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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复印印脚脚印印的的海海沿沿

民民间间八八仙仙桌桌，，使使用用有有讲讲究究

李应运

民间有一种桌子叫八仙
桌，也称方桌。八仙桌可分为餐
桌和香案两大类。

餐桌又可分为庆典餐桌和
殡葬餐桌。庆典餐桌，如婚庆、

寿庆、添喜、盖
房、开业、择业
等；殡葬餐桌，
如殡葬宾客、仪
仗队、举冢等。

栖霞民间
对八仙桌的使
用很有讲究。八
仙桌桌面是由
多块木板胶合
而成，因此，板
与板之间在粘

合处皆有一道缝隙，在置放宾
客餐桌时，其缝隙绝不可冲着
主客，以示对客人的敬重。八仙
桌面每块木板，都有年轮，年轮
有宽有窄，宽者为阳主吉，窄者
为阴主凶，因此年轮宽的一侧，
应朝着主客(即第一客人)。其

寓意是把吉祥的祝福送给主
客，绝不可妄为。

栖霞民间用八仙桌坐客，
可分为官席餐桌和普通餐桌两
种形式。

官席餐桌。官席，故名思
意，旧时，各级幕僚坐堂时，皆
坐在大堂正位，面朝堂门，故名
官座。用八仙桌作官席餐桌时，
应将桌子置放在客屋正间，桌
子前侧挂红或花桌帷，桌帷与
客屋门相对，或与桌面胶合缝
系平行，谓“官席餐桌”，其餐桌
坐六人，主陪在桌子右前侧落
座，副陪在桌子左前侧落座。桌
帷后右侧为首席，由第一宾客
落座，第一宾客右侧为二席，由
第二宾客落座，一、二客皆对着
上菜方向(即面朝门)。主陪右

侧为三席,由第三宾客落座。副
陪左侧为四席 ,由第四宾客落
座。此餐桌主客多是有功名者，
一般宾客皆不用此餐桌。

普通餐桌。桌子前侧不挂
桌帷，其餐桌坐八人，其座次排
列，首先确定来菜的方向。上菜
正碰着主陪与副陪的后背 ,主
陪在右落座 ,副陪在主陪左侧
落座。主陪右上方为首席，由第
一宾客落座；副陪左上方为二
席，由第二宾客落座；主陪右下
方为三席，由第三宾客落座；副
陪左下方为四席，由第四宾客
落座，一般宾客用此餐桌。

香案又分喜庆香案和祭祀
香案两种形式。喜庆香案，如各
种庆典；祭祀香案，如父母殁、
祭祖，供奉神主、祭神等。

安家正

烟台风光之最，当属海
沿。

海沿有沙滩和礁石，沙滩
在闹市中心，坡缓浪细，没有
浊浪逼岸，也没有污泥缠脚，
和风吹拂，弥漫着诗情画意。
烟台得风气之先，当整个中国
还在封建桎梏下，婚姻得听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时，烟台已
兴起了自由恋爱。当时称“宝
爱”，很可能是英文“婴儿”的
音译。确实像一个新生的宁馨

儿受到追捧，于是海滩上出现
了绵长的双行脚印。细浪在用
窃窃私语诉说着爱情的甜蜜，
伴奏着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一
直伸向远方。说不尽的情话让
这并蒂的脚印不仅重复，而且
加深，构成了海滩靓丽的风
景。

礁石也极有特色，成群结
队，怪模怪样，却决不高不可
攀。它们随着潮信时隐时现，
涨潮时是垂钓的绝佳去处，只
见三三五五的人在那里静坐
似钟。此时万念俱消，惟有海
风，百欲皆亡，只求鱼儿上钩。
浮漂一动，即可振奋，鱼儿出
水，恰似足球进网，方才还枯
坐似僧的人立即欢喜雀跃。老
者年轻了十岁，幼者也沉浸在
激情之中，海滩是市民释放激
情的圣地。

礁石还是“赶海”的绝佳
伴侣，不过都要“赶”在退潮之
际。那些隐没于海中的礁石退
潮时裸露出自己的胸膛，那怀
抱之中的蟹蚌之属就成了成
群赶海女人的渔获。她们不敢

“洗海澡”，可是裸露着双足嬉
海，也会在收获搁浅的海藻中
获得巨大的乐趣。《魅力烟台》
的电视片中，让市长和市民一
起“赶海”，就是向世人昭示：
烟台的海滩是市民们寻找“海
趣”的地方，渔获不重要，那跟
欢腾的浪花一起跳跃的女人
笑声，才是他处没有的魅力所
在。

当然，海滩的脚窝中也有
辛酸的泪水，特别是在风雨如
磐的时代，有人以渔获为谋生
的手段。他们风雨无阻地背着
条破麻袋，在沙滩上踽踽而

行 。有 道 是“ 冷 水 蛎 子 热 水
蛤”，北风呼啸，寒风刺骨，他
们也得踏着薄冰，爬上礁石，
敲开蛎壳，取出蛎黄。因为饭
馆的老板争等着他按时交上。
天越热，背上的麻袋越碎毛刺
肉，可是那蛤却格外肥，能卖
个好价钱。这些人，大多是接
近丧失劳动能力的老渔人，战
风斗浪一辈子，把青春和血汗
都倾注在大海里，现在已经登
不上船了，但仍旧眷恋大海，
凭着丰富的经验，从沙滩上一
个细小的孔眼就能准确地判
断出，脚下的沙历史蛏子还是
天鹅蛋。他们把海滩当成知
己，天天光顾，用复印的脚模
消除晚境的寂寞和孤独。

当年在虹口大厦附近的
沙滩上，盛产一种马蹄蛤，因
而经常见到他们的身影。

犹犹记记下下乡乡吃吃派派饭饭
张功基

“派饭”是一个久违的词
儿，它从蓬莱乡间消失已有30

多年了。想起那段艰辛而拮据
的岁月，心中便有了一种沧海
桑田之感。

派饭，就是“安排某人到某
家吃饭”，这是生产队期间农家
百姓习以为常的事。当时能在
村子里吃派饭的只有三种人：
瞎子、教师和公社干部，这就是
农家老少所羡慕的拿工资的

“公家人”。其实那时有的普通
公社干部也是“农业户口”，但
他们在公社机关上班，所以便
享受公家人待遇。“瞎子”是县
里组织的“盲人宣传队”，他们
并不挣工资，只靠演艺特长到
乡村巡回演出，一天三顿饭不
用花钱和粮票。教师吃派饭则
是农忙假除外的一年四季。另
外，县里干部“蹲点”也到农家
吃派饭，但不能村村都设“点”，
因此并不普遍。

那时农家日子清贫，除了
逢年过节能吃几顿“面饭”以
外，平日都以玉米面饼子和地
瓜为主，就的是腌咸菜，吃炒菜

的机会很少。即便如此，不管轮
到哪一家管饭，主人大都尽心
做一顿“好饭”，这是怕公家人
挑三拣四，更怕饭菜不好一旦
传出去，糟蹋了自己家的“名
声”。那时所谓的“好饭”，无非
是蒸锅饽饽、擀顿面条儿，包子
和饺子少见，秋冬时节炒菜多
是“白菜炖豆腐”、“白菜丝拌粉
条”等，极少有酒。就是这种饭
菜，管饭的人家还要等公家人
吃饱喝足以后，老老少少才能
吃上几口解解馋。从上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派饭质量逐渐
提高，管饭的人家开始给公家
人敬点儿“小酒”，然而不管饭
菜好与坏，也不论有没有酒，公
家人付费的标准每天都是一斤
粮票、三毛钱。吃派饭所不同的
是，公社干部和教师要到管饭
的人家里吃，盲人宣传队则由
管饭的人把饭送到他们的临时
住处，乡间百姓戏谑地说：“睁
眼的不如瞎眼的！”

那时派饭挑选的人家，既
要干净又要会做饭，这两条对
盲人无所谓，但公社干部为工
作到村里来，总得让他们吃得
熨熨帖帖，不然村干部便丢了

面子。然而那时的公社干部大
都很自觉，他们既不挑饭，也
不愿意麻烦农家，除了驻村

“蹲点”的以外，一般办完事情
蹬着自行车就返回了公社。教
师派饭则按街道轮流，上家传
下家，理由是“谁家的孩子都
要上学”——— 事实上，教师吃
派饭的质量要好于公社干部，

这并非农家偏心眼儿，而是乡
下人讲“实惠”，谁都希望教师
在学校里对自己家的孩子好。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农民式聪
明”？

派饭时代终结在改革开放
之初，如今经过30多年的时序
交替，它早已褪变成了乡间农
家的一个模糊记忆。

【芝罘挽歌】

大庙观灯

与民间送灯

周子元

春节期间，老烟台人有两大民
俗盛事，一是正月初九毓璜顶庙
会，又称山会，是祭祀天帝神灵的
节日，另一个就是正月十五的大庙
庙会，也称灯会，祭拜的是海神娘
娘，也就是南方人所说的妈祖。两
个庙会祭拜的对象不同，却都是为
了一个目的：期盼新的一年能过上
平平安安的好日子。

农历正月十五，是民间传统的
元宵节，元宵也称“元夜”。据载，我
国从唐代以来就有元夜观灯的习
俗，所以又称元宵节为灯节，这是
春节期间，老烟台人过的最后一个
热闹日子。记得小时候听老人说，
多年之前，大庙以北的广大区域还
是一片海滩，后来经过填埋，才陆
续形成陆地。后来作为小渔村的烟
台，依靠出海打鱼为生的渔民，为
了祈求海上安全，便修建了这座供
奉龙王和海神娘娘的庙宇以及庙
前的戏楼，从此，每年正月十五便
自发形成了大庙庙会。

大庙庙会从正月十四到十六
连续进行三天，正月十五是高峰。
这几天，周边各个村庄组织的民间
文艺队伍都要进城在大庙附近的
马路上扭秧歌、舞龙灯、耍狮子、跑
旱船、踩高跷，戏楼上还有地方上
的京剧名角的精彩表演，届时到处
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到了十五
夜间灯会开始后，整个庙会达到了
高潮，大庙内外张灯结彩，灯火辉
煌。观灯的市民从四面八方聚集到
这里，或站在戏楼前观看戏剧表
演，开心惬意，或四处随意观赏造
型各异、五彩缤纷的花灯，悦目赏
心。当然大人们免不了要步入庙
里，在迎面那个特大香炉里焚香祭
拜神灵，祈求平安。这一夜最活跃
欢快的还是那些孩子们，他们互相
攀比谁的花灯最漂亮。热热闹闹，
余兴难尽，往往一直游逛到深夜才
往家走，翌日还会继续。所以民间
有“过了十五过十六，过了十六照
原旧”的说法，意思是说春节到这
时才算真正过完了。可惜的是，“文
革”初期，大庙便被作为“四旧”拆
除了，只有庙前的戏楼侥幸地保留
了下来，大庙庙会也随之消失成了
历史。

烟台民间还有元夜“送灯”的
习俗，又给城乡千家万户增添了节
日的情趣。人们用豆面做成各种动
物造型，再在上边捏一灯碗，放在
锅里蒸熟后，将食油倒入灯碗里，
点燃棉芯即亮。其做工细腻，造型
精巧，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这种豆油灯分斗灯、龙凤灯、十二
属相灯等多种，每种都要放在一定
的位置上。斗灯放在祖坟坟顶，龙
凤灯主要用于寺庙，鱼灯用水瓢拖
着放在水缸内，狗灯放在大门口，
猪灯放在猪圈墙头，鸡灯则用人端
着照墙角、炕旮旯，免得蝎子等毒
虫伤人。

还有些地方兴做萝卜灯，它是
用萝卜雕出个灯碗，贴上棉芯，用
食油点燃，照墙角、门后、磨旮旯及
放杂物的地方，边照边念歌谣：“萝
卜灯，青凌凌，点上灯来冷清清，照
得货郎不见影，照得蝎子永无踪，
耗子它也不打洞。”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传统习
俗已逐渐地淡化消失了，不过元夜
点灯照照家中的墙边角落，这一做
法，还在乡村的一些地方延续着。

【胶东民俗】

【民间家具】

【回首往事】

芝罘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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