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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娘娘家家家家年年年年，，，，婆婆婆婆家家家家年年年年
王红婷

娘家在栖霞，青山小城；婆
家在芝罘，悠古城区。岁岁新年，
26岁之前在娘家尽享慵懒，之后
便在婆家兢兢勤恳了。娘家年，
婆家年，新年的味道细枝末节处
总感觉亦有不同，想必是一个女
孩儿变成了一个媳妇儿的原因
吧！

娘家年喜闹。叔伯姊妹都奔
波在外地，进了腊月十五六，上
学的孩子们就先回来了，妈妈婶
婶们把泛着油浸浸腊香味儿的
腊肠、壮硕无比的大块熏鱼，蓬
松香软的面鱼、素丸子，统统拿
出来准备饕餮大餐。妈妈做的吃
食耐吃耐品，味道隽永，哪怕是

花生米都能嚼出云腿味儿来。每
天在准备吃食的空当，弟妹们便
来顺手捞块酱肉，偷块炸鱼，之
后哄笑散去，满嘴满鼻子的油腻
肉渣，往往未到吃晌，小崽子们
已经肚圆腹饱了。小年过后，便
是洗衣擦窗，犄角旮旯，墙缝门
板，帘子被套要也全部洗涮干
净。旧年的尘埃如同逝去的芳
华，只能以祭扫的方式来对待
了。我也十分乐意揽下这档子
活，擦完那亮晶晶透明明的窗
户，我总喜欢在上面哈一口气，
画一颗心，新年的喜悦自此蔓延
开始，一直洋溢。

婆家年喜静。公婆都是同村
人，长辈亲友更是邻墙隔街而居。
新年亦与素日里无多大差异。相比

娘家锣鼓震天的喧嚣闹腾，婆家更
多的是淡定的平静。刚进腊月，公
公就悠哉地熬上一锅冻儿，猪的厚
皮、大骨、铲子骨、脊骨，加上老姜、
花椒几粒，再放上一只小母鸡入
味，打出的冻儿红昂昂肥颤颤亮晶
晶，甚是喜人。因为靠海，海鱼比在
娘家可是寻常见的多。偏口鱼干含
蓄地映衬着新年的喜庆挂满了院
子，炉子上也早早地炖了炸花鱼的
酱料，伴着海腥味的年味儿静谧悠
扬。婆家对年俗尤其的讲究，腊八
不同于娘家吃粥，却是必吃面；腊
月二十三吃饺子，给小孙子做点糖
不登儿；二十四五扫房子；二十六
七杀公鸡；二十八九便是蒸馒头
了。话说婆婆的这个大枣饽饽，蒸
得绝对是真真儿的好，赶上蒸出几

只笑口的，婆婆便招呼我多带几只
饽饽回去娘家吃一吃，大白饽饽筋
道又敦实，撮几颗红枣儿点缀，年
味儿深邃，也寓意着来年的生活能
够顺利亨通，蒸蒸日上。

到了年三十那天，娘家的盛
宴惯例在晌午。清早爸爸就要熬
好贴福字春联的糊糊，午饭前就
已贴满老家的板门和胡同。晚上
的饺子起码三种馅料的，素的、
荤的，荤素搭配的，由大厨四伯
伯掌勺，年年推陈出新菜品，大
伙儿团圆围坐，尽享天伦。婆家
的年三十儿欢聚却在晚上，晌午
开始就要准备夜宴的饺子了，鲅
鱼馅是绝对的主角儿，我这个小
媳妇儿除了看娃，必定要一起和
面擀皮儿，一边包一边听着婆婆

絮叨絮叨这老芝罘年的习俗，这
大肚饺的讲究。

都说每年三十儿晚上熬一
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午夜拜年
是劳动者的翅膀，不论多劳累，
也可以扇动出一份情致兴趣来。
山村的娘家还有起午经儿的习
俗，随着春晚的整点报时，鞭炮
礼花齐轰鸣，小辈儿们走街串
巷，拜年回来哪个娃娃兜里满满
的都是瓜果糖枣，厚厚的都是压
岁红包；婆家的初一却仍旧平
静，不必早起，打扮一下小孙子
带去给婆婆拜年，奶声奶气的一
声“爷爷好，奶奶好”老两口满心
满嘴就乐成一朵花。

太阳底下无新事，娘家年，
婆家年，新年就在那里。

新新新新春春春春剪剪剪剪纸纸纸纸贺贺贺贺马马马马年年年年

顾朋泉

在春节这一传统的节日
期间，我国的汉族与部分少数
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典，在诸
多的节事活动中，剪纸艺术作
为民俗的代表便随处可见，主
要形式为“窗花”与“挂笺”。

胶东传统民居旧时门窗
都为木制，窗户多为棂子窗和
百格窗，棂子窗花的总体布
局，最多见的形式是，中间一
个大花，俗名“窗心”；四角贴
有三角形角花，称作“窗角”；
剩余的空白地方随意点缀小
幅剪纸。剪纸艺人为了把窗花
适应各种窗户的特点，将完整
图案分割成条形、莲花形、心
形等等剪出，依次贴在窗棂
间，避开棂梁的遮挡，复原了
整体画面。常见题材有“连年
有余”、“凤凰戏牡丹”、“喜鹊
登梅”、“鹿鹤同春”等。百格窗
又称“小格窗”，为正方形结
构，整个窗户拥有或接近一百
个小格子，此窗结构不再适合
条形窗花，剪纸艺人便在每一
格剪一小花，贴满整窗，追求
充实满盈，常见有“百蝶图”、

“百子图”等等。
与窗花相配合的还有别

样的剪纸艺术形式，如炕围
花，窗台左右两边的墙壁，从
炕向上一米左右高的地方张
贴剪纸，四个角要贴上角花，
中间部分常贴有“苏小妹三难
新郎”、“诸葛亮招亲”、“连生
贵子”等等。剪一横排贴在窗
顶的横木上，称为“窗裙”或

“窗飘带”的剪纸，内容以人物
花鸟为主，形式多以半剪半染
的窗染花来表现。

传统的民间艺人为了增
加生活情趣，还会剪两只红色
的大公鸡，俗称“斗鸡”，斗鸡
被分为鸡头、鸡身、鸡尾三部
分来剪制，完成后将剪好的部
分贴在稍硬白纸上，然后再将
三部分用线组合到一起，虽为
一体但还要灵活运用。用线拴
住鸡尾，固定到窗两边，再用
两根细线，拴住鸡头，两鸡头
要相对，两根细线通过一个铜
钱中间的方孔拉到窗外，窗外
有一根一米长固定的木棍，木
棍顶端下垂一根线，线上绑着
玉米皮。从鸡头拉出来的线绑
在玉米皮上，风一吹玉米皮拉
动细线带动着整个鸡也跟着
抖动，风越大鸡头抖动越厉
害，两两相斗，栩栩如生。寓意
着“大吉大利”。

挂笺多并列贴在大门门梁
上，所以也被称为“门笺”。又因
门笺上多凿有铜钱图案，所以又

被称为“罗门钱”、“过门钱”。据
民间相传：古时姜子牙封自己的
妻子为“穷神”，姜子牙又怕他的
妻子坑害他人，就令她“见破即
回”。后来人们为了躲避穷神，就
将纸剪破贴在门上，于是就形成
了贴挂门笺的风俗。挂笺我们一
般常见的都为长方形，由中间的

“内膛”，上、左、右的“两边”和下
方的“穗子”组成。挂笺的制作一
般是艺人把裁好的百十张纸摞
起为一沓，最上方放一张设计好
的花样，在边角处用纸捻固定，
放在刻盘上，用木槌和齐头刀按
照表层的图样凿出花纹。挂笺在

《招远县志》中载：“五色纸为之
者”。挂笺一般为五张一组，一组
有五种不同颜色，一般常见为大
红、大绿、水红、黄色、蓝紫色。挂
笺的纹饰常见两大类：一类为常
见的传统吉祥图案，鸟兽鱼虫、
花卉果蔬等；一类为传统图案上
衬有吉祥文字，如“招财进宝”、

“恭喜发财”、福禄禧祯祥等字
样。大门不再张贴剪纸，但屋门
上要贴门花，门花多表现为一对
背驮聚宝盆的肥猪，俗称“肥猪
拱门”。一来用以免灾祈福，避穷
迎财；二来为了装饰自家的门
面，增加节日气氛。

胶胶胶胶东东东东春春春春节节节节食食食食俗俗俗俗
邹昌宏

爆竹声声辞旧岁，每逢佳
节胖三斤。

春节对于游子，是阖家团
圆的日子；对于老人，是尽享天
伦的日子；对于孩子，是玩乐疯
闹的日子；但对于吃货，这绝对
是大快朵颐的曼妙时光。忘掉
了旅途奔波的辛劳，抛却了家
里人催婚的烦扰，“年”作为一
个节日，绝对可以在吃货们的
脑海中具化成一道道可口的食
物。说起这个节日的来历，传说
里说是为了除掉叫“年”的怪
兽，但抛掉传奇色彩，细细推
想，我们的祖先岂不是也想在
没有什么农事生产的冬季，借
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改善一下
生活吗？

所谓“三里不同风，十里不

同 俗 ”，相 比 于 鲁 西 人 的 好
“玩”，胶东人更重“吃”，不然也
有点对不起“鲁菜之乡”的名
号。也正因为如此，胶东人格外
重视灶王爷。二十三是农历小
年，也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这
时就要摆上瓜果贡品，恳请灶
王爷在给玉皇大帝做“年终总
结”的时候多说点好话，保佑全
家人平安幸福。这一天，标志着
年节准备的正式开始，年货也
要忙着置备了。

胶东靠山临海，有这得天独
厚的优势，年货也素来以丰富著
称。在传统的习俗里，鸡和鱼不
能缺，鸡代表“吉祥如意”，鱼代
表“年年有余”，在饮食的背后是
对自己家人美好的祝愿。

二十八是过年的重头戏，这
一天要开始发面蒸饽饽了。大枣
饽饽是烟台的特色，一个足有一

两斤重。蒸饽饽的时候，全家老
小要齐上阵，选几袋上好的白
面，然后做成大面团进行反复揉
搓，接着，便在表面上用手小心
地挑起一个“面鼻”来，将切好的
红枣插入其中。除了大枣饽饽之
外，还会生产些“副产品”，像是
莲子型的，鱼型的饽饽。在些更
传统的习俗里，会把面团剪上尖
刺，做成“小刺猬”，放在窗台，意
味着“招财进宝”。

到了二十九，煎炒烹炸全都
有。海边的人离不开鱼，胶东人
过年都会准备两种鱼。一是炸刀
鱼，刀鱼就是带鱼，长长扁扁的，
把它切成块，再包上面芡，就可
以入油了。另一种是熏鲅鱼，将
鲅鱼切片，用调料泡上一晚，第
二天就可以下锅炸了。熏鲅鱼是
红褐色的，外酥里嫩，透着一股
酥香味。

到了大年三十晚上，家家
户户都吃起了饺子，但饺子馅
却大不相同，可以说山珍海味、
飞禽走兽无所不有。年三十的
饺子还会包上红枣和硬币，吃
到红枣意味着“鸿运到顶”，吃
到钱就代表着“财源滚滚”。除
了饺子，另一道必须做的菜叫

“隔年菜”，隔年菜不是特定的
某道菜，任何菜都可以肩负起
这项工作，但比较多的，还是用
白菜，猪肉，粉条，海带，排骨等
熬成的一大锅炖菜。有个有趣
的说法，说初一初二女人是不
下厨的，但男人又做不好菜，于
是便提前做好，到时候让男人
热热就好了。不知这种说法的
真假，可“隔年菜”却成了胶东
的特色，借着“隔年财”的发音，
同样预示着新的一年的美满与
富足。

方寸之间

躲躲不不过过去去的的年年

张道侦

想想也好笑，小时候过年全用
一个“盼”字，越盼着过年可时间过
得越慢。过年那种放鞭炮时的激
动，吃好东西时的兴奋，穿上新衣
服时的得意，从母亲手中接过压岁
钱时的喜悦(虽然只有两角)，简直
不可言状，以至于过完年后，总会
无可奈何地生出某种强烈的失落
感，那时真希望天天都过年。而现
在有了工作，有了家庭，生活也逐
渐改善，就感觉“年”的味道越来越
变得清淡、平常。好衣服天天都穿，
好饭天天都吃，每天都像在过年。
而且压岁钱也早已变成爷爷、奶奶
对孙儿、孙女的一种爱抚，与我们
这些“第二代”已无多大关系。

另外，每年的正月初一早晨天
不亮，拜年者和回拜者熙熙攘攘，
你来我往，“某某，过年好”重复着
年年都要拿出来重复的这句“套
话”，虽是美好祝愿，却也老生常
谈，难免乏味。因此，我就有了“躲
年”的念头。其实早在我18岁春节
的时候，我就“躲”了一次。初一早
晨我躲在东厢房里看书，谁家也没
去拜年，当时就觉得烦燥，特别厌
恶这种拜年形式。大冷的天这家
走，那家串。我老家有个规矩，必须
每家都要去拜年。因为我们村子很
小，当时才40多户。如果那家没去，
这家就记着你，以后就和街坊邻居
说，没去的这家父母在村里就抬不
起头来。母亲怎么劝我也没有用，
最后都把母亲气哭了。

“躲”是肯定躲不过去的，过年
哪有不过的。其实我不是不想过
年，我是希望过年就要过出新意，
不要一代代下来总是那一套老掉
牙的模式：在我们老家，年三十晚
上煮饺子，碎了不能说“碎”了，而
应说“挣”了(我和妻子结婚第一年
春节回我家，三十晚上妻子煮的饺
子。往外盛的时候，妻子见碎了几
个，就说，妈，碎了几个饺子。母亲
马上嗔怪道，过年不能说碎了，要
说“挣”了。吓得妻子再也不敢多说
话，生怕那句话又说错了)；三十下
午贴上门对子就等于封门了，不能
出去串门；吃饺子前要烧纸，再念
叨几句，请故去的人也吃饺子；初
三之前不能清扫院子、挑水吃。当
然，不好的习俗要想办法改掉，好
的传统要发扬。过个年，就应该真
正感到心情舒畅，轻松愉快。没必
要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似的条条
框框束缚自己的行为举止，一天到
晚走亲戚疲于应酬，以至于放假比
上班都累。

新春佳节，难得一聚。家人、朋
友、同学、战友，彼此走一走，坐一
坐，聊一聊，无拘无束地拉拉家常，
叙叙友情，回顾过去的一年，展望
未来的生活，这何尝不是一件快乐
的事呢？看来，这年还真是无处可
躲！

踏花归去，马上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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