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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串亲戚、逛庙会、品美食、看
乡戏、舞狮子、品书香、坚守工作
岗位……春节期间，各地有不同
的民俗，百姓有自己的过法。
走，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谭萍

我国民间早有“拜年”的传统习俗。拜年，是

人们相互走访祝贺春节，表示辞旧迎新的一种形式。这

一习俗起源甚早，至少在宋朝就有了。宋人孟元老在《东

京梦华录》写北宋汴京元旦习俗时说：“正月一日年节，开

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明朝陆容在《菽园

杂记》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

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载：

“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只遣

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

往拜于门。”

大年初一，人们早早起床后换上新衣新鞋，男的戴上

新帽，小姑娘扎上红红的蝴蝶结，依次向自己的列祖列宗

牌位叩拜、向爷爷奶奶和父母行礼，这一拜，拜出了对家

里父母长辈养育之恩的报答，传承了五千年的传统美德，

拜去了长辈一年的辛劳和疲惫。于是，欢声笑语，喜上眉

梢，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仪式就足以令亲人满足了。然

后，家人和乡邻便仨一群、俩一伙，涌向大街，给乡邻长辈

拜年。小时候，村里很多的矛盾纠纷都通过拜年得到化

解，不好解决的事长辈们总是说过年后再说，人一到，就

算拜年了，一拜泯恩仇，过去的不愉快随即化作一缕轻

烟，消散得无影无踪。

参加工作后，单位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实行团拜，虽然

原来天天见面，但此时再见却大不一样，大家无拘无束，

无忧无虑，个个满面春风，人人喜笑颜开，平时的不快都

一扫而光。一声热情的问候，一个亲切的握手，一个抱拳

拜年的动作，使大家摆脱了一年工作上的压力和烦恼，解

除了心结和怨气，送去了热情和温暖。大概，这也是民俗

的变体。城里人和乡下人都愿意找个借口，把心贴得近

一点儿，再近一点儿。

如今，拜年有了新时尚，有的用贺卡，有的打电话，有

的发手机短信，有的上网发微信……无论什么样的方式

都在传递着一种亲情、友情、祝福的心声。

□张理坤

大年初二走亲戚是出嫁的女儿

们探亲的小狂欢。

为人妇、为人母的女儿们年前都

已早早备好了礼物，女婿回门要风风

光光，婆家自然不敢怠慢，每每倾其所

有。贫困年代里，几斤猪肉、两包糖果

便是重礼，拎着包裹拖家带口长途跋

涉者有之，骑着小毛驴、推着架子车者

有之，骑着自行车、摩托车颠簸者有

之。如今则是，一提提鸡鸭鱼肉、一兜

兜水果点心、整箱的美酒佳酿，满满当

当摆放在汽车后备厢，夫妻带着孩子

们欢欢喜喜踏上回娘家的归程。

岳父岳母盛情款待，大姑子小舅

子一干同辈、晚辈会提前在村口列队

迎接。按惯例，姑爷算是贵客，但认

祖归宗乃头等大事，家人领着向叔

伯、婶子大娘拜一圈，虽然长年不打

照面，年节走动走动拜个年递根烟，

起码混个脸熟，礼尚往来，亲戚朋友

概莫能外。磕完头，姑爷坐主桌，新

姑爷还要坐首席，八凉八热十六道大

菜伺候着好吃好喝，敬酒陪酒的老

人、青年团团围坐，席前推杯换盏把

酒言欢，猜枚行令不亦乐乎！早些年

不醉不归，似乎只有喝高了才算招待

圆满，盛情难却也招来了许多非议、

留下了一些不测，因此出于安全、健

康考虑，劝酒之风日渐削弱，醉酒酗

酒十分罕见，适可而止尽欢而散皆大

欢喜，这是社会的进步、现代文明的

真实体现。

回家的女儿们都自觉参与家务

劳动，帮父母、兄弟姐妹端茶倒水、到

厨房里洗涮上菜，和未嫁时在家里一

样勤快。一家人度过了漫长的思念

等待，在这一刻团圆，母亲拉着女儿

的手嘘寒问暖，儿女们往往报喜不报

忧，让老人宽心、亲人放心。女儿女

婿孝敬的礼物整整齐齐摆放在堂屋

一侧，一篮篮、一筐筐、一箱箱堆成小

山一般，简直赤裸裸的炫耀，物质富

足并非生活的全部，然而“孝”适当的

表达亦是人之常情。

回娘家从拜年送礼开始，中间是

欢声笑语、杯盘罗列的饕餮盛宴，往

往持续两个多小时，从正午到日头偏

西，终于酒足饭饱、主客尽兴，一大家

子人才依依不舍道别。母亲总是象

征性回几样礼品给女儿，也是对婆家

善待儿媳的回馈，亲家双方虽然不曾

谋面，在热情平等的你来我往中加深

了情谊，更促进了小夫妻的美满和

谐。这便是民族传统的博大精深之

处，风俗习惯中凝结了列祖列宗们无

穷无尽的智慧。

2022年的今天，小康社会日趋

完善，城市文明高度发达，亲戚朋友

通信联系，串门走亲戚不再是大年初

二的唯一，男方、女方两个家庭真正

成为亲密的一家人，公交车、私家车

交通格外便利，亲人团聚十分方便。

即便如此，大年初二走亲戚依然热闹

一如从前，酒不醉人人自醉，其中的

幸福滋味跨越上下五千年，已融入我

们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周毅

大年初一早上，我早早就起床了。做

好年饭，匆匆吃了后，就急忙赶往医院。

我是一名外科大夫，这么多年来，节假

日值班再正常不过。过年了，为了让科室

里几个年轻人过好春节，我特意选择大年

初一值班。

换好白大褂儿，我像往常一样到各病

房查看病人的情况。年前能出院的，都出

院回家了，留下的，都是一些急危重病人，

因此，查房时，我询问得格外仔细。

走进6号病房，我就看到21号床的王

大妈正紧锁着眉头一声不吭，而王大爷则

端着饭碗不停地跟她说着什么。王大妈是

腊月二十八入院的急性阑尾炎病人，手术

当天就做完了，按说已经三天了，应该不会

有什么事。

看见我进来，王大爷愁眉苦脸地说：

“早起到现在，脸也不让洗，饭也不说吃，就

是念叨着想儿子想孙子，咋办？”

我上前一边查看王大妈的刀口长势，

一边笑着说：“王大妈，想儿子想孙子了好

办，一会儿我忙完了过来，让你们和你儿子

一家视频聊天，你看行不行？”王大妈一听，

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你说的是真的？那

行，那行，我现在就吃饭。”

查完房后，我回到6号病房，拨通了王

大妈儿子的微信视频。看着向她拜年问好

的儿子孙子，王大妈流着泪连声说好。

安抚好王大妈，本想喘口气呢，护士跑进来喊我，说有

外伤病人就诊，需要我和另外一名医生去处理。我真没想

到，大过年的，外伤病人竟会一个接一个，等全部处理完

时，已是下午两点多。我去值班室端起护士帮忙打来的饺

子，才刚吃了一半，就听到楼道传来乱糟糟的呼喊声和凌

乱的脚步声，不用说，又有病人来了。

来的是一名车祸病人，看上去20多岁，浑身是血，面

色苍白，呼之不应，脉搏细弱，血压测不到。病人是失血性

休克，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立即组织人员实施抢救。输血、

止血、处理伤口……经过近3个小时的全力抢救，病人的

血压才慢慢回升，意识也渐渐恢复。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差点儿瘫坐在地上。

病人病情稳定后已是晚上7点多，我向晚班医生交完

班，拖着疲惫的身躯，踏着朦胧的夜色，开始向家中走去。

我的病人我的年，想想可爱的王大妈，想想那条被挽救回

来的年轻生命，我累，并快乐着。

□汪志

正月里，唱大戏，让年味更浓、乡

情更深，这在全国很多地方早已成为

一种不老的文化习俗，并传承多年。

在我的故乡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文

化底蕴深厚，自我记事起，每年正月

里都要搭台唱大戏，而且一直要唱到

正月底。我80多岁的老父亲是个老

戏骨，逢戏必到。也许是小时我经常

跟着父亲去看戏，耳濡目染的缘故，

多年来我也爱看家乡的年戏，并且看

一次，难忘一次。

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一这天，晴

空万里，阳光明媚，气候温和，按照乡

戏规矩，演出从下午1点开始，除傍晚

一个小时吃饭外，要一直唱到晚上12

点才散场。为找个最佳位置，那天我

和妻儿早早地就扛着家里的长板凳

来到戏场，本以为来早了，一看，嘿，

戏场内外早已围满了人，戏台前已坐

起了20多排，足有三四百人。而戏场

外卖各类小吃和玩具的应有尽有，吸

引着孩子们来回穿梭，好不热闹。

下午1点，乡戏庐剧准时开演，这

是流行于江淮地区的一种古老地方

戏，唱腔柔美、委婉动听，四五十岁尤

其是老年人最爱看。第一本戏是我从

小就看过的《秦香莲》，这是一出耳熟

能详的经典戏曲。第二本是现代戏

《七品河长不一般》，讲的是如何治理

山村河塘污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故事。

正看得过瘾时，妻儿要离场，因

妻子是北方人，儿子从小也在北方长

大，再加上不经常看，兴趣不大，中途

打起了退堂鼓，一旁的老父亲说道，

离这8里路远的黄村在唱黄梅戏，喜

欢吧？妻儿一听当即高兴起来，因为

黄梅戏是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春

晚几乎连年唱，早已家喻户晓，尤其

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经典唱段，人人

都会哼几句。我们当即打车来到黄

村，与宗族祠堂庐剧戏曲中老年人居

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年轻人

居多，而且年轻女性比例大。我们赶

到时正在演出黄梅戏《夫妻观灯》，妻

子边看嘴里边哼，还不时用手机拍照

后发到朋友圈。

正月里唱大戏不止我们一个村，

整个春节期间村村都唱乡戏。一直

到春节7天假期结束我们才动身离

开，7天里我赶了好几个场子，几乎逢

戏必到，场场看完。

正月里的乡戏，传承了中华文

化，促进了乡村文明，改善了社会风

气，让人情味更浓，让生活更幸福，日

子更红火，未来更美好。

□李长顺

小孩儿过年啥意思？吃好吃的，头一位；玩好玩的，并列第一。

跟着奶奶逛庙会。到洹水安阳桥头，眼睛不够用。吃的玩的，

穿的用的，农具工具厨具，要啥有啥。人一个挨一个，不由自主往前

走，自己一点儿不当家，脚步停不下，只好紧紧拉住奶奶的手。

走着走着，被一股香味扯住后腿。虽然家里过年好吃的多，可

有些小吃家里没有。糖墩，家里不会做。血糕，家里想做，但没鲜活

的猪血。

前边这挤成疙瘩的人群，正是卖血糕的。现炸现卖，又酥又香，外

焦里嫩，抹上蒜汁，咬上一口，怎一个美字了得。

奶奶说，血糕听起来有点儿瘆人，看起来有点儿寒碜。但物不

可貌相不是？鸭血、血肠，都是吃食。血糕长相黑不黑紫不紫，吃起

来好吃。外地人来安阳，保管吃了一块要两块，吃了这次想下次。

奶奶说，这是穷人家的吃食，可富人家也爱吃。乾隆年间，安阳发大

水，眼看秋季颗粒无收。彰德知府发下荞麦种子救灾。秋后荞麦丰

收。老家安丰紧临的洪河屯，姓乔的把荞面掺猪血，蒸熟切片油炸，

成血糕，传遍彰德，流传到今天。

如今，我和妻子带着小孙子逛庙会。孙子也爱血糕这一口。

□杨志娟

每年大年初二，我

们这儿都有舞狮活

动。这一天，我带着爷

爷奶奶去看舞狮子。

表演前主持人介绍了

下舞狮的由来，舞狮起

源众多，记得一种说法

是广东佛山之地，每逢

年岁将近，就会出现一

头怪兽，糟蹋庄稼、残

害人畜，乡农不堪其

苦，想出把竹篦扎成狮子的模型，

涂上各种斑驳的颜色，怪兽出现

时，见状惊恐万分，掉头就跑，尔

后便有每年春节舞狮拜年、消灾

报祥之意。

“咚咚锵”，锣鼓声响起来了，

只见几个舞狮从后台跳出来，“它

们”有的摇头晃脑、悠闲自若地游

走，有的倒立行走，有的翻跟头，好

生热闹。有的小朋友想凑近看，一

头大狮子龇牙咧嘴，吓得他们连连

后退，爷爷奶奶见此情此景笑得像

花一样。忽而两头狮子一同跃起，

在梅花桩上走桩相斗，感觉稍有不

慎，就能摔落下来，着实为“它们”

捏一把汗。最后“它们”登上一个

最高的桩，嘴里吐出一副祝福对

联，赢得掌声久久不断。

回去的路上，爷爷奶奶高兴

地交谈着刚才的舞狮，我望着手

里社区发的两块切糕，感叹现在

的幸福生活，是党和人民创造

的。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如

今的国泰民安、五谷丰登。

□赵玉秋

春节假期，除了合家欢聚、走街串巷、探亲拜年之外，也是难得

的读书好时节。新年伊始，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走进新华书店，

体验了一把书香缭绕的新年。

刚踏入新华书店的大门，一股浓浓的书香气息便扑面而来。尽

管正值新春佳节，但前来购书和看书的人却不少。一群中学生模样

的少年，正在仔细地挑选下个学期需要用的参考书；几个打扮时尚

的年轻人，在成长类书籍的书架前驻足翻阅，有的还一边在自己的

笔记本上认真地做起了笔记；还有像我一样带着孩子来逛书店的中

年人，与孩子共读一本书，和孩子一起共同成长。

读书的人当中，姿势也各不相同。有斜靠着书架站着读的，也

有一些站累了的读者干脆坐在地上读的，还有一些孩子趴在矮一点

儿的展台上，读得津津有味的。不管以何种姿势读书，每个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幸福而满足的笑容，仿佛都在经历着一场特殊的精神洗

礼。

上初中的女儿找到了那本语文老师推荐的《骆驼祥子》，便依偎

在我的身旁，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我把四岁的儿子抱在怀中，轻

轻翻开他喜爱的故事书，时而为他轻声念上一个小故事，乐得小家

伙手舞足蹈。

书店里的每个人，都在以阅读开启新年，用书香为一年的精神

生活赋予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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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键词 逛庙会

新年逛书店新年逛书店
关键词关键词 品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