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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灶神、扫屋子、做豆腐、割年肉……

小小年年一一过过，，忙忙年年天天天天有有讲讲究究

冰箱咋用更省电

烟台读者高先生递纸条：我家
有一台两开门冰箱，已用了好几年
了。有时有较大响声，有时里面结
霜或冰，隔一段时间就需清理一
次。不知物品摆放有没科学方法，
究竟怎样使才能省电？

青岛某品牌电器售后工作人
员传答案：目前市场上出现的A＋
＋级节能冰箱比普通的冰箱要省
电。家用节能冰箱一般每天消耗
0 . 5-0 . 8度电，而普通冰箱差不多
要比它高出一倍。除冰箱自身的节
能性能有差别外，冰箱的正确使
用，也和节能有挺大的关系。大体
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冷藏物品
不要放得太密，留下空隙利于冷空
气循环，这样食物降温的速度比较
快，减少压缩机的运转次数，从而
节约电能。二是在冰箱里放进新鲜
果菜时，一定要把它们摊开。如果
果菜堆在一起，会造成外冷内热，
就会消耗更多的电量。三是对于那
些块头较大的食物，可根据家庭每
次食用的分量分开包装，一次只取
出一次食用的量，而不必把一大块
食物都从冰箱里取出来，用不完再
放回去，反复冷冻既浪费电力，又
容易对食物产生破坏。

另外冰箱里的东西摆放也有
讲究，一般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
题：一是在往冰箱里摆放时，一般
应在两侧预留5到10厘米、上方留
10厘米、后侧留10厘米，这样可以
帮助冰箱散热。二是不要与音响、
电视、微波炉等电器放在一起，这
些电器产生的热量会增加冰箱的
耗电量。
本报记者 雒武 实习生 李晓明

纸条征集令

递纸条的方式现在有三种了,

拨打96706；将纸条内容及个人联
系方式发送到邮箱 q l z h i t i a o @
163 .com；还可以给齐鲁晚报逸周
末官方微信（qiluyizhoumo）发信息:

我要递纸条+姓名+联系方式+纸
条内容。如果您的问题关注度足够
高,还可以得到百元奖金哦!现在,选
择一种你习惯的方式,一起递纸条
挣奖金过好日子!

本报记者 李钢

今天是腊月二十四，您知道按传统习俗今天该干啥
吗？不知道就看上图吧。

二十三正式进入春节所以称“小年”

“在农耕时代，冬季农活
少，所以很早就开始忙年。”省
民俗学会会长刘德龙说，从腊
八开始实际就进入了过年的
状态，等到了腊月二十三应该
算是正式进入了春节，所以二
十三又被叫做“小年”。

在民间有这样的民谣流
传：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
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
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
糖瓜粘……

刘德龙介绍，传说每年的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
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
恶，让玉皇大帝赏罚。因此，在
这日要祭灶神。

人们送灶王时，会在灶王
像前的桌案上供放糖果、清
水、料豆、秣草。刘德龙介绍，送
灶时，为了让灶王爷“上天言好

事、回宫降吉祥”，人们就用各
种办法对付他。有的用胶牙糖
敬它，好把灶王爷的牙齿粘住，
使它不能乱说话，因此，民谣中
有二十三糖瓜粘的说法。

刘德龙说，腊月二十三在
祭灶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忙着
准备年货。“像北方会蒸年糕，
南方做打糕，当然也有的会包
饺子。”刘德龙说，在经济困难
的古代，饺子被看作最好的食
物，所以饺子往往要留到初一
早上吃，过去只有家庭富裕的
才吃饺子，现在则变得家家都
吃了。

当然，各地的习俗也不尽
相同。例如，在胶东地区，腊月
二十三后，家家忙做大枣饽饽

（又称大馒头）、团圆饼、寿桃
等面花，表示全家大团圆，日
子过得年年有余。

祭灶、扫房、接玉帝、贴春联……过了腊月二十三“小年”，春节就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可那些老辈熟悉
的年味却有些渐行渐远，尤其是那些丰富的春节习俗越来越少被人提起。那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民俗专家看
看那些曾经的春节民俗。专家表示，好的年俗是优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该传承。

小年到除夕都该干啥有“时间表”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我
们还能知道，但是之后几天一
直到除夕，都还有什么讲究，
我们就不清楚了。”80后的张
达伟说，自从毕业到城市生
活，感觉年味比在农村时淡。

“确实，从二十三开始，之
后每一天都有不同习俗。”刘
德龙介绍，举行过灶祭后，人
们就开始正式迎接过年了，而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扫除。
所以民谚中有“二十四，扫房
子”的说法。在这一天或者之
后几天，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
境。

从腊月二十五开始，人们
就开始置办年货。民谚称：“腊
月二十五，推磨做豆腐。”伴随
着过年食物的准备，不同的地
区还有着不同的传统活动，像
接玉帝、千灯节等。

刘德龙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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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猪，当然是杀自家养的
猪；割肉，是指没养猪的人家
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

“过年还都要穿新衣服，
到了二十七就要添新衣。”刘
德龙说，腊月二十七人们会赶
集买卖年节物品，像鞭炮、春
联、新衣服、赠送小孩子的各
种玩具礼品等。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
蒸馒头。”刘德龙说，在传统民
俗里对食物的准备是忙年中
最重要的内容，这是因为农耕
社会经济不发达，食物不很充
足所致。

刘德龙说，到了三十讲究
就比较多了，“像贴春联、吃年
夜饭、守夜、放鞭炮等，还有的
地方三十儿讲究点长明灯，也
就是整夜不熄灯。”

民众传承靠的是家庭实际操作

“但是现在这些习俗在
城市里是越来越淡了。”说
起现在春节习俗的传承情
况，刘德龙表示，现在从上
到下、从官方到民间对传统
文化的重视，为优秀民俗的
传承提供了好的契机。

在刘德龙看来，优秀民
俗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
该传承弘扬，这些民俗的传
承可以陶冶民众美德。“像
春节团聚的习俗，可以促进
社会稳定，而春节期间祭祀
的习俗，又能传承敬畏意
识。”刘德龙分析了春节习
俗的一些积极作用。

对如何让年轻人传承
传统民俗，刘德龙说，在现

在全社会重视传统文化的
良好前提下，学界要首先
发挥引领作用。“学者要首
先区分出哪些是良俗，哪
些是陋俗。”刘德龙说，现
在有些习俗实际已经成为
了陋俗，“就像祭扫，有的
已经成了一种浪费，这实
际不符合老祖宗节俭的传
统美德。”

“所以先区分好哪些是
应该传承的。”刘德龙说，对
于春节习俗的传承，关键还
是靠家庭，“因为这些习俗
要靠家庭实际操作来耳濡
目染，而不可能寄希望看看
文字记载就能将其传承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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