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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插画 董昌秋

提 起 年 味
儿，首先想到的是

乡下，因为乡下人的
生 活 方 式 更 接 近 于 传

统，年味儿也更足。
在我们辽北，过年的气

氛越来越热烈。除夕这天是
讲究最多的日子。记得头天晚

上，母亲就会很郑重地叮嘱我们：
从明天开始，不许吵架，不许骂人，

更不许哭，要拣喜庆祝福的话说。
除夕吃过早饭就贴对联窗花了。院
子里红火起来后，母亲会按照列出的
单子烀猪蹄、炖排骨、炖鸡、炸丸子、
给鱼过油，等等，这是准备接年饭中
各种菜肴的第一道程序。接年饭上，
菜的种类越多越好。我家6口人，多
数时候是 8 个菜或 10 个菜，高兴了
也有做 12 道菜的时候。还要做一
锅米饭，这顿米饭必须要有剩余，
预示着年年有余。接年饭最讲究
的是整条的鱼，和米饭剩余一
样，要的是年年有余的谐音，还

必须要有猪蹄，那是刨钱的
象征嘛。

而 我 父 亲 ，这 天 上
午 就 是 专 职 收 拾 猪

头。杀年猪的头不
到除夕不能动，

因为那是准
备 祭 祖

用

的。现在我还能记起在乡下祭祖时
的情形来。我家供桌设在仓房正
面，是一个老式八仙桌，猪头摆在桌
子正中间唱主角，过了油的整条鱼
也要先放在这里，再用小碟子挑几
样菜摆上。我就想，老祖宗大概和
孙悟空一样，是来无影去无踪的。
他们没有吃这些食物，只是来看看
我们就走了，就像父母不舍得吃腊
八粥一样，把好吃的都留给我们了。

在除夕夜，就连扫地都是有讲究
的，要从外往里扫，意思是百财进门
不外流。从贴完对联到大年初二，还
不能往外扔东西，连垃圾都不扔。这
和扫地是一个道理。半夜煮饺子时，
不能全部捞出锅，要留下两个占锅
底。我结婚自己过日子多年，别的习
俗可以省略，但除夕夜煮饺子压锅底
的习俗我一直坚持着，感觉这才有年
味儿。除夕的饺子一出锅，就要隆重
地燃放鞭炮，这也是大年期间燃放爆
竹最多的一次。

晚上10点后，就听那鞭炮声不分
远近地传来，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夜幕下，高高挑起的大红灯笼把小院
照红了脸。借着灯笼的光亮，可以看
到爆竹的青烟在村子上空缭绕，孩子
们叽叽喳喳叫着、笑着、闹着，喧闹的
乡村就像炸了锅，过年的气氛就这样
达到了巅峰。

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是孩子们最快
乐的日子。小巷里，成群结队穿着花
花绿绿新衣裳的孩子们，提着各式各

样的小灯笼，出东家串西家地疯
跑。这时候，每家大人都

显 出 少

有的慷慨，只要有孩子进门，就会抓把
瓜子或拿两个糖块给孩子揣兜里。亲
戚长辈还会给块八毛的压岁钱。孩子
们腼腆地接受，礼貌地道谢，拘谨地道
声“过年好！”然后就一溜烟儿地跑去
下一家了。等衣兜揣满，就兴高采烈
地跑回家，把兜里好吃的掏出来，自己
放一个地方，留着过完年“打牙祭”。
然后急忙冲出家门，再接着去拜年。

除夕这天，男人们理了发，刮了
脸，穿了新衣裳，精精神神地去左邻
右舍串门子。我们老家还有一个老
令儿，就是三十儿晚上女婿不能来
老丈人家，具体为什么，我也不大了
解。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的除夕
夜，我堂姐夫一推我家大门，就被院
子里的父亲挡了回去。父亲沉着脸
说，你有规矩没？大三十儿的上我
们家串啥门子？你有啥事儿改天再
来吧。堂姐夫笑着说，老叔，看你这
走南闯北的人，咋还这么封建呢？
父亲依旧板着脸，回敬他道，这叫传
统，老辈子留下的规矩，没有规矩不
成方圆。

父亲是很有威严的人，他严肃起
来全都怕他。同时他又很传统，过年
严格按照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办。
不过，父亲的老规矩也有可以打破的
人，那个人就是村东头的刘大娘。

刘大娘丈夫去世得早，没有儿
子，4个女儿都嫁到了外地，她自己留
村里过日子。在我 7岁那年，刘大娘
春节前生病了，家里清风冷灶什么都
没准备。吃接年饭时，父亲就用
小 推 车 把 她 推 我 家 来
了 。 等

吃 完 饭 ，又 把 她
送了回去。

晚上父亲又翻找
肉和菜，叫母亲和他一起
去给刘大娘包饺子。母亲
说我不能串门子，过会儿你
把咱家包完的给她送去点就
行了。父亲却说，过年嘛，过的
就是半夜包饺子的热闹，这叫有
人气儿。接年饭她都没做，这饺
子再不包，她心里不定多难受呢。

我们几个孩子心里揣测，这里
肯定有问题。不然这样一个不相
干的老太太，父亲怎么就不顾及那
些老规矩老传统了呢？后来，这个
谜是母亲为我们解开的。她说，你
爸和村里叫嫂子的人都开玩笑，
可你们啥时候见过他和你刘
大娘开玩笑了？他比你刘
大娘小 18 岁，他小时候
和你刘大娘住邻居，你
奶奶生病时，都是你刘
大娘带他的呢。滴水之
恩还需要涌泉相报，你们
不是听说过黑包公老嫂比
母的故事吗？你们几个
都记住了，老传统最
讲究的就是孝，百
善孝为先，这比
啥都重要。

乡下的年味儿
付桂秋

如果把历史的指针往回拨 1000
年，我们将抵达宋朝，接触到另一场别
开生面的春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数百家店铺
和数千个人物，把宋朝城市的生活记
录得细致而真实，充满了浓浓的生活
气息。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评价：“华夏
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
赵宋之世。”宋人对于生活质量、文化
娱乐的追求与现代人并无太大差别，
甚至于现今的新年习俗很多都能从宋
朝找到源头，活色生香的各类年俗既
有市井之中的人间烟火，又有朝堂之
上的盛大庄严。

宋人重视过年，因为我国古代是

农耕社会，在自然节律的更替之际，人
们一方面盘点一年收成，另一方面可
以通过仪式习俗寄托对来年风调雨顺
的期盼，而平民化、商品经济的发展，
更将宋朝新年的热闹气氛推向高峰，
与民同乐成为时代的主题，勾栏、茶
馆、酒楼等娱乐场所应接不暇，晓市、
夜市、商铺不再拘泥于时空界限。宋
人的年俗究竟有多讲究？祭灶神、鞭
春牛、大傩仪、五辛盘、屠苏酒、大朝
会、观百戏、赏花灯……上自天子下至
百姓，无不投入这场举国欢庆的盛事
之中。

在食材极其丰富的宋朝，年夜饭
更是拥有无限的可能。在年夜饭上，
宋人也毫不含糊。《武林旧事》《梦粱
录》等书中就记载了200多种食物，从
蔬菜水果到肉类，从腌制凉拌到烧烤，
光馒头就有寿带龟、子母龟、欢喜、捻
尖、剪花、小蒸作、骆驼蹄、大学馒头、
羊肉馒头九种。七碟八碗堆满餐桌，
有鸡有鱼，有荤有素。

说到宋人过年都有哪些好玩的活
动，最热闹莫过于除夕夜了。

《梦粱录》里记载：“士庶家不论大
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
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
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
之安。”

和今天一样，家家户户都要大扫
除，前几日早早备好的门神、春联、年
画都拿出来了。一番忙碌之后，屋内
屋外，焕然一新迎接新岁了。

不仅如此，宋人过年期间，每天都
有各色艺人表演各种娱乐节目：魔术、
杂技、说唱、歌舞、杂剧、蹴鞠、猴戏、猜
灯谜……所谓“奇巧百端，日新耳目”。

文人雅士则通过宋画鉴赏、古琴
演奏、南宋花艺等多种雅集形式进行
社交娱乐。一群文人雅士相聚一堂，
以文会友、饮酒斗茶。

小孩子也有不少娱乐方式。他们
不仅能拿到长辈给的压岁钱，还会跑
到外面，绕街唱儿歌：“卖痴呆，千贯卖
汝痴，万贯卖汝呆，见卖尽多送，要赊
随我来。”儿童们以此相戏谑，寄托的
却是人们希望来年变得聪明的意愿。

苏东坡写过三首诗，分别为《馈

岁》《别岁》与《守岁》。其中《馈岁》
描写乡亲们挨家挨户拜年，彼此赠
送礼物；《守岁》描写小朋友们在除
夕当晚兴奋得整夜不睡，一直玩耍
到天明。

南宋临安城，除夕守岁的规矩
是小孩值夜、大人休息。据《武林旧
事》记载：“小儿女终夕博戏不寐，谓
之守岁。”年夜饭后，由小孩子负责
守 岁 ，享 用 十 般 糖 、澄 沙 团 、蜜 姜
豉、蜜酥等各色“消夜果”。小孩们
兴高采烈，围着火盆放鞭炮、吃甜
食、耍铜钱，熬一个通宵，他们的父
母却无须如此，尽可以早早地上床
睡 觉 。 这 般 奇 怪 的 做 法 看 似不合
理，但却藏着大学问呢。除夕之前
大人整日奔忙，到了正月初一还要
四处拜年迎客，除夕夜需要好好休
息养足精神；而孩子们为了过年一
直盼着非常兴奋，勉强让他们早早
休息未必能够成功，加之第二天去
拜年会有很多繁文缛节，带着孩子
更像是去讨要压岁钱，颇有瓜田李
下之嫌。同时从大年初一到初三，
朝廷解除禁令，街上玩具摊、糖果
摊、游艺场对孩子们的诱惑很大，为
了保住钱包，大人希望孩子们大年
初一能够好好睡上一觉不捣乱。当
然，家长们是不会把这些原因告诉
自家孩子的，他们只会向孩子说一
句谚语：“守冬爷长命，守岁娘长命。”
为了自己父母能长寿，孩子们当然会
乖乖守岁了。

中国人过年都会在自家房门上
贴年画、贴春联。现代人这项工作往
往在除夕来临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但
大宋朝却不是这样。宋人贴门神的
时间比较晚，大年初一早上才会去做
这件事，如果要探寻文化内涵，你会
发现其实他们比我们要认真讲究，他
们除了贴门神，还要在门上挂桃符和
桃板，主要是为了驱邪避灾，祈求新
年好运。宋代的“桃符”，其实就是今
人所说的“春联”，因为以前的春联不
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桃木板上，
故有“桃符”之名。王安石诗云：“千
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写
的就是这件事。

宋朝人这样过年
刘逸南

我的书柜里有一本 1921 年版《庄河县
志》，里面关于庄河年俗的文字，让我了解了
庄河人昔日过年的习俗。

据《庄河县志》记载，庄河人过年的习俗
有请年，旧历腊月三十贴春联、挂文彩，设供
桌，各家遣子弟诣祖茔，焚香，奠酒，请先祖归
家度岁，谓之请年；接神，既夕，燃红烛，列供
品，持手灯，按方迎神，谓之接神；发纸，守夜
至丑刻，设香烛供品，陈几于庭，焚香于斗，向
南叩拜天地，谓之发纸；拜年，各家子弟，遣诣
附近祠庙，焚楮毕，近邻宗族人等沿家互相拜
贺，谓之拜年；辞岁，举家卑幼，向尊长谒贺，
谓之辞岁；分岁，家主以钱文布帛分给小儿，
谓之分岁。

《庄河县志》记载的这些过年习俗，看上
去似乎是繁文缛节，但却充满着浓烈的仪式
感，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如今
翻阅着《庄河县志》的这些文字，瞬间便激活
了我脑海里关于儿时过年的诸多记忆。

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每天就盼望着过
年，每天都希望快过年。因为那个年代过年，
最开心的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儿。过年时，穿
上妈妈亲手做的新衣服，激动得一个晚上都
睡不着。大年初一，孩子们出去一玩就是一
天。那个时候，给长辈拜年是每个孩子必须
会的礼仪。风车转、大刀耍，那是为孩子们准
备的节目。孩子们的娱乐活动，可不是玩手
机，而是聚在一起放鞭炮。过年那些天，每天
不等天大亮，我们就起床了，然后找小朋友们
一起放鞭炮，年味儿特别浓。

那个年代过年，尽管家家户户日子过得
不富裕，可家家都努力积攒些钱，就是为了能
过个富富有余的年。进入腊月后，家家户户
都开始备年货，集市上人头攒动，叫卖声此起
彼伏；那个年代过年，大伙儿都舍得拿出压箱
底的钱买年货。一般都要买些瓜子和糖果，
以招待过年上门的左邻右舍。家家户户满墙
贴的都是年画，色彩鲜艳，喜气洋洋；那个年
代过年，家家户户贴的对联一般都是自己写
的，或者请写字漂亮的邻居写，全选吉祥的话
儿，期盼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姑娘
们会剪窗花，然后贴到窗户上，而且还要比比
谁剪得窗花漂亮；那个年代过年，妈妈用大锅
蒸的馒头、年糕，吃起来又香又甜。随着鞭炮
声的响起，饺子的味道隔着窗户都能飘出
来。除夕夜，全家人一起吃着饺子，老人们同
孩子一样开心，不图吃什么，图得就是一个乐
和，全家人围在一起守岁，不到丑时都不肯上
炕；那个年代过年，村子里都是泥土路，但大
街上走亲访友的人特别多，热闹非凡。很多
人骑着自行车，蛮阔气的。条件好的家庭，全
家人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马车上去走亲访友，
好有派头。

那个年代，过年年味儿太浓了。时光匆
匆，又一个农历新年到了。如今，父母老了，
孩子大了，好好感受一下传统的年味儿，让年
隆重而来……

年俗记忆
张仲旭

温馨的春、火红的夏、盈实的秋，都一一
走过，前面便是冬日的门槛了。这时候心里
总有一丝淡淡的喜悦，钟情于冬日，是由于一
直以为只有理智的冬才分外使人冷静和沉
着。而在所有的冬日里，春节犹如一支火炬，
照亮了季节深处，繁华落尽后那一抹朴素的
底色。

喜欢春节，是因为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
几天最亮堂。家家户户都张贴了春联，屋里
屋外收拾得利利落落，庭前堂内都打扫得干
干净净。

喜欢春节，是因为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
几天最舒心。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喜气，眉间
都漾着福气，低下头、抬起头，满眼都是浓郁
的喜庆，进了门、出了门，耳边萦绕的都是挚
诚的祝福。

喜欢春节，是因为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
几天最热闹。城里的少年、乡下的姑娘，踩着
高跷扭起了秧歌、舞起了长龙。叔伯邻居、妯
娌姑嫂、兄弟姐妹，你拉我我邀你，走到街上
去，直把自己的豪迈、自己的柔情、自己的浪
漫情怀都尽情挥洒到太阳底下。

喜欢春节，是因为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
几天最醉人。四海为家的游子们，都如倦鸟
归巢般奔赴家门，看望自己的白发亲娘。他
们卸下行囊、甩掉疲惫、洗去征尘，和亲友们
团团围坐，尽享天伦之乐。

四季轮转，岁月轮回，一年中总有那么几
个白天举杯同庆、同乐，一年中总有那么几个
夜晚火树银花、辉煌灿烂，一年中总有那么几
天，冬阳里嗅得出春天的味道。

春节，一年到头的一次大的总结，它是承
前启后、峰回路转的一个美好契机，更是在辽
阔江天中安然行船的一个有力保证。

春节写意
陈泽来

备年货

阳台上的长寿花
从元月开始
绽开一簇簇春光
花苞般鼓胀的
还有我的诗行

冰封的河面
滑出孩子们的快乐
青褐色的柳条
分明泛着来年的向往
偶尔炸响的鞭炮
要唤醒冻土下
并未冻僵的梦想

按着老家的习俗
把年货一一备妥
红衣服选了又选
红袜子备了双双

找出珍藏许久的红酒
斟满心愿和祝福
将新春的钟声敲响

点灯笼

在临近年根儿的夜
家家房檐高举
一盏盏红灯笼
让正月生动起来

红灯笼
点亮喜庆点亮吉祥
点亮快乐点亮希望

红灯笼随风轻摇
仿佛微醉的乡邻
冲我频频点头

我不酒而醉
也摇晃着
奔向他们

睡土炕

土暖气、土炕
土得叫人舒坦

白天，满屋阳光
夜晚，炉火正旺
楼房的床太过柔软
而土炕呢
让你梦中也挺直脊梁
好好烙一烙背
好好烙一烙腰
我熟悉的土炕啊
胜过最好的膏药
平日里那些
时隐时现的烦恼
也瞬间被热乎乎地暖化
整个人变得清爽通透

红火旺年
（组诗）

张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