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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曹成群

老家的习俗，过了腊月二十三年

味越来越浓，年三十前都会把来年正

月里豆腐、丸子和白山药炸出来，馒

头和年糕蒸出来。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腊

月的这几天也是我们兄弟姐妹从早

到晚围着锅台转的日子。有担水的、

有抱柴的、有拉风箱的，一家人各尽

所能其乐融融。姥娘和母亲更是忙

得不亦乐乎，每天像是腾云驾雾一

般，一锅接一锅地蒸，从未说过累。

她们最拿手的压轴戏莫过于蒸“枣

山”。头天晚上，把和好的面放到热

炕上发酵。第二天将发酵好的面团

揉得劲道十足，随后把面团搓成粗的

长条，用手揪成大小一致的剂子，紧

接着把剂子搓成长条。然后将三个

枣按中间一个，两头各一个卷成“心”

的形状，这时映入眼帘是白面裹着的

上边一个枣、下边两个枣的面食，家

乡人称之为“枣糕”。

紧接着将四个枣糕在笼屉蒸布

上紧挨着摆成一行为第一层，向上第

二层三个，第三层两个，顶层一个，共

四层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枣山”（见

照片），盖上笼盖开始添柴烧火。兄

弟姐妹中属我个子高力气大，就卖劲

地拉风箱，大火蒸半小时后“枣山”便

蒸熟了，厨房内热气夹带着甜甜的枣

味扑面而来，热气像白云翻滚着冲出

门外。我们兄弟姐妹围在门口尽情

地吸着这诱人的气味，美味十足的口

水不时咽下。

姥娘和母亲小心翼翼抬起蒸好

“两座枣山”放到簸箩中凉着时说：

“这是供品，小孩们只能看可不要摸

啊”,我们兄弟姐妹只好“望梅止渴”

了。我带着这个好奇心请教下班回

到家中的父亲，父亲一席话使我知道

好多民俗知识。蒸的是“枣山”，寄托

着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

三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两座枣

山”在年三十晚上和正月十五中午要

在“奉供天地之神位”处上供，所以叫

供品；二是枣山中十个枣糕寓意十全

十美，上下四层分别表示福、禄、寿、

禧，以祝福新的一年做什么事都会十

全十美；三是据传说摘供后人间凡人

食用供品，老天爷就会保佑家庭和睦

延年增寿，幸福美满添福进财——真

是深感习俗文化奇妙无比。

悟透了寓意着浓浓祝福，透视出

亲情满满的幸福期盼，到大年初一和

正月十六中午分享摘供后“枣山”达

到了高潮。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围坐

在父亲和姥娘、母亲身边，遵循平时

规矩，父亲拿起筷子吃第一口饭后，

我们才动碗筷。此时，父亲笑容满面

地看着我们就是不动筷子，聪明过人

的哥哥心领神会地说：“谁先说对‘枣

山’每个枣糕寓意着什么？谁就先吃

第一口，依次类推。”话音刚落，我就

抢着答道：“最顶层一个表示福星高

照。”父亲满意地点点头，三、四弟一

看急着说：“向下第二层是禄星，两个

枣糕一个意指官职，一个意指禄位。”

话音未落，就听姐姐说：“向下第三层

是寿星，三个枣糕，一个代表上寿

120岁，一个代表中寿100岁，一个代

表下寿80岁。”哥哥巧妙地接过话题

说：“我替四个妹妹说第四层是禧星，

四个枣糕分别代表年禧、福禧、贺禧、

新禧。一句话就是宏图大展、喜气盈

门、鸿运当头、好事连连。”

说到这里，父亲高兴地说：“这是

口口相传的年俗，男女老幼都期盼着

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福气福运全家

福，平平安安每一年！今天就破例全

家不分老幼一起品尝摘供后枣山

吧！”一刹那，那香甜扑鼻吃在嘴里香

味无比的“枣山”变成全家人的美食，

一阵胜似一阵的欢声笑语，犹如

丝丝暖流涌入心间，全家人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心连

心 ，同 呼 吸 ，共 命 运 。 这 种 最 快

乐、最享受、最温馨的情景已成为

我难忘的记忆。

蒸“枣山”

与古人对话，与现实对
接。《风骨河北》版与您一起关
注河北人文、关注河北民风民
俗。常设栏目有“赏析”“记
忆”“争鸣”“传说录”“地名
志”“古建筑”，欢迎批评、建
议和参与。来稿务请写明详
细地址并留下电话。千字文
最 适 宜 。 互 动 信 箱 ：
b770329@126.com

金猪拱门又己亥
■王长宗

义犬渐渐远去，金猪又来拱门，

农历己亥猪年到了。中国的农历年

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若干个时间节

点、若干文化元素和若干文化单元的

组合。

过年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就拉

开了帷幕。腊月二十三这天，千家万

户都要把灶神从天庭迎回，好吃好

喝，不敢怠慢，最穷的人家也要买几

块糖堵灶神的嘴，谓之曰“上天言好

事，下界保平安”。漫长的封建社会，

小民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

神灵保佑，虽然让人屡屡失望，大概

也只能如此，年复一年，代复一代。

直到今天祭灶文化依然扎根于现实

社会。时下，人们批评犯有“四风”问

题、吃拿卡要的干部是“属灶王爷的，

谁家的灶台他都上”，是何等尖锐、深

刻、形象。如此，中国悠久的年文化

便和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实现对接。

过年的高潮在除夕之夜和大年

初一。除夕，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

净，贴对联、贴福字、贴门神，挂灯笼，

其俗也逾千年以远。写福字、贴福

字，从宫廷到民间皆盛此俗。皇帝皇

后写福字赠宠臣，谓之“赐福”。到清

朝时不仅历代皇上写福字，连末世的

慈禧太后也是写福字的高手。过年

的福字有五重含义：“一曰寿，二曰

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

命”。写福字、贴福字，兹事体大，但

恭王府的管家在贴福字时一不小心

贴倒了，恭亲王本来要责难他，但管

家机灵善辩，“回王爷，福大命大造化

大，福到了！”恭亲王转怒为喜，反而

赏了他五十两纹银。直到今天，还有

不少人，附庸风雅，福字专门倒贴，也

便由他去。但还有人倒贴福字，尚觉

不足，在写“招财进宝”时将财字横

写，谓之“发横财”，则令人不舒服

了。拜年时人们抱拳施礼：“恭喜发

财”，但愿不是“横财”。

贴门神则更有趣。大江南北，长

城内外，地域不同，个人爱好不同，门

神的选择和造型各异。多数是钟馗、

关羽、秦琼、尉迟恭等等。在音乐之

城河北武强县的西洋乐器小镇，钢

琴、提琴、黑管等西洋乐器年产值上

亿元，农民西洋乐队在春节期间演

出，场场爆满，收入不菲，那里的农家

小院大门上的门神也是秦琼、尉迟

恭，但不是握剑举鞭，而是手挥五弦，

或手捧一把地道的小提琴，一副小提

琴手的姿态，“中外结合”得真可以！

年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渐渐嬗变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有人说年味淡了，其实不见得，

年节之隆重、之盛大，一如既往，远方

游子虽千里万里，都要赶到故乡父母

身边吃年夜饭。除夕夜的炮声一如

鲁迅笔下鲁镇上空炮声，只是人间已

换，当然时下都市已禁炮，倘不禁炮，

刹那间PM2.5就能爆表。年夜饭比

任何时期的年节都丰盛，除水饺，还

备时鲜菜肴，美酒，果品。

富裕之后的中国人所以常感叹

“年味淡了”，是因为平时“天天过

年”，也就比较不出过年有什么特

别。依笔者看，现在反倒是年味更浓

了，只说一事，过去除夕夜时家家户

户守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节目，现在除

看春晚、守岁，家家户户的人还要握

着手机发信息，为亲朋拜年祝福。连

农村大妈们也握着儿女孝敬的智

能手机，看个不停，不时说“电视

看累了，给群儿里的老姐妹发个

拜年微信”。那神态，煞有介事。

此时此刻，神州大地的上空，数以

亿计的拜年电波，带着城乡百姓

的祝福和心愿飞向四面八方、五

洲四海，覆盖全球。

过完除夕和大年初一，年节远未

落幕，正月初五是“崩穷”，规模依然

了得，从凌晨至深夜，炮声连天。崩

穷，送穷之俗，隋唐时期已盛行，《夷

坚志·补》卷十一载：“正月初五剪纸

为妇人，弃路衢，曰送穷，行者拾归

奉，曰娶富媳妇儿归。”在古代朴素的

辩证理念中，认为穷富可以转化，表

达了治穷致富的美好愿望。唐代文

学大家韩愈写过著名的《送穷文》，具

体说有五穷：一智穷，二学穷，三文

穷，四命穷，五交穷。中国人崩穷、送

穷久矣，到2020年，将有7000万绝对

贫困人口整体脱贫，加入到全面小康

的行列中来。

正月十五是年文化节点上的最

后一个高潮，谓之“元宵节”，俗始于

汉，太尉周勃勘平诸吕之乱，恰在正

月十五。文帝刘恒定于正月十五日

“与民同乐”岁岁庆祝。正月为“元

月”，夜晚称“宵”，正月十五便称为元

宵节。是夜张灯结彩，鱼龙竞舞，万

人空巷，皇室也倾宫出动，堪称中国

最古老的狂欢节，两千多年间，庆元

宵的方式虽有变化，但节日不衰。北

方舞狮，南方舞龙，皆是高手参与，两

支狮队、龙队可以竞争角逐，一决高

下，煞是热闹。除舞狮、舞龙，北方太

行山区的拉花，张家口坝上的打树

花，也极富地方特色，都算得上地域

文化。

年是民俗，也是我们的民族文化

基因，印在山川大地，也流淌在我们

的血液里。金猪拱门又己亥，大家猪

年吉祥啊！

■赵秀环

拜年是老家的主要风俗和仪

式。每每过年，院子的树上、空中东

西方向的两根铁绳上、大门上、大街

小巷，一绳一绳（铁丝绳）都挂起了大

红灯笼，方的、圆的、棱的、转的……

鸡年有各式的鸡、猪年有各样的猪

等。灯罩上有美女、老猪背媳妇、故

事、古诗、谜语等大全。门扇门口张

贴上大红福字和对联，瞬间过年的气

氛就浓郁起来了。到了晚上大红蜡

烛一点，把个村子笼罩得红彤彤的，

街头巷尾、农家小院一下子就沸腾起

来了，猜谜语的、读古诗的、看花灯

的，还有那嬉笑打闹钻来钻去捉迷藏

的孩子们，像赶集一样满街都是。

有些男孩子时不时地放几个小

炮噼里啪啦，火星子四溅一团团烟

雾；女孩子们就用手指堵起耳朵吱吱

呀呀地四处乱跑。小商小贩买卖也

抢手得很，花生、糖果、冰糖葫芦等，

别的时候可舍不得买，买点得省着

吃，一颗花生豆满嘴飘香，一粒糖果

甜到心底……

整个正月都洋溢在欢乐和喜庆

之中！初一吃完饺子，男女老少都穿

上新衣服，人人都绽放着春天的花

朵，笑容满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女

孩儿们，个个花枝招展，美若天仙！

真是一幅不可多得的风景！

大拜年是年节最主要的一项！就

是小辈的，不分男女（没结婚的除外）给

大辈人拜年！原则上只限于当家子之间

拜年！不过也有乡亲们互相串门拜年

的。我家辈大，来我家拜年的人多。每

每大年初一，天还不明，村里就热闹起来

了，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一会儿，我们家

就来人了，排头的人一喊：爷爷！奶

奶！给您拜年来了！接着就异口同

声地喊起来：爷爷奶奶、大伯大妈、叔

叔婶子，给您拜年来了！话音没落，

屋里院里就满了人。接着又一波爷

爷奶奶……一大堆称呼，给您磕头

了，进了屋的人就在屋里磕头，院子

里的人就在院子里磕头。

……

父亲母亲总是张开手臂边拉人

们边一个劲地说：别磕了！别磕了！

人们还是磕。好热闹啊！和家

族大聚会一样。小时候很期待这一

天，就跑出来看，屋里院里，一跪一大

片！真壮观！父母招呼人们坐下来，

人们也不坐，说会儿话，屋里的人就

往外走，外面的人就往屋里走，总之

都高高兴兴地给父母说上几句话才

离去。

接下来就是乡亲们拜年！到我

家来的大多是老党员，大队干部，也

有不少街坊邻居。来人按乡亲辈分，

称呼不一，给父母磕头拜年，然后就

坐下来说说话，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一气就到了中午。另外，乡亲们拜年

不局限于初一，只要不出正月，哪天

拜年都行，有来家里的，有在街上

的。常有人在大街上给父母拜年！

像见面礼一样，该称呼什么的称呼什

么，见面说几句话，接着就称呼着：给

您拜年！磕这儿吧！拉着父亲或是

母亲的手就磕头。父母总是说不磕

了不磕了。还是磕头。一边拒绝，一

边行礼！一直延续到二月二龙抬头

去了。

老家的拜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