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有记忆时起， 我就经常听到父
母说：“大人盼种田，小孩望过年。 ”大
人是否真的盼望种田，我不理解，更说
不清楚， 但小孩盼望过年却是真实不
虚的。

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比着守夜，说
是守麦根，睡得越晚，来年的收成就越
好。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就开始燃放鞭
炮，家家户户都比着放炮，谁家炮响得
时间最长，谁家来年就会兴好运。 迎新
那天，孩子们心里痒痒的，深夜里连觉
都睡不好，天刚亮就爬起来。 女孩子梳
洗一新帮母亲做饭， 男孩子帮父亲贴
对联、贴年画，有说有笑。 对联和年画
贴好后， 屋里屋外焕然一新， 一片喜
庆，年味溢满！ 每当这个时候，热闹的
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响彻整个
村子，烘托出浓浓的年味！ 放完鞭炮，
全家人依次给祖宗磕头， 祈祷他们的
护佑，来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父母

交代过磕头的时候要讲规矩： 闭口不
言、目不斜视、文质彬彬。 一家人依次
磕头，气氛显得严肃。

祭祀礼毕后，孩子们就自由了，可以
活蹦乱跳，畅所欲言，尽情玩耍。 吃完年
饭，父母把炭火生得旺旺的，母亲倒上热
气腾腾的温水，让孩子们脱光衣服，痛快
地洗个澡。 洗完澡，坐在火炉旁烤着火，
看着父母包饺子， 听着他们说些家长里
短的陈年往事，自有一番乐趣。

正月初一， 大人孩子都穿上了新
衣服、 新鞋子， 高高兴兴去亲戚家拜
年！ 对于孩子们来说，拜年的乐趣是有
很多好吃的。 那个时候，年味会一直持
续到正月十五以后。 过年需要花很多
的钱， 对于大人来说， 过年就像是过
关！ 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就是快乐
和喜庆， 年味就是一种真实的喜悦和
热闹。 这种年味深厚绵长，令人回味，
让人难以忘怀！

时代变迁，日新月异，科技改变生
活。 如今，生活早已过得富足，那些贫
苦的岁月已经远去， 偶尔给孩子们讲
讲，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孩子们出
生的年代不同， 他们需要什么随时走
进超市，甚至足不出户都可以网购。 陈
香的年味渐渐地变了味， 如今的过年
更多地被浓郁的商业气息所操控 ，快
速的生活方式让原本纯美、 浓香的年
味一闪而过。 身临其境，登门拜谒的拜
年变成了来自遥远的电话或微信 ，浓
郁热闹的年夜饭变成了在灯火辉煌酒
店里吃预订餐， 全然失去传统年夜饭
的韵味，城市化、信息化，快节奏的年
让古老的年俗变得支离破碎。 尽管如
此，中国传统年历史久远，年味总是有
着一种喜庆的氛围， 是积极向上的精
神，是洋溢人情味的文化传统。 留住陈
香的传统年味， 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
家园，留住我们的文化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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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既是辞旧岁，也是迎新年，是中华儿女感恩、团聚、
祝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智慧的中华儿女通过特有的仪式
感，探索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真谛。 特定的节日氛
围，人们怀着感恩的心孝敬长辈，犒劳亲朋好友，以丰富多样
的形式满足着精神上的享受。 在安康这片热土上，随着文明程
度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年俗也愈发丰富多元， 呈现出
“十里风俗九不同”的蓬勃之势，每个人的心中都永驻着属于
自己的年俗，每一代人也藏着属于那个年代的年俗符号。 虎年
春节，让我们一起回忆那些藏在年俗里的年味吧！

年年俗俗里里
蕴蕴藏藏着着的的浓浓浓浓年年味味

春节是团聚的日子，是交流亲情、
互送祝福和祈愿新年的日子， 主要通
过祭祖先、吃“团年饭”和拜年等习俗
体现。

每年除夕的贴春联、门神习俗，正
式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家家户户和各
机关单位纷纷在大门贴上一幅红底黑
字的崭新大红春联， 既营造出春节的
喜庆氛围， 又抒发人们对新年的美好
愿景。 现撷取白河解放初期、改革开放
初期和现今的三副春联：“户户村村张
灯结彩祝胜利， 男男女女打锣敲鼓贺
新年”“翻身要靠毛泽东， 致富不忘邓
小平”“丰年庆新春吉祥如意， 月月走
好运心想事成”。 由春联内容可看出不
同的时代背景， 折射出不同行业和家
庭对新年不同的祈愿和幸福感。 过去
春联主要用毛笔手工书写， 现今大部
分春联都是机器印刷。

贴春联后就是祭祖先习俗， 白河
人称“上坟”。 一般都买上火纸、香、鞭
炮、蜡烛和鲜花等祭祀物品，到已故的
祖先坟墓前祭祀，在缅怀追思祖先中，

用不忘生命来路抚慰心灵的皱纹 。
2020 年除夕，因疫情防控需要，人们都
居家遥祭祖先。

祭祖后进入 “团年 ”习俗 ，禁放
鞭炮后省去了放“团年”鞭炮的程序，
直接关门后，家人按长幼有序围坐吃
“团年饭”。 白河人居家吃得“团年饭”
比较丰盛 ，一般是从 “八大件 ”“十大
碗”“三点水”等正规宴席简化而来的
“炒散盘子 ”，有豆芽 、魔芋 、粉条 、皮
蛋、 牛肉、 猪肝等 4 个以上凉菜，肉
糕、大酥(排骨混淀粉油炸后蒸)、小酥
(五花肉加淀粉油炸后蒸 )、 猪蹄 、肚
片、蒸糯米（或米酒汤圆）等 4 个以上
蒸菜 ，两大碗腊肉炖莲藕汤 （或鸡炖
山药 、羊肉炖萝卜 ），鱼 、锅巴 、瘦肉 、
豆腐、白菜、野菜等 4 个以上炒菜，主
食米饭。 其中鱼、莲藕、肉糕和豆腐等
是必做之菜 ， 鱼的寓意是 “连年有
余”，碗里米饭剩一点寓意是“有吃有
剩”。 到 2010 年代后， 白河人又兴起
到酒店订吃“团年饭”，一般以席面 26
道菜的“三点水”宴席为主。 虽省去了

许多麻烦，但不如居家吃“团年饭”的
团圆气氛浓厚，也无法享受在共同劳
动中叙亲情的乐趣。

吃过“团年饭”后，老人们习惯了
围坐烤火“守岁”，主妇们一般一边围
炉陪老人看春晚， 一边包着大年初一
的饺子，而青少年多以玩手机、打牌等
娱乐为主。 其间， 还要洗澡换上新衣
服。 等到“零点”到来 , 家家户户放鞭
炮、礼花迎接新年，称“接年”, 长辈开
始给子孙们发“压岁钱”红包。 如今，城
镇没了“接年”放鞭炮、礼花的情景，红
包也用手机发了， 但新年到来带给人
们的激动和喜悦没有变。

正月初一至十五， 则以访亲会友
的“拜年”为主。 白河人初一早上吃饺
子并不动扫帚，初三下午“送年”并开
始倒垃圾，初五早饭吃“扁食”(扁形的
蔬 菜 饺 子 ) “捏 嘴 ” （祈 愿 新 年 少 生
口角），商家初六以后开业，初七机关
单位上班，正月十五过元宵节、到祖先
坟 前 祭 祀 “上 灯 ”等 习 俗 都 基 本 得
到传承。

过年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其意义在于
庆祝来年吉祥幸福、万事如意，蕴藏着一份浓得难
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沉淀的醇厚味。 过年承载着
华夏文明的传承、是文化的象征。 关于过年有许多
传说，各地版本各有不同，其含义大抵相同。 在我的
家乡明清安康八景之一的石梯古渡，封存着从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过年记忆。

过年，在民间流传诸多的歌谣、地方文化、地
方剧、民间小歌舞，曾创造出地方异彩纷呈的民
间风俗。 其特点是时间、空间的广泛适应性，兼顾
了方方面面。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
表演类型；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角色。

记忆犹新的是与小伙伴过年玩耍时的一些童
谣：“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女娃儿要朵
花，男娃儿要个炮。 老婆儿要个新棉袄，老头要个新
毡帽。”有的则唱：“新年到，新年到，踩高跷，放鞭炮，
家家户户真热闹。 老婆儿笑得合不上嘴儿，老头儿
笑得胡子往上翘。 ”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

为了娱乐，借以自我放松，既热烈有序又有
情趣。 如闹花灯，群众舞起龙灯、狮子、彩迷船、玩

社火、芯子、骑竹马、跑毛驴、鹭鸶啄蚌壳、猪八戒
背媳妇、大头和尚戏柳翠，还有的扭秋歌、唱花鼓、
舞小场子、跑场花鼓子、地蹦子……走门串户挨门
拜年，全村都沉浸在欢乐喜庆之中。玩花灯一般在
正月十一出灯， 由德高望重的组织者率众祷告致
辞，举行隆重的供奉仪式，方可出灯。每晚玩毕，将
龙灯收归整齐，摆以香等供奉。 正月十六“倒灯”
（卧灯），将“龙”抬到汉江边空旷处焚化。 点燃后
人们群起抢火中“龙”身之物（龙须、龙角均可，龙
珠为最），以求大吉大利。

农村小戏剧种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有八岔
（又称“二棚子”）、安康道情（又称道情皮影戏）、小
戏等。 道情戏的腔调幽雅细腻，辞藻文雅、善于抒
情，剧目流动演出。 八岔戏，又称八岔子、对对戏、
花鼓戏等，流行于安康及周边地区，艺人们利用赶
麦场、干农活之机四处传唱，多反映民间生活的小
戏占比例甚高，如《卖翠花》《站花墙》等。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石梯镇双村过年期间的节目，便被其他
各村相继请去表演， 并与汉江北岸的关庙镇刘湾
村互相易地演出。

除此之外， 过年也是文化礼仪集中体现的时
段。正月十五之前的拜年、回节（又称回礼）饭桌上
的应酬礼仪颇为讲究。 一般在正月初一至初三不
做任何事，只做饭吃。 从初一吃过早饭后，大人领
着小孩去拜年，依照长幼秩序、血缘关系，从爷爷、
奶奶、外爷、外婆、舅舅、舅妈有序拜年、回节，一般
须在正月十五前完成拜年回节。 路近的亲戚可当
天返回，路远的则需要留宿。

饭桌入座时， 先按年龄辈分请客人座上席，其
他人依次入座。 入座时要从椅子左边进入，入座后
姿势端正，脚放在本人座位下，入座后不要乱动筷
子，不要弄出响声来，不要起身走动，若有事先向客
人打招呼。进餐时，先请客人、长者动筷子，夹菜时每
次少一些。 吃饭时不要发出声音，喝汤时不出声响。
用餐要从容安静，不能急躁。 在餐桌上不能只顾自
己，也要关心别人，尤其招呼好女宾，小口进食，不要
打嗝，打喷嚏。 不在餐桌上剔牙，不要大惊小怪。 饭
桌上盛饭八分，酒斟十分也可八九分，沏茶七分。 敬
酒时以双手端杯，并送上言简意赅的祝福语。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 2020 年春节蒙上了
一层阴影。为了有效防控疫情，“宅”在家里过年便
应运而生。我本来就是一个“宅男”，因此宅在家里
过春节也成了一种新的过年方式。

天天宅在家里，读书是必不可少的活动。 虽然
现在很多人不看书了，或者基本不看纸质书刊，但我
仍然爱看，而且习惯阅读纸质书刊，这样好像才感到
过瘾。阳台上，一椅一几一壶茶，沐浴在暖阳里，这样
的环境最适合阅读。我读的书内容也比较杂，不成系
统，远到文学名著，近到身边文友的著作，只要自己
有兴趣，从书柜上取来就读。 这样带着兴趣阅读，心
情是愉悦的，常常有所收获。 有时，还翻出多年前收
藏的报纸来品读一番，也别有一番滋味。我收藏的报
纸都是有文艺副刊的， 而且总有一些值得学习和鉴
赏的美文。翻阅着那一张张泛黄的报纸，仿佛遇到了
故交，亲切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看书时间一长，眼睛就有些累了，于是，品品
茶便开始写作。 我是小人物，写的自然是小文章。
但是， 小文章有小文章的好处， 小文章比较容易
写，也容易发表，更容易让读者接受。 我虽然写的
是小文章，但是也需要题材和灵感来支撑。妻子经
常说，你这人真怪，有时候你不停地写，有时候却
十天半月也不见动手。 其实，她哪里知道，不动手
不是我懒，是没有题材。 为了寻找题材，我通常会
在散步、看手机、读书报、看电视时寻找灵感。有时
候，邂逅一个词、一句话、一件事、一首诗，大脑突
然灵光一现，马上有了题材。 于是，我会把一些关
键词记在手机上，或者利用短暂的闲暇构思腹稿。
当我坐在电脑前时， 已是胸有成竹， 短短的千字
文，我会一鼓作气，立马草就。 春节宅在家里的几
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写出了一篇短文，将它存放在
电脑中，以备不时之需。 很多人问我，你每年发表
那么多作品，哪有那么多写的？这其实就是闲时积

累下来的。
现在，一切事情仿佛都能在手机上搞定，曾经

家庭地位最高的电视机，也越来越不受人待见了。
但我还是习惯看电视，这可能与我的年龄有关，毕
竟已经不是年轻人，时刻盯着手机，眼睛是受不了
的。 或许有人会说， 现在的电视节目不是打打杀
杀，就是卿卿我我，要不就是明星代言的广告，有
什么好看的呢。 其实，只要你热爱生活，在电视上
仍然可以找到我们喜欢的节目。 比如春节宅在家
里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人文益智竞技类的节目，我
就非常喜欢，像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中国地名
大会》《绿水青山看中国》等系列节目，我是一期不
落。有时，我一边收看，一边和选手一同答题，不仅
消磨了时光，也学到了知识，还愉悦了身心，不亦
快哉！

看到过一句话， 觉得很有道理，“我们总说生
活没意思，没有新意，其实不是日子无趣，而是你
无趣；不是日子无聊，而是你没有生活情趣。 ”我们
要做一个有情趣的人其实不难，比如在厨房里，那
一道菜，一锅汤，一碗粥，只要你用心做的，赋予了
你的情感，也就有了生活的趣味。 宅家期间，我总
喜欢下厨小露一手，并大胆地进行创新和改良。在
这个过程中，不仅活动了身体，也活跃了大脑。 比
如川菜中的名菜水煮肉片， 据说它的配料是青菜
和豆芽， 但我一直不喜欢豆芽的味道和口感，于
是，我就大胆地把豆芽换成了金针菇、木耳等，效
果也蛮不错。 做宫保鸡丁时，除了花生米，我还会
加点腰果或核桃仁，成菜的品质得到了提升。吃着
自己亲手做出的“大菜”，听着家人的肯定和好评，
这动手又动脑带来的乐趣仿佛成倍增长。

宅在家里过春节，按理说是枯燥乏味的，但我
不仅找到了乐趣，还发现了“新大陆”，真是一举两
得的事。

“爆竹声中一岁除， 热热闹闹过
大年。 ”记忆里，家乡镇坪的年，是从爆
竹声开始的。

年三十的爆竹声大多从下午一时
开始，噼里啪啦的爆竹声房前刚刚停，
屋后又响起来，此起彼伏。 孩子们在院
子里和厨房之间来回跑，嚷着：“妈，二
伯家团年了 ” “爸爸 ，军娃子家团年
了 ”……若是个慢性子的男主人，听了
“探子”的不断汇报，依旧不愠不火的
烫酒，再把桌子擦一回，等着上了团年
饭，放了爆竹；如果是个急性子的男主
人，黑了脸，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初一的“开门炮”，在镇坪叫作“出
天星”。 除夕夜里，家家户户的大人小
孩子都不会去睡觉，等着放爆竹。 夜里
十二点，爆竹声响起，似乎因为夜的静
寂，是突然响起的，更加的震耳欲聋。
噼噼啪啪的是百子炮，“咚咚咚” 的是
礼炮，响彻云霄，小半边天都是光彩绚
烂的。 记得小时候，没有礼炮，父亲用
的是三眼枪，他一边装填炮火，一边回
答我们的问题。 古时候没有爆竹，人们
用火烧竹子， 竹子爆炸裂开的声音能
赶走瘟神和邪神， 新的一年里就会吉
祥安泰，流传下来就是出天星，也叫接
年，祈愿新年吉祥如意，兴旺发达。

虽说“有心拜年十五不晚 ”，但大
家都会趁早拜年。 拜年的人多是晚辈
和平辈，来到门前，点燃鞭炮，高喊着：
拜年呐，主人连忙到院子里迎接，有的
人家还会回放一挂鞭炮，以示欢迎。 德
高望重的人家，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哪
怕来拜年的是一个小孩儿， 也要准备

一桌饭菜，于是女主人从早忙到晚。
间或孩子们零星的鞭炮声， 这样

的热闹持续到大年初五以后开始渐
弱。再次热闹就是元宵节了。踩莲船和
舞狮子，镇坪叫玩船船儿、玩狮子，那
是少不了爆竹的。 来时要燃放爆竹迎
接， 离开时又放爆竹欢送， 中间还会
“炸狮子”。 “船船儿”“ 狮子”被人们
围得水泄不通，因为“船船儿”是女的，
就只炸“狮子”，尤其是“狮子”取红包
时，人们似乎忘记了“狮子”是人扮的，
鞭炮 、花炮纷纷扔向 “狮子 ”，幸好给
“狮子”安排了保镖，上蹿下跳，左挡右
遮，一伸手抓住鞭炮，回手扔向人群，
人们惊呼着散开， 蹦跳着、 大笑着躲
避，来来回回，直到深夜。

欢欢喜喜过大年。 家乡的年，也是
从说话开始的。

“妈， 兰娃子又说哈了”。 “哈了”
“球了”“舍哒”都是镇坪方言，是普通
话“坏了”“完了”的意思。 每到腊月，大
人就会叮嘱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尤其
“死”是大忌讳，尤其在年跟前和正月
里，是提都不能提的，万一说了“死”，
大人会赶紧的念叨：童言无忌！ 童言无
忌！ 家里孩子多，又有爱告状的，父母
真是应接不暇， 赶上父母正遇上烦心
事， 说不吉利话的孩子免不了会受到
责罚，被罚的孩子耷拉着脑袋，不觉得
身上有多痛，却因为父母惶恐的神色，
心里是又害怕又着急，便会乖巧几份，
希望能补过。

到了大年三十就好了，因为过年，
打骂声和哭声是严禁的， 所有做错了

的事， 大人顶多只会瞪一眼， 以示警
告，虽然那眼神大有“年后算账”的意
思，可是有了新衣服，压岁钱和爆竹这
些，哪里还管得了什么眼神，一切都是
开心的， 抢着走亲戚， 去给长辈们拜
年，因为一句“大伯，我来给你拜年”，
红包、零食就有了，当然还会留下来座
席， 平日里， 小孩子是不允许上桌子
的。

正月里，人们变得格外客气，即使
才一天没见， 也会满脸堆笑， 统一问
候：“你年过得好啊！ ”标准回复：“年在
你那儿呀！ ”男人们还会互相握手，即
使平时和某人有着隔阂， 也会如此招
呼，互相祝福，大有“一语泯恩仇”的风
范。

如今，因为环保，爆竹声没有了 ，
随着生活的富裕，新衣服，压岁钱和零
食孩子们也不再稀罕了， 但是过年说
吉利话还是一直讲究的，而且，人们越
来越幸福， 心里美滋滋的， 话就多起
来，也越来越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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