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春节习俗大家可能再熟悉不过了，有吃馄饨、放

爆竹、贴春联、舞龙灯、挂灯笼、剪窗花……这个春节最

使我记忆犹新的活动当属贴春联机莫属。

记得大年三十那天老爸很早便把我叫了起来，我开始

时还哼哼唧唧地埋怨老爸不让我睡个“饱觉“。可当我听

到老爸让我亲自写一幅春联并贴出来时，我顿时由埋怨转

变为兴奋，由兴奋转为心花怒放。我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

“嗖“的一下冲进书房，取出了珍藏已久的文房四宝—笔

墨纸砚。拉开架势刚准备开始时猛听得老爸一声断喝“停”，

我愣愣地望向爸爸。没等我发问，爸爸就举起手上的两个

木块对我说：“你看这两块木头，行话叫做‘镇纸’。这

是写毛笔字的重要工具哦！”听了爸爸的介绍，我赶忙如

法炮制。果然淘气的宣纸再也不任性了，而是服服帖帖地

等待我“龙飞凤舞”了。

一切准备就绪，小符我终于可以一试身手了。拿起较

易掌握的狼毫小楷，沾上清香淡雅的“一得阁”墨汁，整

个书房的雅韵一下被衬托出来了。我深吸一口气洋洋洒洒

地写下了两排大字“绿柳舒眉辞旧岁，红桃开口贺新年。”

因为我用的是自己独创的“符式自由体”，所以窃以为写

得还不错。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这幅对联呈给老

爸大人过目，他一下就发现了两大毛病，字体大小不够协

调，对联内容与书香门第的书房也不契合。于是我赶忙请

字帖帮忙，一番搜寻后，不敢怠慢的我找了一幅“书山有

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对联认认真真地写了下

来，这回顶真的老爸看后也没找出什么茬来。

我们一起把我的“作品”贴在了书房门上，看到自己

写得春联第一次被贴了出来我的心里甜滋滋的，整个人仿

佛沉浸在花海中一般，这个美啊。

剪（贴）窗花是古老的汉族节日习俗，

新春佳节时，中国许多地区的人们喜欢在

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

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也为人们带来了

美的享受，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

一体。 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汉族民间艺

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

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窗

花"。

俗话说：“北吃饺子，南吃馄饨。”我们常武地区每到大年三十喜欢吃上

一顿馄饨，期盼来年能够丰衣足食，因此开馄饨皮店的舅婆家每到年底就忙得

不可开交啦。

我是个助人为乐的人，看到这番景象我心想作为一个行侠仗义之人岂可不

出手相助呢。说干就干，吃过午饭乘着爸妈不注意我便自作主张忙活开了。一

开始，我凭着一身蛮力帮着运起了馄饨皮，这下可让他们省了不少功夫呢！等

大人们发现时，我已经全身上下沾满了白花花的面粉了。爸妈看我着实也能帮

上不少忙，也就没有阻止我，我也就更加卖力地干起来。

一会儿，卖皮子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龙，摊前的两人明显应付不过来了，于

是一直在切着皮子的舅舅赶紧前往支援他们。一直搬运皮子的我一下闲了起

来，急性子的我可等不及啦！从未切过皮子的我学着舅舅刚才的样子比比划划、

小心翼翼地切起了馄饨皮，不一会儿，居然成功地完成了两组皮子。这时婆婆

走过来欣喜地说：“嘿，不错嘛。”还连忙向家里人宣传了起来。连平常少言

寡语的公公看了也赞不绝口。

听着家里人的赞美声我的心里可开心啦。别看我年纪小，大人的活我也干
得有模有样吗，原来劳动真得能带来快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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