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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正月初八

是丈八佛生日
丈八佛造像是我国平原地

区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单体立式
圆雕石造像，距今已有1400多年
的历史。关于丈八佛给人治病、
惩恶、降雨、护村等传说流传至
今，因此使得周边的百姓都非常
尊敬丈八佛。因为传说每年正月
初八是丈八佛的生日，因此各地
尊敬丈八佛的人们都会赶来为
丈八佛“庆生”，也为自己以及家
人在未来的一年祈福。

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八，记
者上午8点多赶到博兴时已经是
人山人海。走进丈八佛村的村牌
坊开始一直到兴国寺门前，大约
有1500米的路段已是人潮涌动，
热闹非凡。

庙会上，记者遇到了丈八佛
村今年已是74岁的高学坤先生，
他曾经担任丈八佛村的村支书。
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里，一
九五几年之前就已经有了丈八
佛庙会，后来文革期间消失不兴
了。1998年重修兴国寺以及丈八
佛之后，庙会便又开始兴起，时
至今日已经很是繁盛。

吃喝玩乐听吕剧

庙会热闹非凡
庙会上除了买各种吃食的

外，还有套圈、打枪等各种民间
流传的小游戏，也有卖民间工艺
品的，像手工刺绣做的各种饰品
等，以及唱戏等演出。前来赶庙
会的小到1岁多小孩，大到80多
岁的老人，都前来凑热闹。

今年72岁的刘立文老先生
正和女儿一起忙着照顾他们的
小生意，他们所卖的布老虎、鸳
鸯、鱼等各种饰品均出自他今
年已是74岁高龄的老伴之手。
他拿着一对鸳鸯高兴地告诉记
者：“这些都是俺老伴儿一针一
线自己绣的，整整绣了一年，就
为了今天的庙会。俺已经来卖
了 3年了，生意不错。”上午1 0
点多，刘立文就已经卖了 5 0 0
多了。

戏台子上，正在演唱着吕
剧《胡林抢亲》，演出的演员在

戏台上认真地表演，台下的观
众听得也很认真，许多本村的
村民甚至拿来板凳坐着看。博
兴县吕艺镇吕剧团团长张传法
告诉记者，吕剧团刚成立2年，
今年是第一次来丈八佛演出，
因为他觉得前来赶丈八佛庙会
人多，这样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吕剧，传承吕剧。

人们烧香祈福

保佑家人平安
庙会上，人们除了品尝各种

民间小吃、玩各种民间游戏以及
买各种民间手工艺品之外，更多
的则是来给丈八佛过生日，也为
自己以及全家人祈福，他们都相
信丈八佛可以保佑生意兴旺、保
佑家人平安，甚至可以实现自己
的愿望。

73岁的刘玉莲带着84岁的
表姐从博兴县吕艺镇赶来为自
己的家人祈福。她告诉记者，她
几乎每年都带着表姐前来为家
人祈福。57岁的泥女士则告诉
记者丈八佛的确灵验，她以前
来都是为家人求平安，现在则
是来为儿女求财运。从淄博赶
来的张女士带着儿子也来祈
福，“我已经来过3次了，每年这
个时候都来，这次我还带我朋
友一起来的。”

在兴国寺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工作12年的刘明君先生告诉
记者，从正月初七晚上就已经有
人前来等候要祈福，因为很多人
认为抢到“头香”自己的所求就
能实现。

丈八佛庙会是滨州市博
兴县较大的一个庙会，因为
寺内有丈八佛而远近闻名，
每年正月初八定期举行。赶
庙会的人来自四面八方，除
了博兴县的市民外，还有东
营、淄博、济南、青岛等地的
市民，人数少则2万到3万人
次，多则5万到6万人次。

丈八佛庙会上人山人海。

庙会上有卖各种民间传统手工艺品的。

在寺内烧香祈福的香客。

本报2月17日讯(记者 王晓
霜) “一到过年都能收到不少压
岁钱，可相比来说我更愿意收到
礼物。”今年上四年级的杨晓泉
告诉记者，从她记事以来，一到
过年她总能收到很多压岁钱，但
很少收到礼物，今年也不例外。
记者调查发现，现在大多数孩子
在过年的时候收到的都是钱，从
几百到上千元不止，很少有孩子
收到实实在在的礼物。

“我现在收到的压岁钱已
经有4000多块了，没有礼物。”

杨 晓 泉 告 诉 记 者 ，过 年 时 爷
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般都会
给600元—800元，叔叔、婶婶、
舅 舅 、阿 姨 给 的 压 岁 钱 也 在
200元—400元不等，再加上爸
爸妈妈的朋友给的，截至正月
初六，杨晓泉一共收到了4200
元压岁钱。这么多钱一般也不
是自己拿在手里，都是直接交
给父母。“压岁钱虽然当时是
我 接 的 ，但 随 后 我 就 给 我 妈
了，我妈说给我存着，等我长
大之后用。”

随 后 记 者 又 采 访 了 几 个
孩子，大部分孩子都表示过年
基本不会收到什么礼物，全是
钱。“收到的压岁钱最后都成
了爸爸妈妈的，对我来说没有
什么意义，我都不知道自己收
了 多 少 压 岁 钱 。每 次 别 人 给
了，我就得上交给妈妈，然后
妈 妈 怎 么 用 了 ，我 就 不 知 道
了，还不如送我本书呢。”今年
上初二的王宁说，自己平时就
很喜欢看书，今年她想要一本

《鲁滨逊漂流记》，但不知道谁

会送她。“我觉得别人送给我
书的可能性并不大，就算有也
应该是我妈妈，也许她会用压
岁钱买给我。”

今 年 刚 上 一 年 级 的 李 涛
泽 对 于 自 己 一 年 收 多 少 压 岁
钱没有多少概念，不过他记得
去 年 的 时 候 有 位 叔 叔 送 给 他
一个汽车模型，“过年的时候
叔叔阿姨都会给钱，但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也是都交给妈妈
了，只有那辆汽车模型是属于
我的，我一直都记得。”

虽然过年收到不少压岁钱，但一般交给父母保管

不少孩子更希望收到礼物

本报2月17日讯(记者 张牟幸
子) 春节期间，许多在外地工作的
市民纷纷赶回家过年，但是许多工
作一两年的年轻人回家后被家长催
婚并安排数场相亲，让年轻人在尴
尬的同时，感到不胜其烦。

在东营工作的滨州籍市民刘先
生春节回到博兴老家过年，原本想
开开心心过年，亲戚和父母的催婚
却让他不胜其烦。刘先生告诉记者，
2012年过年的时候，家里亲戚朋友就
给自己安排了10场相亲，今年又安
排了几场相亲，“回家父母亲戚就问
什么时候结婚，有没有女朋友一类
的问题，然后安排相亲，像我这个年
龄的人还是不喜欢相亲这种形式
的，互相不认识挺尴尬的，真是感觉
特别烦，现在过年回家都感觉提心
吊胆的。”

老家是泰安的李先生则表示，
许多比自己小的一些同学朋友都结
婚了，今年回家过年父母和亲戚也
给自己安排了两场相亲，“在农村结
婚都比较早，所以父母就一直催我，
可是我还是觉得刚工作，不想考虑
这些事情。”

家住滨州市区的杨女士告诉记
者，她的儿子在北京工作已经两年多
了，但是一直没找女朋友，“过年回来
也和他说过这个问题，但是孩子们觉
得不着急。父母就是希望能看到孩子
早点成家立业，所以才一直催他们，
也希望孩子能理解家长的着急。”另
一位市民王先生则表示，现在年轻人
结婚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女儿28岁
才结婚，以前也催过她，但是最后还
是尊重孩子的意愿。”

春节期间相亲忙

“被催”族挺烦恼

本报2月17日讯(记者 张爽)

寒假让不少学生手足无措，尤其是
刚上大一的新生。不少学生大呼“寒
假着实无聊，不如上学好”，也有不
少学生选择寒假打工，就连春节也
在正常上班。

春节期间，记者在滨州一超市
内遇到了几位打工的大学生。他们
告诉记者，假期在家没事儿干，不如
出来打工，还能给自己挣点生活费。
家住渤海四路黄河七路一小区的刘
义就是他们其中一位。

刘义在威海一所学校上大一，
学的是营销专业。“大学里放假都挺
早的，我们1月中旬就放假了，过了
正月十五才开学。”小刘一边收拾着
货架，一边告诉记者，他是腊月十六
到超市打工的，一共是20天的时间，
每天的工资是50元，负责推销旺旺
大礼包。“从家闲着也是闲着，出来
打工不仅积累实习经验，还能赚钱，
我想攒钱买个笔记本电脑呢。”

农历正月初二，因为年后出来
逛超市的人不多，所以这天小刘并
不是很忙。他说，在过年前几天，每
天都是人满为患，每天他自己需要
往货架上搬送几十箱的货物，“年前
很多人都出来采办年货，最多的时
候一天能卖出好几万包。”他还告诉
记者，除了往货架上运送货物，他还
要给顾客推销，边喊着边招揽生意，

“很多人都来问这里面有什么，问是
不是有优惠。可真是练了自己的胆
量和嘴皮子了。”

除此之外，小刘还告诉记者，他
的不少同学也都外出打工，过年也
都是在工作岗位上过的年。超市内，
游宁宁和任梦冉也都是大一的学
生，在外地上学，寒假出来打工自己
挣生活费。而她们的打工口号也是

“只为寒假不无聊”。“虽然不少同学
都在家过年，但是他们却过得很无
聊，我觉得打工要有意义许多。”游
宁宁说。

为让寒假不无聊

大学生过年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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