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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小时候，新年送什么礼物给朋友呢？”上大班的

儿子一出校门，便迫不及待地抛出这个问题。“当然是贺年卡

啦！”我脱口而出。原来，幼儿园老师布置了元旦作业，让小朋

友们互赠新年礼物。

听到我的答案，儿子满脸疑惑，显然对“贺年卡”毫无概

念。我便给儿子讲起了“我儿时的贺年卡”的故事。

我刚上初中时，恰逢贺年卡兴起，那是个情感真挚而内敛的

年代。每逢新年前后，要好的同学、朋友之间，总会精心挑选一张

贺年卡，将心底的祝福化作笔端的文字，传递着彼此的情谊。

最初的贺年卡也叫“明信片”，样式简约，正面印着些应景

的图案，或是喜庆的年画，或是秀丽的风景，或是流行的电视

剧人物。卡片反面则留出写邮编、地址和祝福语的地方。若是

朋友不在身边，在右上角的方框中贴上邮票，贺年卡就可以邮

寄到朋友身边。

那时候，我们为朋友挑选贺年卡是很讲究的。越是关系好

的朋友，挑选时就越慎重。我每次都要在校门口的小卖部里徘

徊许久，仔细比对每张卡片的图案、颜色和寓意，只为选出一

张最符合朋友喜好与性格的贺年卡。卡片上的每一处细节，都

凝聚着我们独特的心思。精心设计祝福语当是“重头戏”。内容

越与众不同，越能体现诚意。这时，课外书、歌词本、好词好句

积累本便派上了用场。少年人逐字逐句地搜寻，只为拼凑出一

段独一无二、饱含深情的祝福。我写着写着，会不由自主地微

笑起来，想象着朋友在收到贺年卡时有着同样的快乐。

贺年卡上字迹的书写认真程度，也代表了自己的诚意。还

记得，我为了能在贺年卡上写出一手漂亮的字，央求父母买了

字帖描红，每天写完作业后，我便独坐在昏黄的台灯下，一笔

一画地临摹练习，寒来暑往，足足坚持了一年。如今回首，不禁

为儿时的耐心与执著感动。

而我每每收到朋友送的贺年卡，都如获至宝、满心欢喜。

回家后，迫不及待地拿着贺年卡，将上面的图案看了又看，把

上面的祝福读了又读，每读一遍，友情的温度就会溢满胸膛，

待心满意足了，郑重地将其收进那个心爱的红色铁皮盒子里。

若说印象最深的贺年卡，当属同桌丽娟送我的。我俩趣

味相投，皆痴迷武侠。她赠予我的那张印有《神雕侠侣》中小

龙女——李若彤的贺年卡，至今仍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后

来得知，为了寻得这张卡，她跑遍了大街小巷，费了好大一番

周折。课余时光，我们常并肩躺在校园的草坪上，共读一本《雪

山飞狐》，暖融融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泻在书页上，印下

一片片金色的光斑，光影摇曳，如梦似幻。我一言她一语，我们

畅想着书中雪山的神秘模样，憧憬着有朝一日能一起仗剑走

天涯……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陪我们

度过了初中3年时光。毕业那年的新年，我翻出日记本里珍藏

的那张杨过的贺年卡递给她，两人相视而笑。

再后来，贺年卡的样式愈发花哨，变成可以折叠的，封面

或烫金、或镂空，翻开还有彩光和音乐……可我心底还是偏爱

最初那质朴无华的模样，也许是眷恋那份纯真的温暖时光，抑

或是怀念那藏在贺年卡里的深情。

说到这里，我转头看向儿子，提议我们一起做一张诚意满

满的贺年卡，送给朋友。儿子眼里顿时有了期盼的光芒，摩拳

擦掌地跳着说：“太好了！我要做一张最最好看的贺年卡，写上

最好听的祝福，送给我最最喜欢的小依老师！”

孩子的这句话，多么纯真、多么炽热呀！也许这就是贺年

卡的意义：把我最热烈的深情、最美好的祝愿，传递给我生命

中最重要、最喜欢、最在意的你。

每逢年终岁末、新年伊始，我都会想起那一次跨年。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的那年冬天，临近元旦，心里并不觉得

喜悦，反而有些空落落的。以往的元旦都是和同学或者家人一

起，而当时初到异乡，难免觉得冷清。

距离元旦还有几天时，朋友打来电话，说她也刚来这个城

市，也是一个人，问我要不要一起跨年。多日萦绕在心头的失

落随着她的电话一下就散开了，我的心情瞬间多云转晴，还隐

隐升起几分期待。

元旦的前一天，我们起了个大早，一起去市场挑选新鲜的

食材。节日前夕的市场非常热闹，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

伏，烟火气十足。我们让卖肉的阿姨帮忙绞好了肉馅，又额外

买了些肉和蔬菜，准备回去做一顿丰盛的跨年晚餐。

到了下午，我负责调馅儿，朋友负责和面。本来我们想买

市场上做好的饺子皮，但是去时都卖完了，一下子多出了不少

工作量。我们跟着网上的教程加水放面，中途还给家里人打了

个电话求助。一番折腾下来，一个个饱满的饺子终于在我们手

里诞生，整齐地摆在案板上。

随着饺子包好，我们也开始准备各自的拿手好菜。朋友做

了一道红烧肉，煎五花肉时那“嗞嗞”的声音，仿佛那些肉也在

和我们共同庆祝这个节日。我炖了一锅豆角排骨，因怕豆角不

熟，把我们“送进医院”，整整炖了一个小时才敢出锅。间隙，我

们又炒了两道素菜，并煮好了饺子。

一盘盘菜肴陆续上桌，红烧肉色泽鲜亮、肥而不腻，排骨软

烂入味，混合着豆角的香气，着实诱人。饺子也意外得好吃，皮

薄馅足，还带着些汁水。两个人都对对方做的菜赞不绝口，一桌

子的菜最后竟然没剩下什么。不知是不是有自己动手和节日的

滤镜加持，我们都觉得那是一年里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餐。

把厨房收拾好，我们坐在沙发上聊着天，说着一年的成长

和变化。跨年的钟声响起，我们认真地许下新年愿望。谈起未来

时，两个人的眼睛里满怀憧憬，坚信大好前程指日可期。

那次跨年很像一场成为成人的仪式，我们跨过了旧年，也

跨过了稚嫩。曾经，“生活”二字于我们而言，似乎只是一个约

定俗成的抽象概念。但那天之后，“生活”成了一个动词，这两

个字变得具象化了。长大，或许就是学会不再敷衍日常，即使

自己一个人，也能独当一面，好好生活。

后来，我和朋友都离开了那座城市。大家都被时间推着向

前跑，也都独自走了很远的路、翻了很多座山，那一年的事多

已想不起什么了，可那个元旦却始终如昨日一般清晰。

冬日的暖阳照耀着铺满鹅

卵石的院坝，这是一块对金川

县勒乌镇第二小学孩子们而

言，再熟悉不过的户外营地。记

者赶到时，伴着动感的音乐，身

着民族服饰的孩子们正自信地

登台跳舞。

近日，在勒乌镇第二小学，

三年级4班的31名学生在班主

任朱晓俊带领下开展“‘育’见

劳动之美，乐享美好‘食’光”主

题实践活动。“期盼的一天终于

到来了！”班上孩子兴奋地告诉

朱晓俊。

“院坝”离学校不远，被学

校精心打造的劳动实践农田围

绕，当天清晨，朱晓俊带领学生

徒步到达，从田间劳动、到烹饪

美食，再到班级全员节目展示，

一天的时光里，师生们共同分

享户外实践的欢乐。

院坝周围种植着玉米、生

菜、番茄等蔬果，是学校精心打

造的“校园农场”。“学生认真观

察农作物生长，进行了一场有

趣的劳动课程。”朱晓俊告诉记

者，学生摘下亲自种植的南瓜，

削皮、烹饪后，中午大家一同品

尝南瓜饼。

下午，这场实践活动安排

了班级全员展示环节。前期，朱

晓俊带领学生们开展了“变废

为宝”的工艺实践制作，此时的

展示活动成了一场“时装秀”。

活动接近尾声，动感的音乐让

孩子们依旧精力十足，“让我们

穿上藏服来一场走秀！”朱晓俊

提议。在家长的帮助下，孩子们

换上华丽的民族服饰，自信阳

光地尽情舞蹈。

金川县勒乌镇第二小学校

长张代鹏介绍，2024 年，县教

育局授予学校“艺术实践工作

坊”基地称号。该基地定期开展

各类主题创作活动，涉及绘画、

舞蹈、书法、摄影、雕塑、音乐等

艺术形式，由学校教师带领学

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灵感进行

创作，这类活动充分激发学生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艺术实践工作坊为学生

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学习环

境，激发学生的艺术潜能，培养

他们对各种艺术形式的兴趣，

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张代鹏说。

阿坝州金川县勒乌镇第二小学有个“艺术实践工作坊”——

■ 本报记者 陈朝和 文/图

■ 代鑫

贺年卡里藏深情
■ 孔芬芬

“来一段单人舞！”在师生们的鼓励下，一名
学生站在舞台中央，自信地跳起了民族舞蹈。活动现场，学生和家长齐聚一堂，餐桌上放着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的南瓜饼

等小吃，院坝旁是学校精心打造的“校园农场”。

学生家长齐心协力，帮即将表演的孩子穿上民族服装。

勒乌镇第二小学三年级4班学生在院坝中载歌载舞，身后的同学和家长组成了观众团，掌声不断。

班主任朱晓俊带领着一群参加“时装秀”的孩子在阳光下奔跑。

院坝里的阳光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