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今日济南

2012年1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张贵君 组版：秦川

这这这样样样过过过年年年

过过过年年年记记记忆忆忆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围
脖；话题投稿：q l w b j z x @
163 .com；QQ群：107866225。

┮┮看看看看济济南南正正宗宗的的老老风风俗俗
@孙建文：贴春联、贴福

字；请家堂；年夜饭；祭天地，
祭祖；扎花灯；包水饺；守岁；
炸年货；赶集，买年货；扫屋、
洗浴；鞭炮、礼花。这些都是老
济南过年的名片吧。老济南的年
很重视程序和细节，每个人都可
以在参与中获得幸福与快乐，一
点一滴中都展示着团圆的意味。

@付黎明：腊月廿三祭灶
王；廿四扫房子，衣物之类都在
这天洗。廿五做豆腐，开始准备
吃的年货；廿六要煮肉；廿七要
宰鸡；廿八蒸馒头；廿九需打
酒；三十贴对联，晚上熬一宿，

放了鞭炮算是正式过年。
@马修：除夕夜里祭天地，

敬祖宗，老辈的人将会烧一沓沓
的纸钱，念叨着天爷爷、地奶
奶、财神爷、灶王爷、龙王爷，
祈福上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下至家庭美满，心想事成。

@刘震：有很多习俗礼节延
续下来了，炸藕合，炸鱼，炸麻
叶，年三十吃水饺。大年初一走
亲访友拜年，大年初二回娘家，
大年初五要破五。放鞭炮，穿新
衣服，领压岁钱，看灯会，直到
正月十五这年才算过完。

@吕允山：老济南人过年一

定要买些碗筷，意思是来年添丁
增口，祈福家里人丁兴旺。

@刘喜林：杀猪宰羊、磨面
蒸馍、置酒买菜、香烛鞭炮、扫
屋清欠。一进腊月就忙，过了小
年更忙，一直忙到出正月十五；
十七发了纸，年就算过完了。

@钟倩：济南过年的老风俗
一直在延续着，比如，小年扫除
卫生、年初一拜年、去趵突泉看
灯会、到千佛山祈福等。

@李燕子：小孩子不许乱说
话 ， 饺 子 煮 破 了 不 能 说 “ 破
了”，要说“挣了”，摔坏了碗
碟，赶快说“岁岁平安”。

┩倒道

@刘少强：过年要
请家亲送家亲，给我们
兄弟爷们、街坊四邻一
个团结的好机会。

@赵鹏：年三十这
天 ，妈 妈 和 三 个 儿 媳
妇 在 家 包 水 饺 ，父 亲
带领我们哥仨及孙子
孙女一行祖孙三代浩
浩 荡 荡 回 老 家 祭 祖 ，
这已成为每年春节的
必修课。

@吕允山：过年七
天 假 ，前 三 天 走 亲 访
友 拜 年 喝 酒 ，后 三 天
宅在家里读书习字看
电影。

@郑三运：备年货，
贴门联；放鞭炮，吃年
饭；祭祖上，拜大年；看
晚会，花灯观。

@李瑞章：置办一
下年货，贴贴春联，再
给老人打扫打扫卫生，
年三十晚上看看春晚，
年初一参加单位组织
的游园活动，领着老婆
孩子热闹热闹，再就是
好好休息休息。

@庄秋燕：发扬“嫁
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优
良传统，年年跟随夫君
回婆家过年。

@金鑫：在老街巷
里 ，我 们 都 是 过 的 传
统 年 ，年 三 十 大 家 一
块 放 鞭 炮 ，快 十 二 点
时 饺 子 出 锅 了 ，一 个
院子里的邻居挨家挨
户 地 送 自 己 家 的 饺
子 ，年 初 一 一 大 早 就
起 床 挨 家 挨 户 拜 年 ，
平时不太说话的邻居
这会也像自家亲人似
的了。

@孙文彬：三十白
天 准 备 年 夜 饭 、上 祖
坟 ，晚 上 吃 年 夜 饭 守
夜，放鞭炮。

@刘喜林：年其实
也好过。穷有穷过，富
有富过，只要过出个平
安快乐，就是好年。

┮┮新新礼礼节节逐逐渐渐深深入入人人心心
@刘少强：除夕晚上守岁，一

家人坐一起吃团圆饺子，温馨啊。
@陈小二：济南回娘家，偏偏

是大年初二。早起去泉广等地的大
超市配回家年礼的人非常多，不过
近年来大年初二这一天，超市及菜
场的商贩是越来越多，人气越来越
旺。

@曹卫东：年轻人的新式过法
也不错，发短信拜年，写微博贺年，

QQ 聊天守岁，论坛跟帖讨论春
晚，等等。过年是永远的习俗，时代
在变，加上了高科技的新式过年让
传统民俗展现新的容颜。

@钟倩：老风俗基础上掺入新
的元素，比如，电话和短信拜年、和
家人一起去赏花灯、动手制作对
联、去府学文庙祭孔等。

@李燕子：现在很多人不满足
于吃吃喝喝的过年方式，纷纷“旅

游”过年，去温暖的南方躲避寒冷，
去更冷的北方看雾凇、看树挂，去
滑冰，去滑雪。

@付黎明：春节的时候去旅行
也不错，不用远走高飞，在家门口
就能玩得出色与尽兴。去千佛山顶
俯瞰济南日新月异的变化，去趵突
泉黑虎泉五龙潭瞻仰享誉天下的
泉水，去大明湖泛舟畅游，数不尽
的济南美景，爱不完的济南情深。

@吕允山：记忆最深刻
的是小时候大年三十夜，母
亲在灯下为孩子们赶制新衣
服，挑灯夜战直到第二天鸡
叫了才把新衣服做好，兄弟
几个穿着新衣上街拜年，母
亲却靠在床头打起了盹儿。

@杜海燕：记忆最深刻
的就是小时候过年初一穿得
漂漂亮亮的，不管多艰难，初
一那天我的新衣服就放在我
的床头，现在想想那个时候
母亲缝制鞋袜，挑灯熬夜赶
制这些新年的新衣服。

@高长广：小时候小同
伴多，一到过年就攀比，谁的
鞭炮多，谁的新衣服好看，就
等着年初一显摆显摆。

@王婷：除夕的夜晚，
蹿天猴等各式各样绚烂的
烟花，映得整个天空如同白
昼，孩子们在大街上放鞭
炮，欢呼着，雀跃着，在一片
喜庆的气氛中，去迎接崭新
的一年。

@林荣耀：小时候压岁
钱都是5毛钱，回首望去，资
深“五毛”啊。

@张颂华：马上就要过
年了，真怀念小时候跟妈妈
赶“花花集”时的快乐。平常
只半天的集，这天却成了全
天的大集，天快黑了，集上人
还不散。买新衣，买鞭炮。

旧俗已附岁月去
新礼便凭春风来

在在济济南南过过年年杠杠恣恣来来 @台应新

身为济南人，在自己的城市
自己的家里过个团圆年，高兴啊。
放鞭炮、看春晚、发短信、吃饺子，
愣是把市区的堵塞、超市的喧闹
和室外的寒冷忘得一干二净。年
三十守岁，年初一拜年，年初二回
娘家，年初三以后吃喝玩乐、走亲
访友，真是其乐无穷，其乐融融。
用济南话说：在济南过年，楞幸
福，杠恣来。

快过年了，市区的主要路段
上更加堵塞。车站售票窗口堵，公
交车上堵，商场超市也在堵，有朋

友调侃：我现在不是堵在行驶的
路上，就是被堵在行驶的汽车里。

也许，大年初一济南的车流
就会顺畅，道路不再拥堵；也许，
济南春节夜晚的街头，也不再是
人头攒动、川流不息。过年了，城里
的人团聚在家里，城外的人已经远
去他乡，人们在休闲，城市也需要休
息。但是，憨厚诚实的济南市民不会
忘记，那些因为建设济南而忙碌到
年底，才匆匆忙忙赶回家过年的外
地人；我们更感激那些为了济南的
安全、市民的生活和城市的卫生，

不能与家人团圆的公安干警、商
场职工和环卫工人。

济南，已经不再属于济南人
自己的城市；济南的美丽，也不再
依靠济南人自己来建设和装扮。
今后，但愿我们的济南，能够像不
断扩容的大明湖，有更宽阔的胸
怀来容纳更多的外地客商，在济
南幸福快乐地度过节日；但愿我
们的城市，能够像连续八年喷涌
的趵突泉，有更强大的诱惑力来
留住更多的外地客人，无怨无悔
地“不辞长作济南人”。

杠子头也过年了。
感谢广大读者的长期参
与和支持。在龙年到来
之际，借用市民孙葆元
先生的贺岁诗，提前给
大家拜年：

一岁惜辞一岁新，
流光逝水载青春。烟花
应是心花序，万紫千红
落满襟。

祝大家春节愉快，
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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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杠上花

本期杠子头

钟倩

通过对来稿数量、质量
统计，钟倩获得了本期“杠子
头”称号，获得杠子头津贴
100元。其他见报作者将获得
20元肯德基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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