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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年年即即将将到到来来，，盘盘点点小小年年习习俗俗美美食食

扫年

即扫尘，实际上就是大搞
家庭环境卫生。北方人以腊月
二十三为小年，称“扫房”；南方
人以腊月二十四为小年，称“掸
尘”。这一天家家户户黎明即
起，扫房擦窗，清洗衣物，刷洗
锅瓢，实施干净彻底的卫生大
扫除。小年的前几天，家家打扫
房屋，意为不让灶王爷把土带
走。据《拾遗记》记载此俗可追
溯到三千多年前，当时它是先
民驱疫鬼，祈安康的宗教仪式。
后“尘”与“陈”谐音，故扫尘也
就是把陈旧的东西一扫而光，
这既指庭院内的陈年积垢，也
指旧岁中遇到的不快。

祭灶

即祭送灶神升天，因此小
年也叫祭灶节。据民间传说，灶
王爷本是天上的一颗星宿，因
为犯了过错，被玉皇大帝贬谪
到了人间，当上了“东厨司命”。
他端坐在各家各户的厨灶中
间，记录人们怎样生活，如何行
事，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
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
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

人们在腊月二十三都要祭
灶，灶君神像，贴在锅灶旁边正
对风匣的墙上。两边配联多为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下
联也有写成“回宫降吉祥”，横
批是“一家之主”。中间是灶君
夫妇神像，神像旁边往往画两
匹马作为坐骑。在灶王像前的
桌案上供放糖果、清水、料豆、
秣草;其中，后三样是为灶王升
天的坐骑备料，祭灶时，还要把
关东糖用火融化粘住灶王爷的
嘴，让它不在玉帝那里讲坏话，
也有意为让灶王的嘴甜，光说
好话。然后将灶王爷像焚烧，谓
之“升天”，边烧边磕头祷告：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有
的地方烧假马、放鞭炮送灶王
爷骑马上天。上世纪50-60年
代，祭灶王爷的习俗逐渐消失，
但吃灶糖(一种又粘嘴又粘牙
的麦芽糖)和打扫房屋的习俗
仍流传至今。

祭灶仪式多在晚上进行。
祭灶时，祭灶人跪在灶爷像前，
怀抱公鸡。也有人让孩子抱鸡
跪于大人之后。据说鸡是灶爷
升天所骑之马，故鸡不称为鸡，
而称为马。若是红公鸡，俗称

“红马”，白公鸡，俗称“白马”。

焚烧香表后，屋内香烟缭绕，充
满神秘的色彩。男主人斟酒叩
头，嘴里念念有词。念完后，祭
灶人高喊一声“领”!然后天执
酒浇鸡头。若鸡头扑楞有声，说
明灶爷已经领情。若鸡头纹丝不
动，还需再浇。祭灶这天除吃灶
糖之外，火烧也是很有特色的节
令食品。每到腊月二十三祭灶这
天，城市中的烧饼摊点生意非常
兴隆。供品除糖瓜之类外，也有
供水饺的，取民间“起身饺子落
身面”之意，有的也供面条。

小年吃什么？

吃饺子

祭灶节，民间讲究吃饺子，
取意“送行饺子迎风面”。山区
多吃糕和荞面。晋东南地区，流
行吃炒玉米的习俗，民谚有“二
十三，不吃炒，大年初一一锅
倒”的说法。人们喜欢将炒玉米
用麦芽糖粘结起来，冰冻成大
块，吃起来酥脆香甜。旧时，不

论贫富，只要是顶门成家过日
子，就要在锅台上边的墙上，供
奉灶王爷的尊像，在像的两边
贴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
保平按。”每家都把灶王爷奉为
神明，由它来主宰一家兴衰祸
福，由于四季常住灶间，察看一
家人的活动，自然成为“一家之
主”。

吃灶糖

灶糖是一种又粘嘴又粘牙
的麦芽糖，把它抽为长条型的
糖棍称为“关东糖”，拉制成扁
圆型就叫做“糖瓜”。冬天把它
放在屋外，因为天气严寒，糖瓜
凝固得坚实而里边又有些微小
的气泡，吃起来脆甜香酥，别有
风味。真关东糖坚硬无比，摔不
碎，吃时必须用菜刀劈开，质料
很重很细。口味微酸，中间绝没
有蜂窝，每块重一两、二两、四
两，价格也较贵一些。

关东糖

关东糖又称灶王糖、大块
糖。一年之中，只有在小年前后
才有出售。关东糖是用麦芽、小
米熬制而成的糖制品，它是祭
灶神用的。清人写的《燕京岁时
记》中记载：清代祭灶，供品中
就有“关东糖”、“糖饼”。关东糖
在东北的农村、城市里，大街小
巷、街市上，都有小贩叫卖：“大
块糖，大块糖，又酥又香的大块
糖。”乳白色的大块糖，放在方
盘上，一般有三寸长，一寸宽，
扁平，呈丝条状。新做的大块
糖，放在嘴里一咬，又酥又香，
有粘性，有一种特殊风味，是关
东男女老少都十分喜爱的一种
糖。它已从灶王爷的祭桌上走
下来，广为百姓享用。

吃糖瓜

糖瓜分有芝麻的和没芝麻
的两种，用糖做成甜瓜形或北
瓜形，中心是空的，皮厚不及五
分，虽大小不同，但成交仍以分
量计算，大的糖瓜有重一二斤
的，不过用作幌子，买的人很
少。祭灶供灶糖的原因，是为了
粘住灶爷的嘴巴。传说灶爷是
玉帝派往人间监督善恶之神，
它有上通下达，联络天上人间
感情，传递仙境与凡间信息的
职责。在它上天之时，人们供它
灶糖，希望它吃过甜食，在玉帝
面前多进好言。也有人说，祭灶
用灶糖，并非粘灶爷的嘴，而是
粘嘴馋好事、爱说闲话的灶君
奶奶的嘴。

炒玉米

晋东南地区，有吃炒玉米
的习俗，民谚有“二十三，不吃
炒，大年初一一锅倒”的说法。

人们喜欢将炒玉米用麦芽糖黏
结起来，冰冻成大块，吃起来酥
脆香甜。

祭灶糖

在中原地带腊月二十三是
很隆重的节日，这一天一大早
人们就要打扫房子，扫净灰尘，
还要用湿毛巾擦除房内的中堂
画，和各种装饰画，把室内外打
扫干净，然后祭灶，祭灶除了要
用祭灶糖，还要烙葱花油饼，放
鞭炮。

祭灶糖是用白糖熬成糖
稀，拌上炒熟的芝麻，或者苋菜
籽，还有吹出的中间空心上面
沾满了芝麻很香很甜的祭灶
糖，这一天灶王上天去汇报人们
在这一年中的行为善恶，玉皇大
帝便根据灶王的汇报，决定奖善
罚恶的度数，如此规范人们的行
为，虽为可笑，但不缺乏心理的
暗示作用，是中国民俗中重要的
传统文化，但也有不贴灶神的地
方，比如中国四大名镇的朱仙镇
就很少贴灶王。

据说过去这里的人也是贴
灶王的，只是人们年年用灶糖
封住灶王的嘴，便觉得有了灶
王的庇护，可以为所欲为，商人
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连饭馆
饮食也不足量，有一年，玉皇大
帝到这里看门神会，看到人间
饭馆内座无虚席，便也想吃饭
享受人间烟火。他买了一碗面，
却发现四两面竟只有几根，于
是他很生气，回到天宫命火神
祝融前来访查，火神到这里来
化成一个老汉，沿街叫卖火烧：

“换火烧十六两的小火烧，十五
两的大火烧。”镇上那些爱占小
便宜的一听拿小的可以换大
的，纷至沓来换取火烧。

天天子子也也祭祭灶灶神神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
开始祭灶活动，成为天子的五
祭之一。汉代以前的文字记载
称其为灶神。唐以后又称其为
灶君。至于灶王、灶王爷的说法
是唐朝以后民间的说法。使他
的职称与称呼合为一体，成为
令人敬畏、惹人喜爱，又让人怕
的神。

转眼间，小年马上就要到
了，小年也算是一年当中的最
后一个传统节日了，小年过后，
就将迎来除夕春节了。而对于
我国来说，一般过节全家人都
要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所以
大家在过节的时候离不开的就
是吃了。那么小年通常吃什么
呢？有什么习俗呢？下面为大家
介绍小年的传统习俗和美食，
快来看看吧！

本报记者 李倩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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