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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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初一一 拜拜大大年年
春节是从正月初一的

零点开始的。放完鞭炮后，
老人净手摆供桌，焚纸上
香，祭神祭祖，祝愿一年发
福发财。五更时，喊起睡梦
中的儿童，让他 (她 )一声不

响地到院中搂住椿树，连念
三句：“椿树王，椿树王，你
长粗来我长长，你长粗了解
木板，我长长了穿衣裳。”据
说，这种方式祈祷长个子很
灵验，但千万记住可别说错

了，不然就白祈祷了。
在枣庄，春节这天，晚

辈向长辈磕头拜年是一道
风景。天一亮，同一家族的
年轻人就结伴同行，相互到
各自家中拜年，如果家族

大，有时会组织几十人、上
百人，拜年时前面的已进屋
跪倒了，可后面的还没进院
子，待全部跪倒后，院子中
黑压压一片，一起行礼磕
头，颇为壮观。

立立春春 迎春鸡
立春俗称“打春”，这一天

母亲要用彩色的布头缝制
“打春公鸡”，订在孩子的右衣
袖上，立春之前缝制的公鸡

则称为“迎春鸡”，皆以鸡谐
“吉”，象征孩子吉祥如意。有
的还让“春公鸡”叼一串黄豆
粒，孩子几岁叼几粒，以鸡吃

豆隐喻孩子将来不再生天
花、麻疹等疾病。立春这天，农
家将歇闲了一冬天的耕牛牵
到地头，象征性地耙一下土

地，俗称“打春试牛”，以示春
耕春种即将开始。

专家介绍说，2012年立春
是：阳历2月4号18点40分。

十十五五 闹闹元元宵宵
元宵节是“灯节”，俗称

“正月十五”或“小年”。枣庄
有“正月十五前都是年”的
俗语，意思是从初一到十
五，没来得及拜年的，这期
间还可以去。元宵节这天晚

上，人们除了燃放烟花爆竹
外，还走出家门，观看花灯
会，但更多的却是自己动手
扎制花灯，并利用面粉、萝
卜等制作形式各样的灯。

民间传说，元宵节的灯

光是吉祥之光，当天晚上，
人们将萝卜灯放在大门口，
老人举灯照遍住宅内外，以
求驱妖避邪除百病。孩子们
则拿着萝卜灯相互照，并说
道“照照眼，不害眼”，祈祷

不害眼病。另外农村的孩子
还会将积攒下来的刷锅用
的废刷束头，在麦地里点燃
了或挥舞成一条火龙，或向
空中扔去，比赛谁耍得好
看。

十十六六 叫叫闺闺女女
“正月十六好日子，家

家叫妮子。”枣庄地区在灯
节的第二天有接闺女回娘
家住的习俗。娘家人把闺女

从婆家叫来过几天，称为
“叫客(kei)”。出嫁的闺女到
娘家去叫“踩百姓”，一说

“走百病”据说对小孩好。

正月十六这天，如赶上
好天气，路上叫客的络绎不
绝。原来有步行的，有骑毛
驴的，有推独轮车的。现在

家庭条件好的都用小汽车
了。接来的闺女必须在二月
二之前赶回婆家。现在，一
般当天返回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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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新山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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