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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旧历的年底毕
竟最像年底，村镇上
不必说，就连天空中
也显出将到新年的
气象来。”鲁迅先生
的《祝福》里的这句
话，形象的表达出了
中国人对春节的重
视 。随 着 历 史 的 脚
步，旧的年俗消失，
新的年俗兴盛，但无
论形式如何变化，改
变不了的是人们在
春节里对故土的回
忆和对美好生活的
祈福和盼望。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春节元
素已经渐行渐远，而有些传统的春
节年俗亘古不变，在菏泽过年有很
多民俗，比如祭天地、请家堂、给长
辈磕头拜年、蒸花糕、守岁等都完
整的保存了下来。

过年磕头，也许很多地方没有
这个风俗，但在菏泽那边却一直保
留着。当地有这样一句歇后语“吃
了饺子不拜年装傻”。说的就是大
年初一起五更吃了饺子就拜年的
风俗。传统正宗的磕头要求双膝跪
地、俯身稽首、磕头祝福，并且对每
位长辈都要跪拜，从头到尾跪地、
叩首、起身、再作揖，不能偷懒。

在初一早晨四点多钟吃完饺
子后，就是晚辈给长辈，年轻人给
年长者拜年磕头时候了。走家串户
地给辈分高的人磕头拜年，有的时
候辈分高的人的院子里，会跪一地
人，真是壮观啊。

磕头也有规律，大都遵循从近
到远的规律，把家门口附近的磕完
后，再去村的另一头去磕头。磕头
都是统一标准的，男人们一般都在
长者家中的主前磕四个，给老人都
是磕一个。由于当时还没有天亮，
所以在大街上能遇见很多人，在街
上遇到了长辈，也会就地磕头，经
常听到“大叔，在这就磕(头)了啊”。
初一拜完，初二开始了一轮亲戚朋
友的拜年活动，一般来说初二开
始，姥爷舅舅姑姑家，然后是按照
亲戚的远近安排依次拜访，但这里
的拜年可都要磕头的，当然只拜长
辈，而且是严格有序。

“新年来到，糖瓜儿祭灶，姑娘
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
毡帽，老婆儿要吃大花糕。”在菏
泽，过年的时候有蒸花糕的习俗，
也就是用面粉和枣做成的塔型的

花糕，这花糕的糕与“高”同音，而
且是一层比一层高，寓意日子红红
火火，步步登高！

过年作花糕，花糕外形美观，
松软可口，有面粉的香与红枣的
甜。花糕制作工艺繁琐，平时很少
做。过年就不同了，过年吃花糕代
表喜庆和吉祥，如果谁家过年没做
花糕，人家就会说这家人真懒，一
年了，连个花糕也不做，会被人瞧
不起。做花糕的人家，则寓意着人
丁兴旺，幸福安康。所以，家乡的人
每逢过年，都会想方设法做一个花
糕。

在菏泽太平镇南孙庄，83岁的
王奶奶说，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会
蒸各式各样的花糕，每年的三月初
三，她便和乡亲们去庙会上蒸花
糕，最大的花糕有一米多高，要五
六个人一起制做。

另外，新婚的夫妇过年时也要
用到蒸花糕。新婚的婆家必须在正
月十五前，让新娘把花糕带回娘
家，这是团圆、喜庆的意思，让娘家
能够感受婆家对新娘的喜爱之情。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故乡再穷也要有人坚守

陈树清是后洞村新当选的村委
主任，在这个人口不足二百人的下
山村里当村干部并不是一件值得炫
耀的事情。在后洞村陈姓家族是第
二大家，今年六十多岁的陈树清排
行老二，叔伯兄弟十几个，他是唯一
一个留守在村里的陈家兄弟。因相
邻的矿区长期开采导致地下水流
失，采空区塌陷，后洞村变成了一个
一无良田，二无资源的穷村，青壮村
民相继离村生活，人口也越来越少。
陈树清的孩子们也都在外工作，村
里就剩他和老伴一起生活，不是他
不想离开，而是他身上肩负着一个
重任，陈家必须得有一个人守住父
辈生活过的地方，这里不仅是陈家
香火延续的源头，也是陈家一族维
系亲情的原点。

每年除夕夜，陈树清就会把陈
家列祖列宗的神位请出来挂在院子
里事先摆好的供桌前。所谓的神位

就是一副填有先人姓名的画，辈份
最高的先人排在最上方，他的后人
依次按支系排列，画上还有很多空
白的位置，如果族中有人去世，他的
名字就会出现在画中。陈家的神位
托给陈树清保管意义重大，第二天，
也就是大年初一，陈家老小会相约
一大早回到后洞村陈树清的家中举
行祭祖仪式，各家带着供品、纸钱、
鞭炮，然后由族中的长辈带领全体
家族成员行礼祭拜。

这代表山西省大多数地方春节
的祭祖方式。祭祖于是也成了春节
期间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这些年山
西不少村庄由于煤炭的过度开采而
逐渐破败，但村民们依然坚守祖先
生活过的地方，其中既有无奈也有
不舍，毕竟如大潮般的城市化过程
中，总有人得守住先人的根。

资源告急后年俗也变了

即便是在资源严重匮乏的今
天，也难改山西在人们心目中煤炭

大省的印象。后洞村就位于这样一
个尴尬的位置。后洞村本是一个山
清水秀的宜人村庄，甚至有过“花果
山”的美誉，但这已经成为久远的历
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洞村与周
围几个村庄就遭受了严重的煤炭采
空区后遗症影响，后洞村不得不整
体搬迁。

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山西春
节的民俗文化中孕育出一个独特的
内容即“摆火楼”。所谓火楼就是用
优质煤块摆成的塔状物，中间装有
木柴麦秸等易燃物。火楼摆在院子
当中，除夕的下午由年长者搭建而
成。先选出乌黑发亮的大块无烟煤，
再用斧头顺着煤块的纹理小心翼翼
地分割成大小均匀的煤砖，在院子
的平地上先铺一圈耐火的砖头，煤
块顺着砖头的基础依次往上摞，摞
到四五层的时候，把劈好的干柴竖
起来插在中间，干柴里夹着引火用
的麦秸，一切妥当后，煤块再接着往
上摞，此后越往上口越往里收，直到
封顶时，一个尖塔状的“火楼”就出

现在眼前了。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各家各户

就要起来放开门炮，接着一项最激
动人心的活动就要开始了：点火楼。
火楼搭建不容易，点也不容易，既要
让它顺利点燃，还要保证不能把它
弄塌，等火楼燃起，火焰或从煤砖的
缝隙中冒出来，不一会就烧得红彤
彤，因为煤质好，没有烟，而且煤块
燃烧时产生的焦油会把煤块黏在一
起，远处看红光一片，近处看热气逼
人，也因此讨个红红火火的好彩头。

而火楼文化随着煤炭资源的日
益短缺也逐渐寿终正寝了，就连紧
挨着一个大煤矿的后洞村里也完全
绝迹了。“不用说摆火楼了，连烧饭
取暖的没都还没有咧！”

“火楼”消失了，村民们似乎
并不怀念，甚至对那时候暴殄天物
似的行为感到一丝后悔。如今村里
人都老了，也没有精神头折腾了，
祝福的方式有很多种，年怎么过都
是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蔚蔚晓晓贤贤

山山西西吕吕梁梁山山区区小小山山村村：：

味味味道道道淡淡淡了了了 感感感觉觉觉还还还在在在

菏泽巨野太平乡：

年俗保持得很完整

李晨曦的老家在日照市的小
县城里，由于家里人口多，一到了
过年全家的亲戚朋友都要回老家。
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家里就要张罗
着过年的年货，一片忙碌的景象。
迎春的对联福字随处可见，一片欢
喜。李晨曦家中人口多，到了春节，
家里就是热闹非凡。

每次春节回老家，一进入村
头就能见着各家各户开始张贴对
联福字。走到小巷子口，就能闻
到一股浓浓的香气飘来，便知道
家人已经在家中准备着年货。年
货最主要的就是“吃货”，于是
每次放假回家，吃一直伴随着整
个假期，每逢过节胖五斤，这就
是假期生活的真实写照。临走的
时候还不忘大包小包地拎着，不
管是以前在外地上学时，还是现
在都是这样。

过年最重要的就是贴对联，农
村的讲究多，大年三十(廿九)中午
开始，李晨曦和爸爸就开始在老家
的门窗上贴春联。以前，老百姓喜
欢找一些习书法者求春联，现在一
般都是从市场上买。李晨曦的爷爷

从小练毛笔字，家中的对联从来都
是爷爷亲自写的，一过了小年，李
晨曦的爷爷就会拿着毛笔挨家挨
户的写对联，在爷爷的心理，对联
还是自家写的好。对联不仅要在家
里贴，在沿海的渔民还要将对联贴
到船上。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日照谚语中将除夕夜定为一年中
最重要的日子，按照传统到了晚
上，家家点亮天灯，一个大家族的
男人们通常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按
照辈分次序挨家拜年喝夜酒熬夜，
男人们喝酒也有讲究，无论到谁家
喝酒，也无论喝多少，在离开的时
候，都必须在酒壶里剩下一些，寓
意年年有余。主妇们则会在家做年
夜饭、包饺子。

日照的年夜饭很有讲究，现在
菜品越来越多，但是鱼跟豆腐这两
个菜是必不可少的，象征福气多多
和年年有余。以前在家的时候，时
常有叔叔端着大盆送来，里面有猪
头肉、猪下水等等，直接切了就能
吃。家里买菜也很豪气，蔬菜都是
成批成批地买，猪肉要买也是一条
猪后腿、半只猪。

大年初一都要吃饺子，一般
要往几个饺子里面放上硬币，混
到一起煮，谁吃到有钱的饺子，
就预示着新的一年有福气、挣大
钱。吃完早饭后，大人孩子穿上
过年的新衣裳开始出门拜年。日
照拜年也有讲究，初一是本家族
拜年，留下男女长辈在家里接待
别人的拜年，晚辈则成群结对地
出门拜年，一般先到近门近族家
拜年，给长辈磕头，然后近门、
近族聚在一起给别的家族拜年，
一年求得顺顺利利。

本报记者 秦昕

日照东港区两城镇：

除夕年夜酒真热闹

菏菏泽泽的的农农村村还还保保留留着着磕磕
头头的的习习俗俗。。

本报记者 丛丛书书莹莹 摄

菏菏泽泽的的农农村村人人在在请请家家堂堂。。
本报记者 丛丛书书莹莹 摄

日日照照农农村村里里春春节节的的文文化化
生生活活很很丰丰富富。。

本报记者 秦昕 摄

吕吕梁梁山山区区静静谧谧的的小小山山村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蔚蔚晓晓贤贤 摄摄

菏菏泽泽农农村村里里过过年年蒸蒸的的花花糕糕。。
本报记者 丛丛书书莹莹 摄

日日照照的的农农村村有有挂挂福福字字祈祈福福的的风风俗俗。。
本报记者 秦昕 摄

春春天天的的故故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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