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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夏

农历正月初一，历史上又称元日、元
旦、元正、元辰、正旦、正朔等。辛亥革命
后，我国改行公历，这天被定为春节，以
区别于公历新年的元旦，但一般人仍习
惯把它看做年节，俗称“过年”“过大年”
等。

山东素称齐鲁之邦，又是孔孟之乡、
礼仪之邦，全省各地过年习俗丰富多彩。

祭祖。祭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代表着对祖先的敬仰和感恩
之情。在胶东农村，除夕一早，家家户户
都将写着列祖列宗的“家堂轴子”挂在
正屋正面的墙上。“轴子”前面的供桌
上，摆放着香案、蜡烛和鸡、鱼、肉、馒头
等供品，桌子里面靠墙的地方还平列着
五碗带红枣的米饭，即“节年饭”，每碗
节年饭的后面竖立着一道用白纸糊成、
像小信封一样的“梳”，“梳”中间的红纸
条上，分别写着五代较近去世的祖宗名
讳。

吃饺子。春节的第一顿饭都是吃饺
子。在胶东和临沂等地，烧火要用芝麻
秸，意为新的一年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日
子越过越好。饺子要煮得多，有剩余，意
为“年年有余”。就餐时，除了每人一碗
外，还要多盛一两碗，意为人丁兴旺。

有的地方春节包饺子时还要包上硬
币、枣、栗子、花生米等。在许多人看来，
吃到枣和栗子，预示着大吉大利，新婚夫
妇早生贵子；吃到花生米，意味着身体健
康，长命百岁；吃到硬币，预示着能发财，
如果小孩子吃出硬币，家长会特别高兴，
认为这孩子有福气，将来能挣大钱。许多
地方还会在初一吃素馅饺子，寓意是全
年素素净净、平平安安。

拜年。拜年是春节期间家人及亲朋
好友互相道贺、祝福的习俗，它由来已
久，至今不衰。拜年时，首先进行家拜，一
家人中，晚辈给长辈拜年，平辈之间年少
者给年长者拜年。然后进行近拜，就是给
没出五服的长辈拜年。最后是远拜，给出
了五服的长辈和邻里年长者拜年。

旧时拜年要磕头，现在一般是拱手
问好。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要给“压岁
钱”，现在多为分送糖果。拜年之所以能
经久不衰，是因为它能加深人们之间的
感情、消除隔阂，调节人际关系。通过拜
年，家庭更加和睦，邻里更加团结。

串亲。串亲又叫“走亲戚”，也是春节
的一项重要活动，时间多从年初二开始，
到正月十五结束。新女婿多在正月初二
这天(胶东一些地方在初三)给岳父母拜
年。春节串亲，都要带一些礼物，新婚女
婿带给岳父家的礼物尤其讲究，莱芜一
般带四色、六色，有的甚至是八色、十色。
四色就是酒、肉、糕点、馍馍，其他各色分
别是鸡、鱼、香肠、罐头、挂面、油条等，此
外香烟、糖块必不可少，但不算一色。鸡
要带两只，鱼要带两条，各色礼物均要双
数。岳父家对姑爷也要盛情款待，莱芜等

地酒席上除了鸡、鱼、肉、蛋外，还要摆
“四顶四”，就是四个果碟、四个炒碟、四
个小碗、四个大碗、四个大盘。开宴前请
来邻里长辈或有名望的人作陪，陪客的
人要轮流给姑爷敬酒。岳父家给姑爷的
回礼为10斤左右的大馍馍和大年糕各一
个。过去串亲的时间也很讲究，鲁西南的
新婚夫妇串亲一般都挑双日，意为成双
成对、大吉大利。

求吉利，多禁忌。春节是一年之始，
人们常将这天发生的事情，看做新的一
年运气好坏的预兆，所以这一天在言语、
行动上有许多讲究和禁忌。

言语上，春节要讲吉利话，像“死、
丧、穷、破、坏、输、完了”等不祥字词都避
免提及。大人在年前还一再嘱咐孩子，过
年要多说吉利话，不能随便乱说。

行动上禁忌也很多，如春节不能打
坏东西，万一不小心将碗碟等餐具打碎，
也不能说话，要悄悄地将碎片捡起来，再
说声“岁岁平安”的吉祥话加以破解。再
如初一早晨煮饺子，一定要煮破几个，但
不能说“破了”，而要说“挣了”，意为挣钱
发财。其他方面禁忌也很多，如在孔孟之
乡济宁，春节上供不能用丸子，因“丸”与

“完”同音，不吉利；烧香忌拆封，因拆封
即为“散”，也不吉利；年夜饭忌食菠菜，
因“菠菜”音近“拨财”。尤为特别的是，曲
阜孔姓家庭上供忌用鲤鱼，这是因为孔
子的儿子叫孔鲤。

另外，菏泽郓城等地的人春节求吉
利，还有“春节五更乞长”的习俗。年初一
早晨，儿童起床后，一声不响，先去抱着
一棵椿树，正方向、反方向各转三圈，便
转便唱道：“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来我
长长，你长粗了做材料，我长长了穿衣
裳”，以祈求长高个子。

娱乐欢庆。春节期间开展娱乐活动，
在山东民间极为普遍，娱乐的形式也是
多种多样，常见的有秧歌、舞龙、狮子舞、
跑旱船、踩高跷、武术表演等。在曲阜还
有鼓楼门会，并开放孔庙，民众可以入庙
祭拜观瞻。会上有花鼓、瞎腔等地方戏表
演和曲艺表演，还有卖玩具、卖花炮、卖
花、卖地方小吃的，非常热闹。

胶东地区的春节娱乐活动称“耍光
景”。耍光景的项目很多，最著名的是扭
秧歌，秧歌队前面还有“活报剧”开路。

“活报剧”一般取自唐僧西天取经的故
事，扮演孙悟空等人物者身强力壮，手拿
武器，为秧歌队开道，并维持秩序。胶东
的高跷队阵容庞大，技艺高超。队员们化
妆成孙悟空、武松、鲁智深等，踩在1米多
高的木棍上边走边舞，动作惊险、令人叫
绝。现在，赛球、赛棋、画展等活动逐步开
展起来，进一步丰富了春节的娱乐活动
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山东各地的过年习俗还有很多。这
些过年习俗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凝聚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寄托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而能够历经千
年而不衰，一直传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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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仝

济南古城中，不仅有泉
景观、河景观、湖景观，还有
山景观——— 在城中是可以看
到山景的。

济南古城内看山景的绝
妙地点，有历下亭(指宋元时
期的历下亭 )、鹊华桥、北渚
亭、小沧浪、北极庙等处。立
于鹊华桥头，可见“鹊华青
黛”，登上历下亭、北渚亭、北
极庙能见南山抱城，坐在小
沧浪可观“佛山倒影”。

鹊华桥最初名为百花
桥，位于百花洲北侧，横亘在
百花洲和大明湖之间，百花
洲的水经过鹊华桥流入大明
湖。

百花桥是济南城中最著
名的古桥梁之一，据传为北
宋齐州知州曾巩所建。曾巩
在济南不到两年时间里，整
治西湖(大明湖)，并在水边陆
续建起了七座桥梁，它们不
仅方便了湖周的交通，更构
成了湖泉交融的“七桥风月”
景观。但是，除了百花桥外，
宋代大明湖七桥的确切位置
早已无从考证。古时，站在鹊
华桥上，向南可以看到百花
洲的全貌，向北可以看到水
气缭绕的大明湖，远眺则可
以望见鹊山和华山，人们称
此景观为“鹊华烟雨”。所以，
百花桥在元代改称为“鹊华
桥”，并将百花洲南岸的一座
小桥易名为百花桥。

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曾
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赵
孟頫辞官回乡后，凭记忆绘
制了一幅《鹊华秋色图》，描
绘了大明湖至鹊山、华山之
间的秋日景色，成为传世名
作。

从此鹊华桥成了眺望
“鹊华秋色”景观的不二之
选，许多人都喜欢在鹊华桥
上看景。清代诗人宋荦就曾
写道：“鹊华桥上每停车，尤
爱新晴返照馀。城里看山惟
此地，真成手弄玉芙蕖。”他
认为济南城内看山最佳的地
方就是鹊华桥，路过此处必
驻车观山景。

可以南望群山的北渚亭
也源于宋代曾巩。北渚亭以
杜甫“北渚凌青荷”的诗句而
得名，原位于大明湖岸边一
高台上，修建得十分壮观。此
亭建成后，曾巩曾赋诗一首，
他在诗中说：“静坐亭中，如
置身于半空之中……”

曾巩离任后不久，苏辙
也来到了齐州任职。他在

《北渚亭》诗中描绘了月夜
于北渚亭中宴饮游乐的情
景：“西湖已过百花汀，未厌
相携上古城。云放连山瞻岳
麓，雪消平野看春耕。临风
举酒千钟尽，步月吹茄十里
声。犹恨雨中人不到，风云
飘荡恐神惊。”苏辙在诗中
把北渚亭想象为楚辞《九
歌》的“北渚”，由此生发出
美丽的联想，据以立意，使
人读后浮想联翩。

曾巩离开济南21年后，“苏
门四学士”之一的北宋文学家
晁补之知齐州，修复了损毁的
北渚亭，重修后的北渚亭仍位
于旧址，地势凌驾于大明湖之
北其他景物之上，气势非凡。
元中统元年深秋，诗人郝经为
商谈议和之事，以元使身份出

使南宋，路过济南时曾游宴北
渚亭，并作《使宋过济南宴北
渚亭》诗，在诗中他赞美这里
的湖光山色之美：“江南风景
已不殊，渚亭即是西湖亭。”元
末，由于连年战乱，北渚亭终
至废圮芜没，其遗迹亦荡然无
存。

元代，大明湖北岸的北
极庙因建于高台之上，也成
为观看山景的一个好去处。
北极庙始建于元至元十七
年，由杨成在原放鹤亭旧址
上修建而成，坐落在高达7米
的石台上。置身于庙台之上
举目远眺，远山近水、烟雨楼
台，景色殊绝。清人高宅旸曾
写诗称赞道：“星临北极俯尘
埃，形势嵯峨气壮哉。万树风
声缘阁入，一湖山色抱城
来。”

北极庙西侧的小沧浪
处，则是观看“佛山倒影”的
最佳地点。“佛山倒影”景观
成名时间不长，是济南近代
著名景观之一。

晚清小说家刘鹗在《老
残游记》“历山山下古帝遗
踪，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一回
中，对这一景观进行了描述：

“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
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
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
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
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
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
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
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
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声渔
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
已澄净得同镜子一般。那千
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
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
光彩，觉得比上头一个千佛
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

民国时期的许多文人都
是读了《老残游记》后，来济
南寻找“佛山倒影”的。有不
少人认为，千佛山海拔并不
高，山影不可能映入大明湖
中，怀疑“佛山倒影”是刘鹗
杜撰出来的。

蔡元培的女儿就曾带着
《老残游记》去游大明湖，并
没有看到“佛山倒影”的景
象，最后失望而归。1922年10
月，胡适来济南参加第八届
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他在
大明湖畔也没有看到“佛山
倒影”，便认为《老残游记》
中讲到的“佛山倒影”是虚妄
之说。胡适之后，仍有许多人
来济南寻找“佛山倒影”未
果。

其实，观赏“佛山倒影”
景观须在春秋季或傍晚之
时，站在大明湖北岸铁公祠
小沧浪亭附近观看，当年刘
鹗就是在这些条件同时具备
的情况下，才看到了奇特的
景观，胡适等人只是未寻到
合适的时间和天气而已。作
家梁斌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
来济南，在山东剧院学过京
剧。5 0年后，梁斌回忆道：

“《老残游记》上说的‘千佛山
倒影水中’，不是能够常见到
的景物，只有在天气晴朗的
日子，坐上游船仔细端详，才
能见得到。因千佛山离城八
里，怎么能常见到倒影呢？”
梁斌看到了“佛山倒影”，他
仿佛是在回应胡适———“佛
山倒影”这么奇妙的景观，怎
么能常见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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