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枣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因此过年的风俗同样也是丰

富多彩，透过这些风俗，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新年的企盼，对新春的祝

福，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

腊腊八八到到 年年来来到到
枣庄有“进了腊月都

是年”和“过了腊八都是年”
一说，表达了人们对春节的

企盼之情。腊八节是农历的
十二月初八，这天早晨，家
家要煮腊八粥。煮腊八粥也

讲究一定的学问，将洗净的
大米、豇豆、红枣、花生、莲
子、栗子、菱米等放进锅里，

要用文火慢慢熬制，得经过
一定的时辰，腊八粥才能被
熬得香喷可口。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
这一天为祭灶日，民间的活动
是送灶神上天，向玉皇大帝汇
报这一家人一年来的所作所
为，这种仪式称为“送灶”、“辞
灶”，更为通俗的说法就是“送
灶老爷上天”。枣庄地区关于

“辞灶”的时间略有不同，北部
如滕州、山亭一带为二十三，
南部一般遵循“官三民四”说
法，在二十四“辞灶”。“辞灶”
仪式一般傍晚在灶间举行，人
们先往灶神的嘴上抹上糖，意
思是叫他上天后不要乱说话，

多替这家人美言几句。然后在
灶前摆上供果和用秫秸芯扎
的马，焚香燃炮，口中还念念
有词，祈祷灶王爷“上天言好
事，下界保平安。”最后揭下灶
王爷的画像，连同秫秸芯扎的
马一起焚烧，意寓灶王爷骑马

升了天。相传“辞灶”后，百神
上天，天天大吉。

腊月二十四是我国民间
传统的“扫尘日”，“尘”与“陈”
谐音，所以新春扫尘也就有了
除旧布新的含义，意在把一切

“穷”、“旧”都扫出门外。

做做豆豆腐腐 煮煮白白肉肉
民谚称：“腊月二十五，推

磨做豆腐。”据考证，豆腐是西
汉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南宋朱
熹在其《豆腐》诗中写道：“种

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
淮南术，安坐获泉布。”

俗话说：“腊月二十六，杀
猪割年肉”，说的是这一天主

要筹备过年的肉食。所谓杀
猪，当然是杀自己养的猪；所
谓割肉，是指没养猪的贫困人
家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

将“割年肉”放入年谣，是因为
农耕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只
有在一年一度的年节中才能
吃到肉，故此称为“年肉”。

忙忙杀杀鸡鸡 把把面面发发
年 谣 称 ：“ 腊 月 二 十

七，宰年鸡、赶大集”，是说
这天除了要宰杀自家的家
禽，还要上店赶集、集中采

购。
腊月二十八指中国农

历年十二月 (又称腊月 )二
十八的俗称；春节传统习

俗之一。关于腊月二十八的
民 谣“ 腊 月 二 十 八 ，把 面
发”，“腊月二十八，打糕蒸
馍贴花花”。根据民间风俗

传统到了农历的腊月二十
八这天无论是发面还是做
馍，总之各家各户是要开始
准备主食过年的前奏。

辞辞灶灶神神 扫扫尘尘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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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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