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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妈妈骡骡李李妈妈骡骡，，
金金子子银银子子往往家家驮驮””
年三十傍晚往家“拉李妈”，民俗背后有故事

文/刘宗兰 (滨州博兴)

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我的
家乡(博兴县)就有腊月三十傍
晚“拉李妈”的风俗。农历腊月三
十傍晚，家家户户都在大街上捆
绑一把干草把子，点燃后再往家
拖。一边拖还一边念念有词：“李
妈骡，李妈骡，金子银子往家
驮。”此时此景，场面壮观，声势
浩大，着实热闹。听老人们说，这
个风俗里藏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孤
儿寡母，日子过得很艰苦。到了
年三十，母亲见别人家都过年包
饺子，自家又没钱买菜弄饺子
馅。就让十几岁的小男孩去垃圾
堆旁捡烂菜叶。

小男孩在垃圾堆旁捡了些
人家扔掉的萝卜头，正想往家
走，就看到有个穿着很破烂的老
妈妈拖着一条残腿，在大街上
爬。小男孩就问：“老妈妈，这都
过年了，您还在街上爬，你怎么
不回家呢？”

老妈妈回答：“我没有家，我
是一孤寡老人。”小男孩说：“老
妈妈，你如不嫌弃，就跟俺回家
过年吧，俺家只有俺和俺娘两个
人。”老妈妈说：“那就谢谢你了
孩子，今年俺总算有地方过年
了。”

小男孩把老妈妈搀回家，对
母亲说了老妈妈的情况，母亲叹
了口气说：“以为光咱穷呢，还有
比咱们更惨的穷人。那就让老妈

妈住在咱家，跟咱们一块过年
吧。”

说着，母亲就把小男孩捡来
的萝卜头剁成饺子馅，包成饺
子。因为面不多，饺子包得也不
多，小男孩和娘就先让老妈妈
吃。吃过饺子后，母亲就把老妈
妈扶到炕头上。互相倾诉着日子
的困苦和人生的艰难。

到了晚上，小男孩和母亲跟
老妈妈挤到了一盘炕上睡觉。但
老妈妈躺下后老咳嗽，不是吐痰
就是擤鼻涕，一把鼻涕接一口
痰，连续不断，全部抹在了席底
下。

母子俩虽然觉着脏，但念老
妈妈年事已高，腿又有残疾，就
不再介意，还不时问候和安慰老

妈妈。这样折腾到半夜才消停下
来，母子俩才得以安宁，慢慢地
睡着了。

睡梦中，小男孩和母亲被年
五更的鞭炮声惊醒，但起来一
看，老妈妈不见了，忽见老妈妈
睡觉的地方席底下鼓鼓的，小男
孩掀起席子一看，母子俩大吃一
惊，原来是一堆白花花的银子。
母亲激动地说：“我们不知道是
遇到了哪方神仙？孩子啊，我们
行好才有好报啊！”

后来有人说，那老妈妈就是
八仙过海中的铁拐李。

从此，人们都想得到“李妈
妈”的“神助”，就有了大年三十
傍晚从大街上往家“拉李妈”的
风俗。

文/林维平(济南)

我的家乡在胶东地区栖霞
市的黑夼村。虽然离开家乡快
40年了，但说起家乡的春节年
俗，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大
年五更”的拜年。

在没有电视和“春晚”以
前，除夕晚上吃完水饺以后，大
人们就要求孩子们早睡觉，等

“五更”起来过年。
一般情况下，夜里11点半

或者12点左右，就要起床放鞭
炮，全家老少都起来过年。首先
要在院子里摆上供品烧香烧
纸，祭拜天地。然后就是吃年夜
饭，年夜饭一定要有鱼(预示着
来年“惺惺”，也就是健康)、芋
头 ( 预 示 着 来 年 生 活 有“ 余
头”)、发面饼(预示着来年能

“发”)、水饺(形状像“元宝”)等
等，这些东西通常都是在除夕
前就准备好了，“五更”起来只
是热一下就行。

饭后就要开始拜年了，通
常情况下，儿子全家要先到父
母家里给父母拜年，爷爷奶奶
要给孙子辈分的孩子压岁钱。
等兄弟们都到齐了，除了媳妇
外，兄弟们和孩子们就要一起
到自己家族的叔伯家里拜年。

拜完了年，天也亮了，就要
吃饺子了。早饭后，就该媳妇们
拜年了，男人们就在家里打扑
克、看电视、拉家常。

现在家家都有电视机了，
除夕晚饭后就看“春晚”，“春
晚”结束后就开始“过年”，也就
是说，我老家的除夕夜是真正
的“今夜无人入睡”。

大大年年五五更更拜拜大大年年

弄巧成拙

醉翁之意

发红包

赏罚分明 尚军 （青岛）

福“到”了！ 尚军 （青岛）

子子路路后后裔裔不不忘忘先先人人：：初初一一不不吃吃肉肉馅馅饺饺子子
文/苏海涛（济宁微山）

在微山湖北部的东岸，绿
树掩映的山东省微山县鲁桥镇
仲浅村中耸立着一座岿然古朴
的庙宇，这就是为孔子的得意
门生仲子路修建的仲子庙。

仲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又字季路。生于公元前542年，

死于公元前480年。他是孔子早
期最著名的弟子，他一生追随
孔子，保护孔子，积极捍卫或努
力实践孔子的思想学说，对儒
家的贡献、对后代的影响也是
很大的。他为子至孝（尽孝是出
了名的，“百里负米”列入中国
历史上尽孝突出的典型代表

“二十四孝”中的第四位），善政

为民，诚实守信，忠义仁勇，闻
过则喜，闻善则行，见义必为，
见危必拯。他位列十哲，世称先
贤。被仲氏尊为始祖，仰为旗
帜，感召后人修身治世、忠勇报
国。

春秋周敬王四十年（公元
前480年）三月 ,卫国发生变乱，
仲子在鏖战中帽子被打掉，仲

子扶正帽子，说：“君子死，冠不
免。”说罢，被乱军一刀砍倒，众
军齐上，剁为肉泥，卒年63岁。孔
子闻知卫国变乱，料到仲子性命
难保;待闻讯仲子被剁成肉泥，痛
哭一场，自此再不食肉酱。

直到今天，微山湖仲子后
裔还保留着大年初一不食肉馅
饺子的传统风俗。

初初二二回回娘娘家家

像像女女王王回回朝朝

文/秦红梅(济南)

在我老家，出嫁的闺女在大年
初二一定要拖家带口回娘家，场面
甚为隆重。既慰藉父母思念出嫁闺
女之情，也表达闺女一家对父母老
人的孝心。但变化的是礼品和时
光，不变的是一家人对这一天的期
盼和重视。

闺女、女婿带着孩子初二回娘
家，像女王班师回朝一样兴师动
众。大人、孩子换上一身过年新衣
服，精气神儿十足。带的礼品也讲
究，以前的标配是自家蒸的大馒
头，造型优美、锅盖大小的枣花馍，
一大块新鲜猪肉，炸丸子、炸麻叶、
炸豆腐、炸藕合……烟酒等等，后
来又兴送桶装油、牛奶、水果、蔬
菜、鱼、保健品、干果盒等，礼品是
与时俱进。

回娘家的交通工具也在不断
变化。早年时闺女带着孩子、礼品
坐在地排车上，女婿拉着车，优哉
游哉、有说有笑地回娘家。有的人
家还套上小毛驴，一声吆喝，响铃
叮当，小毛驴拉着车子欢快地跑
起来，那场面相当接地气。

现在农村家用轿车已呈普及
之势，虽不追求奔驰宝马，但买一
辆中低档家庭轿车，“那都不是事
儿”。一到大年初二，路上穿梭着忙
碌的轿车，甚至在村里的路口也会
出现时段性交通堵塞。到了娘家，
父母接过礼品，抱起孩子，迎进屋
里，体面的轿车停在门外严阵以
待。

大年初二回娘家，既体现了
“百善孝为先”的传统，也拢聚了亲
情，汇集了过年团圆的温暖。

尚军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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