西大同
建立了北魏王朝，随后在孝文帝时期迁都洛阳，由官方主导推动了对后世影响
深远的民族大融合；由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创立的大金王朝，在他的孙子金熙宗
完颜亶时期就全面推动与汉文化的交融，到海陵王完颜亮时，更是不惜一把火
烧掉了位于今天黑龙江阿城的大金国上京皇宫，迁都燕京，以绝反对汉化的女
真贵族的后路，今日之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的首都。而清朝更是
推动了女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全面融合。顺治、康熙力推满汉一家，特别是康熙
皇帝，突破数千年以来的华夷之辩，废弃长城，彻底改变了长城内方为中国，长
城外皆为夷狄的狭隘历史观，并和他的儿子雍正、孙子乾隆通过一系列的艰苦
征战、废除羁縻政策、实行改土归流，实现中华大一统。

今天，黑龙江在伟大祖国的怀抱中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作用。2981公
里多的边境线，21万平方公里的大森林，2.58亿亩的大粮仓，辉煌60年的大油田，
龙江肩负着中华民族国防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神圣使命。

但龙江人低调，对于辉煌的、令人骄傲的历史不事张扬。事实上龙江
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特殊贡献。抗战胜利后，龙江以其丰富的资源、雄
厚的工业基础，成为我党安全、稳固、强有力的大后方。第四野战军从龙
江出发，收复东北，挥师入关，铁流滚滚，一直打到海南岛；新中国成立
后，龙江更是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就有
22个落在龙江。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龙江经济总量一直雄踞
国内前列，直到1983年仍然排在全国内地省区市第九位，是那个时期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大庆油田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铁
人精神至今深入人心；北大荒的垦荒人历尽艰辛在黑土地上建成了中国最
大的现代化粮仓，如今全国人民每九碗饭中就有一碗来自龙江。龙江隐藏
着哈电、一重两家央企总部，一大批国之重器产自龙江，太空、深海的探
索从不缺少龙江人的身影！

龙江人担当，新时期党和国家赋予龙江新的战略使命，龙江人不讲条件、不计
代价，义无反顾。为了国家生态安全，数十万森林工人一夜之间转岗再就业，从伐
林转向护林；为了国家粮食安全，龙江人保守着耕地的数量不减反增，不去变着法
让耕地“变性”，不去追求耕地比较效益最大化，踏踏实实安心种粮，就为了“中
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这句嘱托；为了国家的能源安全，
大庆石油人坚忍不拔，创造了三次采油技术，硬是从砂岩中洗出每一滴油花，实现
了数十年的高产稳产。

龙江人也有委屈，这些年龙江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位一路下滑，龙江人
口流失也很严重，社会上一些人唱衰龙江和东北的声音日甚。但一些评论只
看现象，不究本质，不够客观理性，这让包括我这个新龙江人在内的龙江人表
示不服。今日之情形，固然有龙江自身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力度不够的内因，
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使然。纵观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竞争
规律，高纬度地区因其有效工作时间短、生活、工作、物流成本高等先天劣势，
在产业竞争中往往处于下风，导致竞争性产业流向竞争力更强的低纬度沿
海、沿边、沿江地区，北欧五国的发展都呈现出同类特征。龙江经济早年出现
的较高历史地位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的开通以及在国内率先开埠
通商的开放格局有关，与伪满时期留下的工业基础有关，与新中国成立后国
家一系列重大产业项目的安排布局有关。当其他地区的后发优势发挥出来的
时候，当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时，区域竞争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就会发
挥本源作用，因此，龙江经济排位的变化，有其客观因素，当理性看待。

然而龙江人不气馁，党中央振兴东北的号角催人奋进。龙江地大物
博、山河秀美，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习近平总书记为龙江开出了“良
方”，那就是做好老字号、原字号、新字号三篇文章，还送给龙江五个“锦
囊”，那就是油头化尾、煤头化尾、煤头电尾、农头工尾、粮头食尾。龙江
虽不可能与沿海地区展开全面竞争，但依然可以扬长避短，把长板做长，
把生态经济、寒区经济、资源经济做出特色。这里有一大批一流的大学，
这里有一大批优秀的院士专家，雄厚的科教资源是龙江的独特优势，创新
驱动是龙江绵绵不绝的本钱。大森林、大粮仓、大冰雪、大油田、大界
江，处处都是龙江振兴崛起的好战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来临，我们
已经听到了北冰洋冰层的碎裂声。随着未来北极航道的开辟，谁敢说龙江
的地缘优势不会再度逢春！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龙江人会在冰雪中思考
筹划，更会在春天里出发远征。

一队长辫布袍的大清官兵在萨布素的带领下正在穿过林海雪原，他们将赶
赴雅克萨驱逐侵略者；一群闯关东的男人女人们正在黑土地上安营扎寨，搭建新
家；一个个分到土地的小伙正戴上大红花欢天喜地地加入保卫胜利成果的南下部
队中；一车车复转官兵正在赶往大庆，他们即将投入彪炳共和国史册的石油大会
战；森林工人们正在唱着郭小川的《祝酒歌》；北大荒的知青们正在谈论梁晓声的
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一组组画像定格了一个个时代，而正是画像中不
同时代的人们，是他们，用生命和智慧，共同铸就了丰满的龙江中华魂。

龙江人先天好客！这里的姑娘美丽，这里的小伙俊朗，这里的空气清
新，这里的美酒浓香，愿越来越多的人理解龙江，热爱龙江，帮助龙江，
加入龙江。黑龙冲天起，忠魂护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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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十分向往过年，因为过年有
新衣裳穿，有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家里说不上多
穷，但母亲极尽精打细算，一年到头饭
桌上的大碴粥、二米饭、大酱拌菜、豆腐
宴，时不时吃得我们兄弟愁眉不展。

上世纪70年代末，猪肉凭票供应，
我们兄弟平时很少吃肉，四只眼睛见吃
的没够。当时父母的工分加到一起，过
日子也很拮据，看我们兄弟二人的可怜
模样，父母想着一年要是能给孩子多吃
几次肉总是好的。而在那个匮乏的年
代，庄稼人想吃上肉的唯一的途径就是
养猪。养猪很辛苦，父母起早、我们兄弟
贪黑，得空就跨上柳框到野外打猪菜，
回家拌点玉米面，就是猪的口粮。可真
等猪长大了，父母根本舍不得杀，而是
卖给供销社，拿到卖猪钱后，母亲再从
猪肉摊上买点回来给我们解解馋。在儿
时的我们看来，能吃上白面饼子酸菜
肉，简直美好得像过年。

“卖粮换钱，杀猪过年。”在东北农
村，最让人期盼的就是一进腊月杀年
猪，宴请亲朋好友，特别隆重热闹。从
我第一次喂猪到现在一晃过去了近40
年，最欣喜难忘的还是学生时代的那
顿杀年猪宴，是我记忆里最“正宗”的
年，那种喜庆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按照传统惯例，年猪一定要在年
关前杀好，所以在小雪大雪接踵而至
的年尾，是各家杀猪的好日子。忙碌了
一年的村里人，平日里再辛苦也可以
粗茶淡饭，可一到了腊月年关，杀猪仿
佛成为村里过年的序曲。一心准备过
年的饭桌上再也清淡不起来，或为犒
赏一年劳作的辛苦，或为分享一年丰
收的喜悦，或为表达全家团聚的幸福，
总而言之，庄稼人的舌尖味蕾已经蓄
势待发。这场注定要成功的美食革命，
凝聚着传承和延续的乡俗，更是一种
无法逾越的乡愁，用忙里忙外去打破
一年到头距离的远，用热汤热饭去慰
藉心底对家的盼。

按三姥爷的说法，宰杀的肥猪前
一天就禁食了，不是庄稼人舍不得粮
食，而是为了第二天好倒肠。这种纯靠
经验得来的总结，完全是三姥爷长期
扎根黑土地一点一滴凝聚的智慧结
晶，小辈们无不视为“金科玉律”。

第二天一早，三姥爷让父亲在院
中支起一口烧水大锅，架一抱柴火，点
燃了锅底下堆放的木柴。灶膛里红彤
彤的劈柴柈子燃得正旺，房前院后，左
邻右舍，不喊自来帮忙的乡亲们陆续
来到院里。院四周的残雪和大家嘴里
的呵气展示着东北清晨的独特，可天
气再冷也挡不住小孩子们来一起凑热
闹，追逐打闹的笑声惹得拴在后院的
大狗狂吠不止，锅里的水应景地乐开
了花到处一片热气腾腾。随着三姥爷

一声“水开了”，预示着杀猪大戏即将
拉开序幕。

院子里第一声尖厉的猪叫声传来，
几个叔叔大爷早已马步相连，听三姥爷
指挥，父亲领着几个叔叔大爷蜂拥而
上，合力放倒使其动弹不得；母亲朝大
盆里撒了把盐，三姥爷将大盆放在刀口
下，刀锋一转，猪血就流入了刀口下的
盆中；接血的人边用盆接边用干净秸秆
揻成的工具搅血，稍后把猪血盆递给三
婶让端走准备加工后“灌血肠”。

三姥爷在边上抽袋烟的功夫，众人
已合力把肥猪抬到院里大锅边备好的
木头桌上准备“褪毛”。这是个真正的技
术活，一般人根本干不了，全靠经验。只
见三姥爷像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走过
来，把刀背倒含嘴里，弯腰撸袖试了试
水温，开始显露身手，动作麻利老练，起
落干净利索，就像变魔术换装一样，光
光嫩嫩的“大白猪”就展现在了大伙面
前。三姥爷在众人夸好的赞美声中朝结
实的后座上拍了一掌，中气十足地喊道

“开膛”，手下却不停，横七纵八、刀工利
落的一顿忙活就肉分两扇，头是头、肉
是肉了，并把收拾干净的肥肠、猪肚、猪
肺、猪心等扔到院中的大盆里。在父亲
端来热水给三姥爷洗完手后，便豪气地
招呼：老少爷们都别走，吃肉的坐板凳，
喝酒的上火炕。

此时，屋里屋外，锅碗瓢盆，煎炸炝
炒，有条不紊。老姨面前的案板上，摆了
一块块刚切开的鲜猪肉，里屋新起的大
铁锅里重新添了水。老姨把一块块的五
花三层肉、纯肥的、纯瘦的、连着瘦肉的
大骨头，按比例下到大锅里，姜片、葱
段、花椒、大料一一放进，少许工夫，满
屋子就飘散着猪肉的浓香，老姨随时掌
控着烀肉的火候，大火开后要小火慢慢
煮，这样，烀出的肉才好吃。

三婶的拿手绝活是灌血肠，已经
清理好血沫子纤维的猪血早就搅好
了，猪小肠也已清洗干净，剪成适合的
长度，一头用线绑了，试过吹气不漏，
放盖帘上待用；三婶把葱、姜剁成碎
末，从肉锅里舀了些汤到小盆里，等温
度合适，把适量的盐、味精、花椒面、胡

椒粉等小料和汤都兑到猪血里，慢慢搅
匀，就可以灌血肠了。等大半盆猪血变成
了一盆匀溜溜的血肠，大锅里的肉也就
烀到火候了。老姨把煮好的猪肉小心地
捞到一个大铝盆里，三婶接着用烀肉的
汤来煮血肠，血肠煮好，捞出，放砧板上
晾凉才能切片。此时，锅内放入切好的酸
菜丝，不多时，伴着年猪肉特有香气的酸
溜溜香喷喷的酸菜香就充斥了屋里院
外，惹得大人孩子忍不住吸鼻子流口水，
那时的我读了不少书却也找不到更好的
词汇表达，只是从心底觉得：只有烀年猪
肉的汤炖出的酸菜，才有味！

酸菜不怕炖，越炖越好吃。趁这工夫，
母亲开始片肉、切血肠，直到米饭焖好，酸
菜终于出锅了，码着薄厚适中的大片五花
肉和油光闪亮的血肠，三婶跟老姨比赛似
的报着菜名：烩酸菜、拆骨肉、炖排骨、猪肝、
猪心、蒸猪血、猪血肠、油滋了……满口流
香的猪肉，弹滑顺口的粉条，百吃不腻的酸
菜，白肉蘸着用蒜臼子捣好兑上酱油的稠
稠蒜泥，摸一把嘴茬上的油，哈哈哈，庄稼
人的日子，够味！

父亲陪着三姥爷和帮忙的叔叔大爷
们坐在炕头，一边品着小烧酒，一边吃着
年猪肉，一年来的辛苦随着舒心的笑声
都散去。老爷们酒喝得热络，女人孩子这
一桌，人手一个小汤盆，盛上酸菜后把肉
片血肠都浸在酸菜汤里，一起吃喝进肚，
再来一口蘸蒜酱的拆骨肉，那滋味香啊，
那感觉，美透了！

杀年猪这天最操心的人就是母亲了，
送走了亲戚邻里，关心着歪在炕头伸懒腰
的父亲和被肉撑得不能动的我们，还得盘
想着晚上给关系不错、没空来吃饭的人家
送点猪肉血肠去，这一天下来，连吃带送，
300来斤的猪也就削去了一小半，但这是
村里人家家户户的习俗，是邻里亲友间的
真情互动，是村里人的浓厚情谊。

如今，农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巨大变化，农民种地不交税，国家还发
粮食补贴，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杀猪宴也
不再是过年的序曲，而成了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可记忆里那顿杀年猪宴，时至今
日依然散发着浓郁的醇香，越久远越醇
厚绵长，连回忆都有沁人心脾的醇美，萦
绕心头，冥冥中似乎是我心底对农村富
足和美好的祈愿。

民以食为天，小小的一顿村宴，不简
单，印证了新时代新农村的新风貌，流露
着新时期新农民的新光景，农民富裕了，
农村美好了，才是真正的国泰民安。

年年岁岁，唯愿农家院里永远笑声
一片，让笑声驱散严冬的寒气，也笑掉起
早贪黑的辛苦，庄稼人的心满意足，可与
天上的星河媲美，小村庄、小院子、小日
子，笼罩在一片温馨的气氛里，人心足，
年味余。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政协
书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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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过春节的很多年俗，比如赞土
地、耍狮子、闹花灯等等，都随着乡村社
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渐渐淡出了，
但贴春联一项依然保留着，今年春节我
回乡下过年，看到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
都贴了春联。

据说春联起源于桃符，即周代悬挂
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据《后汉
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
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五代时，
后蜀主孟昶让翰林学士辛寅逊题桃木
板，又嫌他写得不够好，自己亲自提笔，
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
是我国的第一副春联。后来，春联由桃
木板改为纸张，贴在公卿庶士家门口，
叫“春贴纸”，到明代，才改称“春联”。

春联是过春节贴的，而对联却不限
于春节，凡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孩子百
日、长辈寿诞等，只要谁家里摆酒席宴
宾客，就离不开贴对联。

我幼时，正赶上“移风易俗”，春节
不时兴贴春联，但村里总有年轻人嫁
娶，有孩子百日，有老人寿诞，这个时
候，摆酒席的人家就要请人写对联。那
时候生产大队已经办起了学校，我们这
些小孩子都送到学校去读书了，但成年
人能读书识字的并不太多，村里夜校还
在开设扫盲班呢。在这样的环境里，我

父亲就显得很特别了，因为他不仅会写
对联，还会作对联。父亲能根据不同的
场合、不同的人，联系这人的家庭境况、
生活经历、心理期盼，作出适合他家的
对联来。父亲对自己写的对联也颇得
意，甚至有几分自负。

乡村生活与城里最大的不同是家
家户户都知根知底，谁家有事情，大家
去帮忙，大家也去饮酒上人情，父亲写
对联就是帮忙之一种。但谁家也都会有
几个外乡外地的亲戚，如若村里有的人
家摆酒席，请了外乡外地亲戚朋友来写
对联，父亲作为饮酒上人情的客人，常
常免不了要挑剔别人的诗对，有时候还
会不客气地说人家“狗屁不通”。好在邻
里乡亲们都知道我父亲的脾气性格，知
道他不懂得变通，虽然面子上挂不住，
也并不跟他计较，而我母亲又是人缘极
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母亲就会替父

亲道歉，然后拖着父亲赶紧离开。
父亲每年春节不仅自己写春联，也要

求我和弟弟写。我自知书法差，每次写完
春联都发誓今年一定得好好练字，但一回
到工作中就忘记了，第二年再提笔时，没
有丝毫进步，又不得不在父亲的注目下动
笔写，写完之后，还得贴在门墙上展览，那
种感觉，真如芒在刺，不好受。

当我和弟弟的孩子都会执笔写字以
后，回家过年写春联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们
的肩上，我和弟弟都松了口气。

对孩子们稚嫩的字体，父亲倒从不挑
剔。只是在他们写完之后，他自己示范般
地挥笔，让他们看他如何运笔，字体大小
如何安排，也算是言传身教了。

父亲身体一直很好，他做梦也没有想
到，80岁以后，身体会一下子滑坡。写春联
的时候，往往笔不能逮意，意不能从心，体
现出来就是——他写春联时常会写错别

字。但春节写春联的
习 惯 ，他 一 直 保 留
着。

近几年，许多部
门都在春节前送文
化下乡，开展“春联
万家、文化惠民”活
动，我们村也多有获
益。每当书法家们来
到村部开展活动，村
民们早早地等在那
儿，看书法家们写春
联，然后欢天喜地地
把春联拿回家去贴
在门上。

今 年 ，因 为 疫
情，春联万家活动改
为送春联下乡，为了
保证有足够多的春
联，有关部门送来的
春联，一部分是书法
家们事先写好的，一
部分是买的印刷品。

我家也得到了
两副印刷品春联，一

副由书法家写的春联。
父亲显然对印刷的春联不满意，说写

的内容是“老八股，没意思”，他非要我们自
己写。他的联也已经拟好了——今年有远
方朋友来我们家里过年，父亲拟的春联是：

“欢度佳节蔬果宴宾客，喜迎新年米酒醉豪
情”。除夕前一天，他让我弟弟开车带他去
镇上买了写春联的纸，回来以后就念叨着
要写春联。我儿子和侄儿都已经长大，今年
侄儿去外省岳母娘家了，我儿子也已脱了
少年时的稚气，不敢再像少年时那样随便
动笔。我正在犯愁，心想，今年大概非由我
陪父亲写春联不可了。好在除夕上午，有一
个本家侄子过来拜年，这侄子正上大学中
文系，又学习过书法，见到他，我如遇救兵。
侄子于是写了“欢度佳节蔬果宴宾客，喜迎
新年米酒醉豪情”，又写了一幅“金牛辞岁
寒风尽，玉虎迎春福气来”。对我这位侄子
写的春联，父亲倒是沉住了气，没有说什
么，侄子如获大赦，赶紧闪人。

侄子走了以后，8岁的小侄女从外面
玩耍了进来，见到桌子上铺开的纸和蘸了
墨汁的笔，很是好奇，问爷爷在干什么，爷
爷说在写春联，还问她：

“汤小丫，你也来写一写好不好？”
小侄女一点也不怯场，响亮地应声

“好！”立即接过爷爷递给她的笔，在一张横
批纸上写将起来。

她先是写了一行阿拉伯数字“2022”，
在数字的下面写上“虎年大吉”，再在“虎年
大吉”的下面画了一只虎头。

虎头画得有点儿像猪。如果不是猪头
上有两只竖起来的耳朵，你准以为是猪！

但父亲眉开眼笑，朝小侄女竖起了大
拇指，还跟我们所有人说：“这个最棒！我活
到80多岁，第一次看见写得这么好的。你
们见过吗？这个了不起！了不起呀！”我们连
忙附和说，“是啊，真是了不起！至少很有创
意嘛！”赶紧叫我弟弟把这副很特别的春联
贴到正门的窗户上。

我的80多岁的老父亲，对别人写的春
联挑剔了一辈子，终于在8岁的小孙女面
前竖起了大拇指，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啊。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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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与雪似顷，一任烟如暝。
翛然无限白，终究阳春生。

常荣军 摄
（作者系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又是团圆节。
望神州、
千军万马，
银鹰高铁。
慈母依门游儿泪，
好客天公赠雪。
隔口罩、
笑谈冠孽。
更谓乡间今日景，
似画图、
清水新村列。
鞭炮震，
大红结。

磅礴辛丑从容别。
愿寅虎、
冬奥开篇，
斑斓彩页。
朱帜高扬东风暖，
驱散疫情民悦。
盼世界、
干戈暂歇。
不屑寻常功名事，
近古稀、
犹沸炎黄血。
辞旧岁，
唱金阕！

金缕曲

除夕抒怀并寄
陈崎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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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副
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