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

现在还没对象

也先做好备着

据陈女士介绍，听家里老人
说，今年的农历龙年有两个立春，
分别是龙年正月十三(公历2012年
2月4日 )和腊月二十四 (公历2013

年2月4日)。既然有“两头春”，也就
是下一年没有立春，这在民间有

“滑头年”或者“寡妇年”的说法，
所以今年的四月以后一直到明年
末都不能做结婚被子，否则不吉
利。

陈女士说，虽然儿子现在还
没有对象，但是早点做好备下，以
免明年用的话麻烦。家里老人说
这是一种民俗，流传下来的，陈女
士觉得应该还是有道理的。“反正
早晚都得做被子，早做好了也省
心。”

据记者观察，有陈女生这样
的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在吴记被
工坊，等候做被子的人就排成了
一小队。正在做被子的市民李女
士则对记者说：“我听女儿说，她
同办公室的一个同事现在也在忙
着做被子。”

作坊：

遇到双月双日

一天工作17小时

吴记被工坊的老板告诉记
者，按照民间惯例，一般做结婚用
的被子都要双月双日才能做，所
以整个农历二月，一到偶数日子，
他们就格外忙碌，“有时候甚至早

上四五点钟就开工，一直到晚上
八九点才结束。”吴记老板说。

据了解，现在加工一床棉被
需要9道工序，“弹棉花、梳棉、揉
网、包边、铺线、再揉网、修边、铺
布和引被，这一系列步骤之后一
床被子才能加工完，就算用机器
加工最快也要40多分钟。”

据了解，吴记被工坊现在每
天至少要制作2 0多床棉被，几乎
是从早忙到晚，没有休息的时间。

家长：

自制棉花被

传递爱心又实惠

虽然现在被子的种类很多，
蚕丝被、羽绒被、纤维被让人眼花
缭乱，但不少人还是青睐传统棉
花被子。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之
前也想过给孩子买几条被子就行
了，还省心，但是想来想去，还是
觉得传统的棉花被子更放心，从
棉花到背面都是自己亲自挑选，
健康保暖，而且更体现了家长的
爱心。

李女士说，一斤棉花的价格
在16—22元左右，她挑选的是最好
的新疆棉花，22元一斤，一床被子
用8斤棉花，加上被面和手工费，
一床被子加起来也就300元，比蚕
丝被、羽绒被、羊毛被都不差，而
且保暖效果也相当好。

另外，据记者了解，扎堆做被
子也催生了床上用品的销售。位
于日照市太阳城的一家家纺店的
老板告诉记者，进入农历二月以
来，前来买布做被面的人有了大
幅增加，营业额能达到去年同期
的两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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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明年没有立春，
不能做结婚用的被子，所以
就赶在今年农历二月把被
子做了，图个吉利。”12日，
在位于东港区文萃路和日
照路交汇处的吴记被工坊，
忙活着给孩子做被子的市
民陈女士如是说。

最近这段时间，日照老
城区流传着今年农历四月
到明年末不能做结婚被子
的说法，很多人为了图吉利
现在就开始为孩子准备结
婚被子。不过民俗专家却认
为民俗习惯应该尊重，但不
能过于迷信。

12日，在吴记被工坊内，
工人正在忙着加工棉被，旁边
的市民在耐心地排队。

本报记者 张萍 摄
格专家说法

尊重民俗但别迷信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农业民俗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彭金
山说，无立春节气的年份只是农历与公历的巧合，是不同历法的时间差造
成的，根本不可能牵扯到个人生活。“无立春节气”只是自然运行规律的必
然反映，并不是不吉利的象征，跟人事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一种不科学的
说法。民俗习惯应该被尊重，但不能盲目迷信。

市民抢做 被
说是本月吉利
专家称民俗习惯该尊重，但不必迷信
本报记者 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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