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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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 王安石《元日》

春节可以从
农历腊月初八开
始算起，有“腊八
到，年来到”之
说。接着就是祭
灶了，祭灶是腊
月二十三，也被
称为小年。这一
天，出门在外的

家人都要赶回家，准备过年了，也
象征了合家团圆。祭灶一般是在
傍晚，主要就是把厨房的灶爷像
撕下来烧了，“二十三日去，初一
五更来”，灶爷旁边的这幅常用的
对联很好地解释了它去来的时
间，横批是“一家之主”。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的风俗，由来已久。按民间的说
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
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
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
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
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之后就要开始采办年货了。
往后依次是：“二十六，蒸馒头；二
十七，炸东西；二十八，帖画画，二
十九，煮肉肉；三十儿，帖画门”。
二十六日，整个一天就是蒸馒头，
豆陷馒头、菜肉包子要蒸很多锅，
要一直吃到来年的正月十六；二
十七日，炸丸子、酥肉等；三十上
午，就是要帖对联了，对联都是红
色的，以示喜庆。

正月初一，早
上天不亮就要起
床，起的越早越吉
利，首先要祭祖，
把肉、点心等端到
家里敬的神像前，
点燃蜡烛叩头。之
后就是拜年，跟着

家长去给村里的长辈拜年。
正月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从

这天开始，走亲戚一直可以持续到
正月十四，先走关系最近最新的，按
照这个习俗，慢慢地正月初二就成
了年轻人走丈人的专用日子，还要
找一位驾车的，再找一个陪酒人以
防老丈人家的陪人把新女婿灌醉。

正月初五，当地老百姓称为“破
五”。自今日起，不论做大生意小买
卖都要首先放上一挂大红腰子的鞭
炮，打跑晦气，开始陆续开张，集市
也开始有生意了。

正月初七，是人日。一大早，家
里有小孩的，就会绑个“火神”，等天
一黑，点着绑好的“火神”送到村外。
把“火神”送出去，象征着这一年家
里不会着火。据说这天是老鼠娶媳
妇的日子，如果谁家晚上亮灯早的
话，老鼠就会把媳妇娶到谁家去。

正月十二、十三，开始请刚出
嫁的闺女回娘家过十五，要连同女
婿也一块请来，女婿请来后，要每
天晚上让其放足烟花等各式鞭炮，
玩个足兴，那些叔叔伯伯家都要轮
流请吃饭，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六。

正月十五，现代人都称元宵
节，这天天不黑，家家都吃水饺，挂
彩灯，放烟花。 （李德领）

腊八节又称腊日祭、腊八祭、
王侯腊或佛成道日。并有“腊八到，
年来到”的说法，过了腊八就开始
有年的气息了。菏泽在腊八节有喝
腊八粥习俗，这一活动始于宋代。
腊八粥熬好之后，要先敬神祭祖，
之后要赠送亲友。既表示腊祭日不
忘祖先勤俭之美德，又盼神灵带来
丰衣足食的好年景。

祭灶是腊月二十三，也被称为
小年。这一天，出门在外的家人都要
赶回家，准备过年了，也象征了合家

团圆。祭灶一般是在傍晚，主要就是
把厨房的灶爷像撕下来烧了。

腊月三十日，就到了通常所说
的大年三十。吃过早饭，家庭主妇
们炖肉、鱼等供品和酒席菜。男人
们则贴春联，还要在影背墙上、主
要家具上贴“福”、“喜”、“春”字。在
大门上贴“敬德”、“秦琼”给看门，
堂屋门上一般贴“五子登科”之类
的年画。下午，各个门前放上绊棍，
据传说，门前放绊棍是象门神样挡
住妖魔鬼怪入侵。主妇们则忙着包

三十晚上和初一早上的水饺，男孩
子们大都三三两两的在街上比赛
鞭炮玩，看谁的鞭炮更响；女孩子
们比赛谁的衣服更漂亮。男人们在
下午还要去上林，给已故的家人送
去纸钱，在坟前放鞭炮、烧纸钱，希
望已故家人在“地下”能够有钱花。
女主人在下饺子时还要喊一声下
饺子了，以示快放鞭炮，鞭炮一响，
饺子下锅，饺子出锅，敬了天地祖
宗诸路神仙，全家人就开始共享天
伦，共度除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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