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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代休

布依族是西南地区一个人口
较多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生长
在黔中土语区传统布依族世代摩
公（专门从事布依族摩经唱诵的
经师先生）家庭的人，我凭自己
的成长经历和所见所闻简要叙述
布依族的“过年”习俗。

“腊八”祭祀土地神。这个
祭祀活动一般由寨老牵头，每家
每户集资参与，就近请摩公主持
祭祀仪式。其大概意思是拜祭土
地神灵：我们村（寨）种您的土
地，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家家
五谷丰登、牛羊成群、鸡鸭满
圈，非常感谢您的庇佑，眼看新
年要到了，我们全村（寨）来给
您修缮庙宇，清扫卫生，还给您
送来猪头、雄鸡、米酒、香烛、
纸钱，敬望笑纳，同时祈求您明
年继续庇佑我们整个村寨无灾无
患，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祭祀土地神以后，整个村寨
的“年味”便渐渐浓起来。女人
们开始做豆豉、酿甜酒……男人
们则给小牛钻牛鼻、穿鼻圈、教
耕地。

腊月廿三“送灶神”。每年
腊月廿三日祭灶、送灶王神（有
的是廿四），在布依族地区是一
项影响很大、流传很广的习俗。
布依族习俗里，灶王是负责管理
人间烟火的神，被视作一家的保
护神而倍受尊崇。灶王龛大都设
在“灶上”，以表明灶王爷的地
位非常之崇高。

腊月廿三日这天夜晚，灶王
爷按惯例要上天“述职”，并向
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
恶行，玉皇大帝再根据灶王爷的
汇报，赐予这一家人在新的一年
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换句话
说，对一家人来说，新的一年里
是吉是凶、是祸是福，灶王爷的
汇报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

“送灶王”仪式不容小觑。
腊月廿五“杀年猪”。杀年

猪是一年中盼望已久的最喜庆的
日子，也是布依村寨最忙碌、最
闹热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意味着
人人都可以放开肚皮大块吃肉直
到“吃饱”了。

布依族“杀年猪”很有讲
究。一是挑选吉日：杀单不杀
双。一般约定俗成的大日子是腊
月廿五，也可以选在腊月廿一
或腊月廿三。二是挑选屠夫：
在布依族村寨里，要能干又命
好的人 （有儿有女并且儿女都
有出息的人） 才能够动手杀年
猪，这样不仅寓意来年喂猪顺
利，而且主家也想讨个好彩
头。三是杀猪忌日：即逢着生
肖猪那一天或逢着家中主要劳
动力的生肖那一天，是单日
子、大日子也不能杀猪。

杀好年猪的主家都会热情邀
请隔壁邻居和家族以及亲朋好友
前来“吃庖汤”（杀猪饭），共同
举杯庆祝一年的喜悦，并祝福大
家来年继续杀大猪、发大财，满
屋瞬间洋溢着一年辛苦后满足的
碰杯声、划拳声、欢笑声。

腊月廿六“刷阳春”。“阳
春”指瓦檐、楼口上的珠网、灰
尘，也有“阳春三月”之意。

“刷阳春”明是彻彻底底大扫
除，暗含“把昨年的旧尘清扫出
去干干净净迎来崭新的一年”的
意思。

“刷阳春”这天全家一齐动

手，凡是能搬动的东西，或者由
于禁忌而没有搬动过的东西，包
括桌椅板凳、箱柜衣物，全部挪
位，有的搬到院子里，有的移到
屋中间。全家人扫的扫，抹的
抹，把几间房屋上上下下、里里
外外彻底清扫干净，将桌椅板
凳、锅碗盆瓢摆放整齐，焕然一
新，预示着一家人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新的一年。

腊月廿七捏“血豆腐”。“血
豆腐”是布依人家的一种美食，
用新做的豆腐混合成块猪血，再
加一些相应佐料揉搓捏团而成。

做豆腐费工费时、程序复
杂，邻里间一般都器具互借、互
相搭手，一边说笑一边干活，增
添了节前的不少喜庆气氛。

豆腐做好后，割成块，一块
一块放进干净的盆里，倒入适量
成块猪血，加些盐和花椒之类的
佐料不停搅拌揉搓，揉搓均匀后
再用双手捧捏，捏紧成团，然后
用青菜叶包好放在熏腊肉的炕上
熏干即可。

除夕请神灵“安香火”。“安
香火”又称“安家神”，一般是
在除夕那天的下午进行。“安香
火”前，先把旧“神榜”撕掉，
换上新“神榜”，摆设香案、准
备公鸡，由摩公在堂屋设坛杀鸡
恭请恭迎天地神祇、一脉先祖神
灵回龛就位，享用“过年”供
祭，同时庇佑主家年年清吉，老
少咸亨、六畜兴旺、四季平安。

除夕夜“守岁”。除夕夜不
能串门摆家，要把自己家的火塘
烧得旺旺的，全家团聚在一起，
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
围坐火塘或火炉旁闲聊，总结一
年的得失，找出来年努力的方
向，还必须适时给神龛上的香炉
和烛台换香、换烛。“香炉不断
千年火”，就是说除夕夜神龛上
的香烛不能断，火塘、火炉里的
火也不能熄，讨“代代儿孙满
堂、辈辈香火不断”的好彩，这
叫“守岁”。“守岁”有两层含
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
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
岁，是期望和祝愿自己的父母和
仍然健在的爷爷奶奶等家人永远
健康、长寿。

正月初一“买水”。“买水”
就是去经常取水的地方祭拜龙
王爷，给龙王爷烧香、烧纸
钱，感谢龙王爷的恩赐。同时
希望龙王爷一如既往的关心我
们、眷顾我们，赐予我们年年
风调雨顺、不涝不旱，保护我
们年年丰产丰收。

正 月 初 三 “ 票 包 ”。“ 票
包”是布依语，票是打发、打
发礼品，包是公、祖公，泛指
祖先。“票包”连起来讲就是拿
腊肉、糯米粑等礼品打发老祖
宗的意思。

正月初三晚上，各家各户
都会另做一桌席摆到堂屋中间
的供桌上，再一次恭请列祖列宗
前来赴宴，并告知一年一度的

“过年”已经结束，望列祖列宗
时时护佑后世子孙平平安安、空
手出门、抱财回家。

以上九道程序，便是布依族
“过年”必须进行的主要习俗。
或唱或念，或诵或白，且全部用
布依语完成。

（作者系贵州省政协委员，
黔南州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贵州布依族“过年”习俗
耿文福

很多朋友都好奇，春节到潮汕家
庭拜年，必定有潮州柑和青橄榄奉
客，那是为什么？潮州柑就是大的橘
子，比较好理解，大桔（吉），青橄
榄就有点费解了。其实，橄榄只是替
代品，原本用的是槟榔。

潮汕与台湾，语言文化都是闽南
一系，民俗也多相近，过去我们都喜
欢吃槟榔。槟榔的谐音是“宾临”，
加上大桔，用以迎宾，就成“宾临大
吉”。

在大多数地方，农历新年庆春
节，就是岁末年初的几天。但在潮
汕，那是持续将近一个月的“闹热”
（潮州话热闹的意思），这段时间都叫
过年。一般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三送神
（谢灶）开始，中间经过“筅囤”，到
除夕围炉守岁，初一拜年，初二回娘

家，初四迎神，
初七人日七样
羹，十一祠堂上
灯，直到十五元

宵“营老爷”（游神）。年，才算过
完。

在这将近1个月的过年期间，整
个潮汕地区，所有人都在忙过年。而
当中，前期送神，中间守岁拜年，后
期游神，又特别重要。送神是人与天
的事，守岁拜年是亲人之间的事，游
神是社区群体的事。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灶君是上天
派在各家各户的神，每年年底都要上
天，汇报“驻家”的善恶。因此大家
都要在岁末送神谢灶，有所谓官三民
四，就是官方在十二月二十三，民间
在二十四。潮州人一般在二十三深
夜，交了子时，也就是二十四。潮汕
民间有所谓“时年八节”，就是新
年、元宵、清明、端午、施孤、中
秋、冬节、除夕，八个大节。送神不

在大节之列，只是个小节，但供品却
是最“澎沛”（丰盛），大抵一来年底
收成，二来灶君上天汇报，我们希望
他多美言几句。

在众多祭品中，最不可或缺的，
当然是卤鹅。昔时大多家庭一年养几
只鹅，就是为了过年。一只送神，一
只除夕，一只元宵。

潮汕年夜饭一般会在饭桌中间置
一暖炉，煮好的汤羹倒进去，保暖。
团年食物多采寓意，鱼是必须，有
余之义。蚶也是主力，因为蚶壳就是
贝壳，贝就是钱。其它如芹菜勤劳，
葱寓聪颖，蒜除了会计算，还寓意有
钱存起。囥是藏，潮语跟蒜押韵，吃
蒜有钱囥。潮汕人还特别爱吃春菜，
春存同韵，就是有余。

拜年礼品，除了潮州柑，还是潮
州柑。所以潮州人过年，最重要备办
的年货，就是柑。大多数家庭，购柑
量是以担计算的。潮州柑有两种，

“碰桶柑”外表粗犷是打发；蕉柑则
内心甜蜜。

潮汕和客家，至今保留一个上溯

汉晋的习俗，就是初七人日吃七样羹。
潮人按例把七样青菜混在一起煮来吃，
哪七样没有定规，都是葱蒜芹春菜一类
好寓意的。但有一样，很多人想不明
白，就是芫荽，北方叫香菜。原来芫荽
潮语谐音“缘随”，缘就是“缘遇”，也
就是运气，芫荽就是运气跟随。有一种
说法，吃七样羹，是因为过年几天吃肉
太多，所以到初七要清下肠胃。

过年的最后节目，就是元宵游神，
那是整个社区人人参与的活动。潮汕村
村社社有神庙，元宵游神，游到哪里哪
里兴旺。因此所有人同心协力，把庙里
的神像抬出来，游遍社区的每个角落。
游神是一支长长的队伍，前头少女队扛
标旗开道，中间神像队坐车，后面是潮
汕大锣鼓队。所到之处，妇女拦驾迎
拜，鞭炮震天。

潮汕元宵营老爷，是一年中潮汕最
闹热的时刻。而且各地日子不一，形式
各异，所以到潮州旅游，元宵是最好的
时候。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澳门中桥
投资集团主席兼总裁）

潮州人潮州人的年货与年味
孙恩光

“家里年货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过两天给你们寄来，今年春
节不能回来，尝尝家的味道吧。”腊月十五，小姨在微信里说。

“邮费那么贵，小姨别寄了，北京买也很方便的。”我说。
“买是方便，但没家乡的味道呀。”小姨这话，不禁让人鼻子

一酸。我仿佛看见她热火朝天忙年的情景，每一份年货里，满是
对亲人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家乡有句俗语，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在我童年的记忆
里，对于过年的期待，各种只有春节才有的美食占据着主要位
置。那时候，没有丰富的商品，便利的物流，各种年货以各家手
作为主。因为每家的需求有限，所以常常是几家一起，一样一样
地准备，回忆起来，多是一派热闹欢乐的景象。

荆楚大地湖北，因为湖泊众多，被称为千湖之省。家乡大冶
位于湖北省东南，也是村村有湖，主要为养鱼之用，我们称之为
鱼塘。每年腊月，打塘鱼是各村最热闹的场景。放干鱼塘里的
水，捕捞出的鲜鱼按人口分给每家每户。

那时候，每每分得了鱼，父亲总是第一时间拎着鱼回家。体
型较大的鲢鱼和鲤鱼可以不管，但小小的鲫鱼必要快快放进水盆
里养起来。因为鲢鱼和鲤鱼总是用盐腌制，做成腊鱼。而鲫鱼则
一直用清水养着，给我和弟弟煮面条吃。对于幼时的我而言，打
塘鱼那天，除了赶热闹，那碗香喷喷、无比鲜美的鲫鱼面也是无
比向往的。

打糍粑和打豆腐也是春节必备的。这大概是因为糍粑又名年
糕，取年年“高”之美意。而豆腐谐音“富”，有着豆腐添

“富”的美好期待。
打糍粑是个体力活，一般都是好几家人凑在一起，各家碾好

糯米，聚集到一家，将各自准备好的糯米一一用木质的饭甑蒸
熟，然后将热乎乎的糯米饭倒入石臼一起舂打。大人们说笑出
力，小孩子们则在旁边热闹玩耍，待大人不注意时，抓一把糯米
饭解馋是常有的事儿。

最后，将打好的糯米团捏压成一个个圆形，就可以食用了。
打糍粑的当天，孩子们自然可以吃个饱。蘸白糖吃，放在火塘里
烤熟了吃……各种吃法，必定要一一试过。

打豆腐则是在村里的豆腐坊进行。准备好一斗 （十升，
7.5kg）黄豆，细致的工序之下，豆香弥漫，孩子们蹭一碗豆腐
脑喝，大人们则端回家一盆盆白白的豆腐和一叠叠码放整齐的豆
腐皮。只等春节一到，用来招待家里的亲戚。

大人们是忙碌的，孩子们则是欢乐的。腊月里，走村串户的
货郎多了起来，炸米泡的、卖麦芽糖的……敲着铃铛远远地来
了，孩子们早就拉着大人翘首以待，只有春节前夕，孩子们才能
如此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地享有零食自由。

……
“年货都备好了吧？”
“年在您家里。”
年越来越近了，人们忙年的节奏也慢了下来。在家乡，老乡

们见了面，通常这样问候。如今，即便在家乡，人们也很少手作
准备年货了，但这句问候依然在。一句“年在您
家里”，往往代表着人们的美好祝愿。

今年春节不能回家过年了，从远方快
递而来的年货里，满满的都是舌尖上的荆

楚年味。

舌尖上的荆楚年味
纪娟丽

小时候，小朋友们在一起
玩，总有一个盼头——过年。因
为，过年才有新衣服穿，过年才
有好吃的，过年才有压岁钱。而
对于年，我们这群不同民族的小
朋友，却有各自的理解。跟着汉
族小朋友一起玩，过春节，听鞭
炮声。跟着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小朋友一起玩，过古尔邦节、开
斋节、纳吾热孜节，喝纳吾热孜
粥，打羊拐（髀石）。日子总是
喜气连连，一环扣着一环，大家
都期盼着，相互道喜，互为拜
年，不胜美哉。

记得有一年，正值春节前
夕，我和父亲上街，伊宁市的一
个商场正在销售库存积压的吉
他，十元一把，父亲问我想不想
要。我点点头，父亲就买了一把
吉他。就在旁边，卖着一种叫柿
饼的果味，父亲要了1公斤。卖
柿饼的人说，这是在华北大地入
冬见霜落雪后才能摘下的果实，
之后拿石灰压着，去尽水分，春
节之际作年味食用。

我第一次听闻这样的传说。后来，当
我多次在秋日的燕山、太行山看到挂满枝
头的金灿灿的柿子时，总忘不了那一天，
在春节之前咬下那一口柿饼的绝佳滋味。

置备年货，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标
志。越发临近过年，越要互通有无，以
物易物，以货易货，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美味佳肴，隔着锅香，其乐融融，
怡然陶然。

2020年1月中旬，我赴吉林通化辉南
县，正值鼠年春节将至，归途赶上集市，
一路的年货在穿越集镇道路两旁摆得满满
当当，那真是琳琅满目、无所不有。把个
冰天雪地、白雪皑皑的东北大地用大红为
主的色彩点染。

而2020年 1月 24日除夕夜，没等看
上一眼春晚，坐落于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
（原第三军医大学）抽调的135人组成两个
组，西南医院和958医院组成重症组，大
坪医院和新桥医院组成轻症组，连夜奔赴
武汉抗击疫情。那一夜，通过屏幕，我们
共同关注武汉，关注在传统年夜，无怨无
悔，一声令下，毅然决然从四面八方奔赴
抗疫前线的解放军官兵和医护人员，无比
感动。一夜之间武汉封城，我们共同度过
了另一个年关。同时，也向世人展示
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
今日已延伸为中国经验，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而奉献中国智慧和诚意。

那一年的除夕之夜，我的好友
刘金平忽然觉得要到天安门广场看
一看，他驱车前往绕行一周，忽然

胸中产生了一组歌词，是那样
炽热，他不得不当即落在纸面：

又一个年三十难眠的夜晚
声声鞭炮伴我到纪念碑前
今夕将迎来共和国又一个

佳节
英雄啊我来陪您们过个团

圆年
盼空中这一刻血脉长城深

情俯望
那是英烈的忠魂筑起的铁

壁铜墙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共和国的沃土先烈们热血

哺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五十六颗民族心与您们紧

簇
仰望着民族尊严的不朽丰

碑
全中国的感情都紧贴着您

们的怀抱
……

这就是他献给当年春节的别样年货《人
民英雄》（后来谱上了优美的曲子）。

网购时代的来临，已经改变传统购物方
式。坐在家里，足不出户，拇指操作，点击
视频，各样商品纷至沓来……然而，方便虽
方便，但，是不是人变得更懒，人情变得更
淡，人与人的交流更加疏远了呢？

年，终究是一种寻觅亲情、增进感
情、传续友情、手足之情的传导方式。但
是，随着信息时代带来的便捷，可以随时
随地手机和网络视频沟通交流，已然辞别
鸿雁传书的古典经验。满街穿行的外卖骑
手，在车把上安着手机架，一边风驰电
掣，一边“喂喂”回应顾客的忙碌景致，
似乎给新年增添了另一番景象——人们都
在为年奔波，为年忙碌，辛苦、勤勉，乐
在其中。

鼠年将去，牛年将至，老百姓应个节气
的心境依然故我。只不过，今年新冠肺炎病
毒毒株变异，异常诡异，为了防患于未然，
各地政府号召大家就地过年。这也是时势变
迁使然，这一切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性，
新的文化景象亦将应运而生。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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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临近，安徽省合肥市滨湖世纪社区开展“翰墨飘香
迎新春”主题活动，来自社区的书法爱好者现场书写春联并送到
留在合肥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家中。图为滨湖世纪社区书法爱好
者现场书写春联。 新华社记者 曹力 摄

翰墨飘香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