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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4 发 现

““绿绿遍遍山山原原白白满满川川，，子子规规声声里里雨雨如如烟烟。。””在在每每一一个个时时代代，，农农历历四四月月都都是是充充满满故故事事的的温温婉婉季季
节节，，而而碰碰上上今今年年的的农农历历闰闰月月年年，，有有两两个个四四月月的的时时候候，，这这个个季季节节便便又又多多出出了了些些故故事事…………在在闰闰月月
年年，，民民间间有有““闰闰月月年年，，留留娘娘年年””一一说说，，认认为为闰闰月月年年对对母母亲亲的的身身体体健健康康不不利利。。从从正正月月开开始始，，聊聊城城的的
女女儿儿们们开开始始忙忙活活着着给给母母亲亲买买花花糕糕、、红红腰腰带带…………

每一种风俗都能在最热闹的地方
出现，每一种充满祝福的民俗总能有很
多人放在心底惦记。一进正月，卖留娘
糕的小摊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大姑娘和
小媳妇们开始给娘准备礼物了。

“哎，留娘糕来，留娘鞋来～”3 月，
在交运农贸大市场，行人熙熙攘攘，照
例一片忙碌，不少小媳妇围着一个小店
买花糕，朴实的店主忙得不亦乐乎。“都
说闰月年不好，要给父母买花糕、鞋和
红腰带。虽说是闰四月吧，但孩子们孝
顺，从正月就开始准备了，花糕、鞋和红
腰带也就跟着开始热卖了。”她说，从正
月开始，女人们都争着买花糕，她有时一
天卖六七十个。

一到春天，除了卖年糕卖鞋的，卖
红腰带的巷子里也热闹起来。聊城铁塔
商场附近的胡同里就有不少卖红腰带
的小摊。红腰带上面印着“岁岁平安、一
生平安”的字样。

“闰月留娘”习俗，在聊城的每个县
也很流行，只是兴法有所不同。在冠县，
除了给父母送花糕和红腰带，还兴姑姑
给侄子送年糕鱼，年糕鱼就是鱼形状的
年糕。莘县流行给 60 岁以上的母亲送
年糕，不给年轻的母亲送。在阳谷县十
五里园镇，女儿除了给母亲送花糕，还
给父亲送鱼，然后给父母每人买条红腰
带。

风俗掠影

卖花糕的王心平今年 60 多
岁了，她见证了“留娘糕、留娘
鞋”的几十年的故事，她说，以前
的人没有文化，觉得一年多出
一个月挺邪乎，怕对母亲不利，
于是就流传这一年必须给母亲
送“留娘糕、留娘鞋”才能避灾。

“留娘糕”就是花糕，意思是让
娘吃了花糕，今年就能把娘留
下。花糕是用面粉蒸成的，一个
有 1 斤多重，圆形的花糕直径

大约七八厘米，因为闰月年是
13 个月，花糕中间放 13 颗枣，上
面还印着不同形状的花。

在过去，留娘鞋似乎对女儿
来说，更饱含深情 ，有 老 人 介
绍，在解放之前，几乎是从十来
岁起，小女孩便在母亲的指导
下，开始学习女红。先是学着纳
薄薄的鞋垫子，然后再学着纳
厚厚的鞋底子。这可是件功夫
活。一针一线，密密麻麻；一行一

圈，整整齐齐。尤其是那种“千层
底”，往往要纳上六七百针，大尺
码的鞋底有时需要上千针。

在木槿花下，纤手扯线，说
说笑笑的给娘家做鞋，是过去时
代村子里的一景。老辈子都说

“闰月鞋，闰月穿，闰月老人活一
千”，女儿给母亲亲手做一双布
鞋，俨然就是一件女儿送给母亲
充满爱心，也令母亲顿感开心、
暖心的艺术品。

寻访老记忆

一进正月门
就备“留娘礼”

一双留娘鞋，来回数千针

未曾远去的“留娘鞋、留娘糕”
“闰月留娘”，迷信、民俗总关情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杨淑君

“现在习俗变得越来越多，没
女儿的儿媳妇给婆婆公公买。”一
位市民说，孙女还要给爷爷奶奶
买。“有这习俗也不错，女儿平时
忙，难得回家，她记得这习俗能多
回来趟。”

聊城市文物专家陈昆麟说，
闰月送红腰带、花糕和鞋子，是一
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这些习
俗延续下来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而且各地都不太一样，就聊城而
言，也并不是每个县(市)区都普遍
流行。

聊城大学一位研究民俗的老
师说，长江、淮河以及黄河沿岸的
地区，依然保留着这些习俗。“闰
月年，留娘年”从当地的民谚中就
可以看出来。而且在黄河沿岸地
区，闰月鞋一定要在闰月的前一
个月穿上才会灵验。刚开始时，每
到闰月年，孝顺的女儿就会提前
给母亲做鞋、送鞋，后来这个习俗
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父亲、甚至
爷爷奶奶，送的东西也更多了。

“‘闰月鞋’都成了这些地区女儿
孝顺父母、反哺报恩的一种风俗
习惯。”这位老师说，也正是因为
被注入了这些更深层的含义，闰
月年的习俗才保留下来。“随着时
代的变迁，这些习俗在沿袭的过
程中发生了改变。”这位老师说，民
间习俗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虽然最初的习俗带有迷信
色彩，但希望在传承的过程中，能
将这些迷信去除，将“孝敬父母、反
哺报恩”这种思想和传统延续下
来。

专家观点

13 日，一位卖花糕的店主展示花糕。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迷信、民俗”
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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