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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春节不仅意味着祭祖和春
联。在这之外，人们还会用不同的行
动，向新的一年寄托希望。

德州、博兴、临朐和鲁西南等地，
有布灯的习俗。在临朐本地方言中，
人们把布灯叫做“竖灯笼杆子”。他们

用一根长木杆挑起灯笼，竖在院
里，寓意以光明驱走黑暗。现
如今，灯笼也逐渐被灯泡取
代。

德州等地还有“烧天
庭”的习俗：将一捆谷草竖
在院内(当地称“天庭”)点

燃，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
分别代表五谷，谷草燃向哪个

方向，就说明当年哪种作物将得到丰
收。

滕州地区则会在火盆中装柴点
燃，一连燃烧三天。当地人将此称为

“沤岁”，意味着来年的日子红火兴
旺。

鄄城民众在年三十这天下午，洒
扫庭院，担水满缸，然后再把芝麻秸
撒在院内，这叫“撒岁”。“撒岁”的同
时，人们还常唱起歌谣：“东撒岁，西
撒岁，儿成双，女成对，白妮胖小，都
往家跑。”这寄予了当地人子孙满堂
的美好愿望。

同样是在这天下午，临沂市兰陵
县(原苍山县)民众，家家户户都会拿
出年前买的一根青竹竿。他们先用黄
表纸包好麦麸，放在自家石磨的磨眼
底部，再把顶挂五彩门笺的青竹，插
进磨眼里竖起，以取“节节富足”之
意。而这竿青竹，也被当地人叫做“摇
钱树”，要一直栽倒正月十五。

在除夕夜，除了祭天、燃放鞭炮
等活动之外，德州农民以前还有一项
颇为特别的活动，叫做“打麦影”。他
们当晚会打着灯笼来到麦田，把灯笼
放在麦田一头后，人到另一端趴下，
朝灯笼的方向看小麦的长势，以测来
年的丰收。

各色各样的习俗背后，人们对生
活寄托着近乎相同的希望，希望家人
平安，也希望生活更加富足。

还记得第一次用毛笔，在对联
纸上写下“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
乾坤福满楼”的心情吗？

尽管如今不少家庭已逐渐选
择买对联，也不再会贴得家里四处
都是，但对春节而言，春联依然不
可或缺。

春联的形式各地不同。在鲁中
山区的部分村庄，从大门到农具，
春联会占据各个角落。

村民会往粮囤上贴“五谷丰
登”、“粮食满仓”，往猪羊圈上贴

“六畜兴旺”，往牲口槽上贴“骡马
满槽”，在大车上贴“日行千里”，就
连对着大门口的树上也要贴一张

“出入平安”。可以说，除了各式各
样的鞭炮，最能装点春节喜庆气氛
的，就要数春联了。

年三十这天能被贴到门上的，
除了春联，还有门画。这种形式以
前曾在鲁中、胶东的山区流行。

最 开 始 只 是 简 单 的“ 贴 门
神”，此后门画贴法逐渐精细化，
人们慢慢把各种门神分门别类地
贴在有象征意义的各种门户上：
大门上常贴扬鞭举锏、鬼神都怕
的敬德、秦琼；二门上是善于降妖
捉怪的杨戬、哪吒；影壁上贴魁
星；上房门贴福禄寿；厢房门贴五
子登科等。

所有的门神画，不但图像精
美，意义也很鲜明，再配上有诗情
画意的春联，不但怡情，又能寓意，
花红柳绿，真有山区春节的气象。

而对于沿海渔民来讲，渔船才
是最为重要的生产甚至生活工具。
所以在日照沿海，渔民们会于年三

十这天午后，到渔船上贴对联。
他们将“招财进宝”合写

为一字，贴在船头。如果家里
有一艘五桅风船，家人则会
在每根桅杆上，按顺序贴上

“大将军八面威风”、“二将军
日行千里”、“三将军随后听

令”、“四将军一路平安”、“五将
军马到成功”，景象极为威武雄壮。

在很久很
久以前，春节
还 不 叫“ 春
节 ”，叫“ 元
旦”。直到辛亥
革命的炮火，
击碎了中国两
千多年来的封
建帝制，开始
采 用 公 历 纪
年，农历正月
初一才与“元
旦”分离，改称

“春节”。
“十里不

同风，百里不
同俗。”尽管在
这一节庆到来
时，整个齐鲁
大地响彻着同
一片爆竹声，
可 由 于 齐 与
鲁、沿海与内
陆的差别，春
节 时 的 那 些

“老黄历”，也各
有各的味道。

年三十是旧年的最后一天，所谓
“年穷岁尽”，也是除旧迎新的重要界
点。而在这一天，对于咱们山东人来说，
最为隆重的仪式，就要数“祭祖”了。

据《齐鲁民俗》记载，在烟台市海阳
麻姑岛一带，这天黄昏时分，整个家族
的老少爷们儿会一起出动，备好香纸、
马鞭(剪纸糊在谷草上成马鞭形)，前往
祖坟焚香烧纸，并在每个坟头插一支马
鞭，请老祖宗“骑马”回家过年，这被当
地人称为“请年”。

到家后，家族成员会在大门外横放
一根木棍，这根木棍也被叫做“拴马
桩”。此外，他们还会从街外开始撒“马
草”，直至族谱前，并将另一些“马鞭”供
于谱下。

与海阳麻姑岛一带不同，德州地区
“请祖”，则是由本家族中的长者，带领
一两个子孙，手执纸钱在村头进行。长
者带领子孙在村头下跪后，会一边烧纸
一边念叨：“爷爷奶奶，回家过年了。”

烧完纸他们便起身回家，到大门前
再烧纸表并鸣放鞭炮。此举过后，他们
会面向大门叩头，且口中念道：“爷爷奶
奶回家过年了，请门神让路。”

走进大门后，他们同样会在门口横
放一根木棍，只不过这根木棍的
名字换成了“拦门棍”。放置
木棍的同时，族人还会点燃
明烛，并在院内撒下芝麻秆
或谷草，这在该地区被称为

“踩岁”。
在旧时的鲁国都城曲

阜，此前不管是在曲阜
城里，还是在城周方圆
几十里的村庄，都是在除夕半夜子时听
到孔府里炮响三声之后，才开始过年活
动的。

听到炮声，家家首先燃放鞭炮。燃
放鞭炮，又被当地人称为“发纸”，从子
时到天亮，鞭炮声不绝于耳。之后，各家
族再为祖先与诸神摆供。供品一般为单
数，其中必有整鸡整鱼，寓意“吉利有
余”。燃烛两支，放在供桌左右。上香后，
合家再磕头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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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ies and gentlemen，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

过！整个视频只需一分钟，一分钟你看了不会吃亏，
一分钟你看了不会上当！ ——— 深度报道部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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