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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联
远远的
远远的我看见
娘站在春天的门前

有盼我寄一副

春联

是啊，乡里人
谁家的日子有望无望
谁家的香火有盼无盼

可看他门上

一年一度

有无春联

乡里人

谁家的门上
能贴上春联

就是有福的门楣

有禄的家眷

然而，我知 道

再深的笔墨

都无法拟尽

娘的柔情和企盼

就 让我借一条俗 语吧

——祝福年年

●年 望

总希望今年

多 几个春阳

融父亲露珠般的汗滴

如 茵稻田 碧波般

荡漾

总希望今年

多几个秋阳

将母亲稻浪上的影子

拉长拉长——

意悦悦

守望

总希望

希望阳光

染就堆堆金谷

留住丰收的辉煌

让心儿

珍藏

总希望

希望日 月

吻遍父亲裸露的脊梁

慰予母亲——

不再

忧伤

（本栏责任编辑  张 沁）

艺苑一年复始话“元旦”

元旦 ，表示新的一年从此开始。

我们的祖先以 五 谷熟，四 时尽而改

年更岁。因而，人们对元旦的来临总

是充满新的希望和欢乐。相传五帝

时期，颛顼以 正 月 为元，初一 为旦。

《尔 雅·释 诂 》解释，“元，始 也”，

“旦，早也”。要见“元旦”的古意即一

年之始，一日之晨。南朝梁人萧子云

诗“四 气新元旦，万 寿初今朝”也 含

有这个意思。

商、周、秦均推崇本朝，王者得

政，示从我始”，各代都对元旦 日 期

改弦更张，使元 旦从正 月 初一依次

推移到十二 月 初 一、十一月 初 一和

十月初一。直至西汉，汉 武帝根据人

们长期的天文记录，纠正 了三代提

前元旦的错误，重新将元旦恢复到

正 月初一。辛亥革命以 后，公 元纪年

法已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孙 中山

先生为“行 夏历”“顺农时”和“从西

历”便统计起见，在我国使用夏历的

同时并 用公历，将正 月初一改称春

节，将公历 1 月 1 日称为新年。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公 元纪年

法”，才将我国元旦正式规定在公历

1 月 1 日。

（黄 海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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