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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吃吃饭饭不不拉拉呱呱，，酒酒醉醉不不骑骑马马
章丘民间饮食禁忌大观

翟伯成

清末民国初，章丘农村走
亲访友一般当日去当日还，主
家待客以晌午饭 (即午饭 )为
主，晌午饭之后，客人便告辞。
有的地方主家必再备一餐，餐
后送行，名为“二道饭”。吃饭宴
席座次，有两种情况：一是用炕
桌，桌置炕上，面向外，左为首，
右为次，余依次而坐。另一种情
况是在屋内用方桌，每边坐两
人，共八人，故叫八仙桌，迎门
面的左首为上座，上座右边为
次座；两边左为三，右为四。

全家人围桌吃饭时，上座
坐长辈，下座坐晚辈，尊者落

座，其他人才可入座。菜肴上
桌，尊者夹菜吃饭，其他人才
可开始。宴席设置，差异较大，
如一室两桌并列，左为尊，右
为次；若前后排列，里为尊，外
为次；三桌并列一室，中为尊，
左为次，右为下。席面饭菜分
大席和行席两种：大席招待贵
宾，很有讲究，宾客入座先上
烟、糖、瓜子之类，然后上十二
盘、四大件，鸡、鱼、肉必备；行
席招待一般客人，设八盘两
汤、十二盘两大件不等。

上菜的顺序、放置的位置
也有规矩。旧时，章丘席间重
鱼，八盘之席，第四盘为鱼；十
二盘之席，第六盘为鱼。在婚宴

时，一般最后一道菜为鱼，取
吉庆有余之意；过年全家“福”
宴，最后一道菜也是鱼，取其
谐音“年年有余”。上鱼时，鱼
必全，端摆时，以肚对主客，鱼
头应对着长者或客人，对着谁，
谁要饮酒三杯，然后大家方可
吃鱼。因此，民间有“上鱼前必
满酒，食鱼前必干杯”之俗。

饮酒的礼节是食俗中最
重要的一部分，俗话说：“敬酒
望尽兴，无酒不成礼。”章丘人
豪爽、好客远近闻名，酒礼则主
要表现在斟酒、敬酒、劝酒几个
方面。旧时，章丘普遍讲究：“酒
满敬，茶满欺。”酒要满才是敬
客之意，不能像倒茶水一样只

倒半杯，同饮之人应从长辈开
始斟酒。敬酒方式有三：一是给
在座的每人敬一杯；二是重点
敬酒，给长辈、主人或重要人敬
酒；三是同辈之间互相敬酒。对
于敬酒一般认为不能拒绝，拒
绝是对客人的不敬，但喝不了
时可请人代喝。劝酒的方式旧
时繁多，如歌舞乐、杂耍百戏、
民歌小调等助兴表演，花样繁
多的酒令及活泼有趣的游戏
和猜拳等，力劝来宾开怀畅饮。
但无论敬酒还是罚酒，多以三
杯酒为限，这也许是以三为圆
满的一种心理表现。(作者系章
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市文联
副主席)

章章丘丘民民间间待待客客习习俗俗

章丘人讲究敬宾客，在吃
饭前要给客人递上热毛巾，请
洗脸、擦手，把客人让到首席座
位上。客人进门的第一顿饭忌
吃水饺，因为水饺是送行人食
品，俗称“滚蛋包”，意味着客人
不受欢迎，本地有“上轿水饺下
轿面”之说。吃饭时，主人要亲
自给客人布菜、敬酒；盛饭时忌
勺子往外翻，一说这是犯人牢
食的舀法，一说是为了避免“财
水外流”。宴客时又忌茶壶、酒
壶口向人，否则以为会有口舌。

家中来客，打荷包蛋时，忌
打两个鸡蛋，恐犯“二蛋”的忌
讳，“二蛋”俗谓“傻瓜”之意。旧
时，章丘民间还忌讳吃饭前用筷
子敲空碗，俗以为“穷气”，乞丐
相。拿碗的手势一般是五指自然
捧着饭碗，忌讳用手掌平托碗
底，又忌用手攥着碗边，这也像
乞丐要饭的样子。有些大户人
家，酒杯碗筷的放置都有规矩，
叫做：“杯不出碟，筷不出缘。”
又有筷子不放于杯子同一侧的
忌讳。若是杯子的两边，一边放
一根筷子，就觉得不吉利，因为

“快(筷)分开”了，这样，看上去
也不雅观。并且，每双筷子应一
般齐，不可一长一短，否则，令

人想起“三长两短”等不吉语。
吃饭是一件正经事，有些

地方忌讳吃饭时看镜子，忌讳
边吃边干，或者边吃边玩，边吃
边说话，俗谓“吃饭不要闹，吃
饱不要跑”。还有“食不语”、“吃
饭不拉呱，酒醉不骑马”的说
法。旧时，章丘有许多饮食方面
的良风美俗，这些往往以禁忌
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吃饭时
忌讳掉饭粒、撒米和剩碗根，要
爱惜谷物。俗以为“作践谷物，
必遭雷击”。又以为“小孩剩碗
底，长大娶丑妻”、“吃不光，好
生疮”。因此，家长从小就要求
孩子吃多少盛多少，掌握饭量，
珍惜粮食。此外民间还有许多
劝食的俗语，如“少吃多滋味，
多吃坏肚皮”，尤其忌讳晚饭多
食，有“少吃一口，安稳一宿；少
吃一碗，安稳一天”之说。

旧时，章丘食俗还与祭祀
活动结合在一起，某些宗教信
徒也常在饭前祈祷，汉族百姓
虽无明显祭祀行为，但也视吃
饭为一天乃至一生中之大事，
平常人们相遇时总爱说：“吃了
没有?”足见吃饭是人人关注的
问题。(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
委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过年蒸年糕，忌讳孩子们
在灶前指指点点、乱说话。旧俗
以为孩子们一插嘴，年糕就发
不起来了，就蒸不好了，就是平
时蒸馍馍、炸油条时，也有恐怕
得罪鬼神的忌讳。为了防止“鬼
捏馍”和“鬼喝油”，一般这时禁
忌外人串门。有的在门口插剪

刀，有的放碗冷水，还有的干脆
关门闭户，以防人来。就是平素
沏茶也有禁忌，禁用铜器盛茶，
绿茶忌用沸水。沸水也有分别，
接近沸时叫嫩汤；四边泉涌，累
累连珠叫中汤；腾波鼓浪，水气
全消叫老汤。泡茶忌老汤，以中
汤为好。

旧时，人们根据食品的热、
凉、补、损等性质，认为物性相
反、食品相克的不能食，这多
与医道相关。如吃桃，不能喝
茶；吃柿子不能喝酒；葱与蜜
禁忌同食，谓之“甜砒霜”；花
生与黄瓜禁同食，因其物性相
反；烧酒与生姜禁忌同食等
等。民间也有不信此说的，有
些人吃了仍旧安然无恙。这说
明此类禁忌所说的犯禁后果
也并不那么确凿，也并不那么
科学，甚至有的是荒谬的，不
过民间仍有人笃信不疑，互相
传承递继着。

旧时，还有一种更为原始
的饮食俗信，即相信食物的某
种自然属性也会“传染”给吃
者。如小孩没蜕奶牙的不能吃
生葫芦种，否则蜕牙后要长出
葫芦种一样的包牙来。

在祭祀祖先、神灵时也禁
食某些食物。旧时祭祀、吃斋时
禁忌吃葱，俗谓：“吃蒜不吃葱，
吃葱假斋公。”旧时，民间还有
不食马、牛肉的习俗，认为马、
牛类有功于人，所以不忍心杀
食之。这种感恩于某种畜类而
禁忌杀食其肉的习俗，与远古
图腾禁忌有某种相似性。

俗话说“入乡随俗”，到某地某人家中做客，要明白当地饮食习俗，了解当地饮食方式上有何禁忌，切莫犯
了人家的忌讳，不然的话，就闹出笑话，或者发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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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春节)，旧时民间要做许多面食，
作为年食和留在正月间吃。做圆形面食，
上端刻十二凹缺，叫“蒸月”；做圆仓形面
食，叫“蒸仓”；做十二生肖面食叫“蒸属”；
又蒸鱼、猪、狗、鸡、元宝等形分置家中各
处，节后食用。龙山镇一带，过年家家用小
米及玉米面蒸一种加佐料的饭团，叫发
糕，取其谐音“发高”；还用小米面加枣做
成面食，叫粘粘糕，取其谐音“年年高”；百
姓过年必吃豆腐，取其谐音“都福”。

正月初五为“五马日”，章丘普遍吃
水饺、吃面条。但忌讳吃蒜，因为蒜和

“散”音相近。
正月初七为“人七日”，一般吃糕、吃

面条。山后寨乡在此日一般都吃渣豆腐。
立春日吃“春饼”。白面做薄饼，或玉米面煎

饼，卷葱吃。吃“萝卜”，名为“咬春”。
正月初十俗称“庄稼生日”，要蒸小米

干饭供天地众神，人也于这一天吃干饭。
正月十五，普遍吃元宵。旧时，农家有

自做元宵的，团馅为丸，蘸水，用簸箕盛糯
米面，置丸其中，反复摇动，使面一层层沾
上，故而叫摇元宵。有的地方还有用豆面做
各式灯盏的，节间点燃，节后收残灯，切条
代豆腐熬菜，别有一番风味。

正月十六，高官寨一带吃水饺，名
曰：“煮蝼蛄。”

正月二十五，称“龙凤日”，此日要吃
面条，名为：“龙凤面。”

二月二，青龙节，吃面条，称“龙须
面”。以糖水浸黄豆，晾干、炒食，名“炒蝎
豆”，有的还把面棋子和蝎豆一块炒，花样
甚多，至今盛行。高官寨则称“炒携豆”，且
专送给老师吃，据说是为了纪念孔子。有
的地方要把过年(春节)时留的最后一点年
(粘)糕切块用油煎着吃，过此则再也没有
年糕可吃了，因而乡间希望继续已结束之
事时，就说：“还想二月二那一碗糕。”

三月三赶“香火会”，又称“小媳妇
节”。节前新媳妇回娘家，三月三回婆家
要带回许多面塑的燕子，广泛送人。

清明节必吃鸡蛋。寒食日，章丘有些
乡镇如双山旭升村一带民间有吃卷煎
饼、生食苦菜的习俗。

四月初八为浴佛节，民间多游山寺，
取松花干作糕，以避瘟疫。

五月端午，包粽子，煮鸡蛋。大部分
地区还喝雄黄酒，吃青蒜苗和小白菜。

农历六月初一为半年节，章丘境内
高官寨和绣惠一带有过半年的习俗。传
说，光绪年间，瘟疫流行,死人无数，经高
人指点，提前过“年”后瘟疫才能停止,时
值五月 ,于是人们就提前于六月初一过
年。以后相互仿效 ,以求禳灾。民间以为
半年节是一个麦季丰收后的庆贺节日，
所以，这天要吃新麦面粉包的水饺,家家
要接闺女,请女婿，热闹非凡。

六月六，晒衣节。黄河乡、高官寨有
吃炒面、备荒粮的习俗。

夏至，章丘各地普遍要吃凉面条，有
“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有些地方有
用青麦粒磨“碾转”吃的习惯。

伏日，吃面条，俗话说：“立秋饺子入
伏面。”

七月初七，普遍有吃巧果的习俗。常做
小面食、油炸，称为“花儿”，有民谣：“七月七，
炸花吃。”姑娘们则在七月七这天做面食供

“姐姐”(织女)乞巧，面食多种多样，如面塑果、
瓜、小鸡、小猪、金鱼等等，无物不可做。

八月十五中秋节大都吃月饼，并摆瓜
果、月饼祭月，俗语曰：“八月十五月正圆，
西瓜、月饼敬老天。”除了吃月饼以外，绣惠
一带旧时还流行做“月鼓”，也叫“月糕”，尤
其以绣惠堂字巷鸿祥点心店做得最有名。

九月九，重阳节，旧时章丘各地必于这
天蒸枣面花糕，名曰：“菊花糕。”有的地方
叫“重阳糕”，也像月饼、元宵一样作为礼品
相互馈赠。重阳节也必饮菊花酒，吃菊花火
锅，绣惠一带有食白菊花的风俗。

冬至，俗称“过冬”，必吃饺子。
腊月初八，喝腊八粥。龙山一带民间则

用小米(一般为黏米)加枣做腊八糕。取其谐
音“爬高”。此外，农村还有腌腊八蒜的习俗。

腊月二十三辞灶，吃糖瓜。糖瓜用麦
芽糖做成，吃时粘牙，供灶王，意在粘住
其嘴巴。龙山一带民间则用小米面做茶
汤，祭神。章丘大部分地区则吃素面汤或杂
面汤，饭后又吃灶的“糖瓜”。有民谣唱
道：“灶王爷，腿儿弯，提里克拉上西天。
我见玉皇诉诉苦——— 吃了糖瓜扒杂面!”

食品方面的禁忌

食品制作禁忌

饮食方式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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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饺子入伏面
民间四季食俗大全

旧时人们吃宴席前的情景。

章丘名吃黄家烤肉

黄家烤肉

龙山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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