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送一盏思念的灯

在信阳光山一带，元宵节送灯是

特有的民间习俗。 每年正月十五夜

晚，家家户户都要在已逝亲人的坟头

前点上蜡烛、烧些纸钱、燃起鞭炮烟

花，以此来祭奠亲人，寄托思念。

光山送灯的习俗由来已久，相传

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传说朱

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他的母亲讨饭

来到光山一个叫天赐城的地方，结果

饿死在那里，好心的百姓就将她埋在

了天赐城山上。 朱元璋当皇帝后，到

那里寻找母亲的坟地，可是那里的坟

头太多，根本分不清哪个是他母亲的

墓了。那天正好是元宵节，山下百姓

家家户户高挂灯笼， 一派喜气洋洋。

朱元璋心想， 普通百姓都能张灯结

彩，而自己的母亲却冷冷清清地躺在

那里。于是他就吩咐随从也在山上点

灯， 由于不知道母亲具体的墓址，他

就让人把山上所有的坟前都点上一

盏灯，然后设礼祭祀。家乡的人深感

朱元璋的做法是缅怀亲人一种很好

的方式，就纷纷效仿，从那以后，正月

十五送灯就流传下来。

光山有“正月十五大似年” 、“三

十的火，十五的灯”的说法！可见送灯

的隆重。那天不管天气是晴朗还是雨

雪，也不论离家多远，人们都会到亲

人的坟前送上一盏思念的灯。过年你

可以不回家， 但是元宵节你必须回

家，不然就会被人指责的。如果哪家

祖坟没有人送灯，就说明那家没有后

人，

“灯”其实就是蜡烛，红蜡烛、白

蜡烛都可以。 为了防止风把蜡烛吹

灭， 就得用一个灯罩把蜡烛围起来，

所谓灯罩， 那里的方言叫做 “灯灯

箍”，从前都是用白纸糊的，现在有印

刷好的红色的“灯灯箍”。把“灯灯箍”

围在插好的竹签上， 把蜡烛点在里

面，就是一盏“灯”了。一般是有几个

兄弟送几盏灯，所以有的坟头是一灯

独明，有的坟头是几灯同辉。不论如

何，每盏灯都是后人的一片真心。

送灯是有讲究的。这天除了要给

祖坟送灯外，每家每户每个房间都要

彻夜长明，连门外的茅厕也要点上蜡

烛。还有，“好女不观娘家灯”，就是说

出门的姑娘不允许在娘家过十五，更

不允许送娘家的灯。 只有娘家人绝

后， 才由嫁出去的女儿代为送灯。所

以娘家人最忌讳已出嫁的女儿在家

过元宵节。

点上蜡烛，跪祭亲人，然后燃放烟

花爆竹。正月十五的夜晚，每个坟地都

不寂寞， 那些争先恐后的烟花把夜空

照亮，我想先人们在那夜也会无眠。

送灯已经成了光山一种古老的

文化生活，作为弘扬孝道的一种习俗

被代代传承。

送一盏思念的灯，向逝者表达我

们最朴素的思念，那些灯亮着，我们

的心就永远满怀纪念和感恩。

春 联 趣 事

春节张贴春联，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和文化习俗，历史悠

久。

古人写春联，贴春联，非常

讲究和注重仪式， 好像一年居

家过日子是否顺利平安都在此

一举。一般腊月廿四送灶、掸室

（打扫卫生 ）完毕后开始 ，写春

联须择夜深人静之时写， 以防

婴儿哭闹，或防小孩不懂事，在

写 春 联 时 说 不 吉 利 的 话 ，作

“衰”。写春联也要选择书法好，

品德优，声誉高的读书人书写，

以图吉利。除夕日贴春联完毕，

要鸣鞭炮庆贺，才开始祭祖、迎

财神等春节活动，也是宣告春节

活动开始，一切礼仪都按习俗制

度来做了。

我儿时爱看长者写春联，总

会在大人写春联时帮磨墨 、割

纸、铺纸，也给大人跑腿、点火、

拿水烟筒。有时，也能享受写春

联者吃糖果等犒劳。 看写春联，

既可懂字， 了解对联的含义，又

可学习人家的书法。每夜跟着写

对联的人，串西邻、走东舍，不亦

乐乎！目不识丁的老爸也支持我

参与这项活动，常常给我讲有关

春联的故事。

老爸虽不指望我以后出人

头地，光宗耀祖，更没有“书有黄

金屋，书有颜如玉”的想法。但还

是勉励我努力读书， 识个字，长

大能在村里给父老写写春联，不

受制于人。老爸讲的故事激励我

努力读书， 服务乡亲的决心。读

中学时，我就开始给乡亲们写春

联，且颇受欢迎。文化大革命时

期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

荡风雷激”，“发扬革命传统、争

取更大光荣”。 以毛主席诗词中

的对仗句为主， 既体现革命化，

又能寄托美好的愿望。改革开放

后，人们思想活跃解放，又喜欢

写些“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

盛达三江”，“新年纳余庆、 佳节

号长春”，“年来年富年年富、日

进日新日日新”。 近年来又新添

“齐心谋发展、协力创和谐”，“和

谐社会启新运、 富裕家庭谱壮

篇”，“政通人和歌盛世、 物阜年

丰乐安居”等春联。无不反映时

代风貌的烙印和人们的祈望。我

家族里写得最多，屡写不厌的还

是“忠厚传家业、诗书作良田”。

因为这是符氏祖训，借示家族不

改旧家风，教育子孙忠厚作人处

世，耕读不辍的心迹。

贴完春联，有文化的人都要

到村里各家看看，瞧瞧谁家写的

春联立意最好最雅， 书法最靓。

春节期间， 亲戚朋友来访拜年

时， 都要把新春联好好欣赏一

番。恭维主人书法好，立意高雅，

气魄大，定有大作为，好运气。一

进厅门，看一看春联，便可略知

主人的喜好、 雅俗和追求了。茶

余饭后，漫步市井，也会驻足于

人家门前， 把春联拜读一番，就

像徜徉在知识和智慧的海洋中，

细细品味其深厚博大的文化内

涵，其味无穷。

茶与中国的书法艺术

“酒壮英雄胆，茶助文人思。”茶

能触发文人创作激情， 提高创作效

果。但是，茶与书法的联系，更本质的

是在于两者有着共同的审美理想、审

美趣味和艺术特性，两者以不同的形

式， 表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也

正是这种精神，将两者永远地联结了

起来。

中国书法艺术，讲究的是在简单

的线条中求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就像

茶与水那样在简明的色调对比中求

得五彩缤纷的效果。它不求外表的俏

丽，而注重内在的生命感，从朴实中

表现出韵味。对书家来说，要以静寂

的心态进入创作， 去除一切杂念，意

守胸中之气。书法对人的品格要求也

极为重要的，如柳公权就以“心正则

笔正”来进谏皇上。宋代苏东坡最爱

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茶欲白墨

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

君何同爱此二物？” 东坡妙答曰

:

“上

茶妙墨俱香

,

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

也。 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

其德操一也。”这里，苏东坡是将茶与

书法两者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

道德高度来加以认识的。此外，如陆

游的“矮纸斜行闲作草

,

晴窗细乳戏

分茶。”这些词句，都是对茶与书法关

系的一种认识，也体现了茶与书法的

共同美。

唐代是书法艺术盛行时期，也是

茶叶生产的发展时期。书法中有关茶

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

性的是唐代著名的狂草书家怀素和

尚的《苦笋贴》。

宋代， 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

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

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

向艺术化， 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

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比较

有代表性的是“宋四家”。

唐宋以后，茶与书法的关系更为

密切， 有茶叶内容的作品也日益增

多。流传至今的佳品有苏东坡的《一

夜帖》、米芾的《苕溪诗》、郑燮的《竹

枝词》、 汪巢林的 《幼孚斋中试泾县

茶》等等。其中有的作品是在品茶之

际创作出来的。至于近代的佳品则更

多了。

感冒与“挠痒”

快过年时， 连续几天雾霾，

原野隐踪，山川遁形，满眼“一片

白茫茫”， 空气中夹杂着灰尘和

烟雾的呛人气味， 不敢大口呼

吸，也不敢出门，宅在家里，心情

不安。这天一同事召集当年的几

个老朋友聚会。乍一相聚，一个

个“豪情满怀”，忘乎所以，谈天

说地喝酒打牌，热热闹闹玩了一

天。不知不觉间，均已昏昏大醉。

晩餐后余腹中燥热，出了饭店被

寒气一浸， 不觉打了个寒战。回

到家中，当夜便发冷发烧，继而

咳嗽， 知为雾霾天空气污染，大

量饮酒又遇冷风侵袭， 患了感

冒，实为中医所谓“寒包火”。吃

了几天药， 春节那天已经大好。

正月初一亲友在饭店聚会 ，叔

辈、兄弟辈、子孙辈四代同堂，几

十人甚是热闹。几个侄子轮番敬

酒，不知不觉又喝多了，夜间嗓

子干疼，浑身燥热。第二天上午

便开始干咳。 初三回乡看望岳

母，浑身有一种浸在冷水里的感

觉。 回来躺下后又是发冷发烧，

吃了药，几乎一夜无眠。初四早

上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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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仍赖在床上， 忆自

己几次饮酒的颠狂状， 心中愤

愤，悔之莫及，乃仿吟《江城子》

曰：

老友相聚逞刚强， 鬓染霜，

气昂昂。忘乎所以，大杯饮琼浆。

直欲仗剑保钓岛，诛倭寇，平东

洋。

雾霾沉沉锁家乡， 野茫茫，

人欲狂。腹中酒热，怎抵夜风凉？

患感冒俗称“寒包火”，身筛糠，

咳铿锵。

唉，人不服老不行啊。年老

体弱，抵抗力差了，凡事都得悠

着点，不可逞强，如果忘乎所以，

身体就会承受不了……正沉吟

间，忽觉背上奇痒。正所谓“疼可

忍痒不可忍”啊，连忙伸手去挠

却抓不着， 乃急唤老妻相助抓

痒。

老妻本来就对我近来忘形

狂饮颇有微词， 很不友好地过

来，伸手（有些凉）在我背上胡挠

乱抓。我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

词：“左边左边，右边右边；上些

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

正是；轻些轻些，重些重些……”

老妻不知我是在哼唧《挠痒

谜》，见我神神叨叨的样子，立马

黑下脸停了手，还照我后背拍了

一巴掌：“瞧你那猴样子，感冒了

就好好躺着呗，还哼哼哧哧不安

生！”说罢气呼呼地走了。

反正睡不着， 我便海阔天

空地想， 是谁创作的这 《挠痒

谜》啊，也真够绝的：廖廖数笔，

字词巧叠， 竟然把痒者与挠者

之间的配合描画得活灵活现 ，

意境迭出……

从古至今，大凡有“痒”者必

有“挠”者（当然，此“痒”者须有

钱或有身份。穷人身上再“痒”，

也不会有人给他 “挠 ”）。而 “挠

痒” 的功夫却有高下巧拙之分：

善挠者能揣摩“痒”者的心理，根

据其需要上下左右选准 “痒”点

下手，该急则急该缓则缓该轻则

轻该重则重。只要把“痒”者侍候

得舒舒服服高高兴兴，随手便会

赏他官职或金钱。如此，自然是

各得其所两全其美。南宋时，“现

浮州县三十余年” 的周邦彥，在

蔡京过生日时送上一份厚礼，还

献诗曰：“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

周公礼乐中。”蔡见诗大喜，便对

其着意提携，周邦彥从此步入青

云。

明代，也有个善挠者，就是

大名鼎鼎的大学士解缙。他以自

己的机智幽默和学问才华，把个

朱元璋“挠”得舒舒坦坦晕头转

向，很得明太祖厚爱。一次，朱忽

然召其上殿，想考一考解缙的真

才实学，说：昨夜有后妃生了孩

子。解当即吟道：“吾皇昨夜降金

龙。” 朱纠正道：“是位千金。”心

想，看你咋对。谁知解缙不慌不

忙应道：“化作仙女下九重。”朱

继续出难题：“可惜已经死了。”

解闻言连忙改口：“料是人间留

不住。”朱见难不倒他，只得叹了

口气：“丢到金水河里去了。”解

缙便顺杆子往上爬：“翻身跳入

水晶宫。”……还有一次，解缙陪

朱元璋钓鱼。 朱将鱼钩抛入水

中，苦等好长时间，竟然没有一

点动静。再看解缙，已经钓了好

几条。 朱觉得自己堂堂天子，却

比不过一个解缙， 很失面子，当

下面带怒色。解缙见状，连忙给

朱“挠痒”，高声吟道：“数尺丝纶

入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

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

朱闻言转怒为喜， 对解更加喜

爱，多多封赏。

北宋宣和年间一次上元节，

京城大放花灯， 皇帝与民同乐，

允民间士女通宵观灯。

民女某与情人携手踏歌灯

市 ，乐而忘归 。五更时 ，皇上下

令， 赐观灯者每人御酒一杯。一

时满城欢呼万岁， 场面甚为壮

观、有趣。某女饮御酒后，纳金杯

于袖内。 被卫士发现拘至御前，

奏请发落。

皇帝怒而责之：窃取宫中金

杯，罪当不赦。

谁知某女并不惧怕，乃从容

不迫，笑吟《鹧鸪天》一阙云：

月滿莲壶灿烂灯，与郎携手

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舞，不觉

鸳鸯失却群。———天渐晓， 感皇

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

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真才女、 奇女子也，这

“痒”挠得恰到好处。宋徽宗一听

大喜，不但不再责怪，反将金杯

赐给她，还命卫士送其归家。

□

黄森林

信 阳 菜

（接上期）

四、名菜故事传说

信阳菜的食物传说大致有

三部分，一是“神迹”的传说，就

是关于信阳美食和信阳食文化

中 “仙人 ”的传说 ；二是食物传

说， 主要讲各种食物的来历；三

是发生在信阳美食中真实的故

事。

清炖何首乌———张果老成

仙的传说

张果老是民间传说的成仙

“八仙”之一。传说淮滨县张庄集

是张果老的故乡。张庄集原名张

果城，张果老因为吃了炖何首乌

才成仙。张果老成仙后，张果城

曾一度改名为仙庄集。

张果老本是穷苦人出身，常

年以赶驴驮脚帮人拉货物为生，

风里来，雨里去，日子过得很贫

寒。一天中午，张果老赶着毛驴

走到一座破庙前，忽然闻到一种

异常的香味。张果老将毛驴拴在

庙门前的一棵小树上，推开虚掩

着的庙门，走了进去。

进入庙门， 张果老一下愣

住了。一向无人问津的破庙里，

竟然支了一口大锅， 那锅灶堂

里正架着劈柴， 锅的四周烟腾

火燎地冒着大气。 张果老疑惑

不解，忙掀开锅盖，原来是炖得

滚烂的一锅肥肉， 那满锅的香

气扑鼻而来， 一个劲地直朝他

肚里钻。张果老尝一口汤，味道

出奇的美， 也分不出锅里到底

煮的是啥肉， 反正是从来没吃

过的。于是，张果老到处寻找碗

筷 ，准备好好饱餐一顿 ，结果 ，

什么也没有找到。情及之下，张

果老只好从门外的小树上掰了

根树枝当筷子， 从锅里夹出肉

直接吃起来。

原来这锅肥肉，是一位教书

先生炖的一只生长千年、能变成

人形，长得肥肥胖胖、成了精的

何首乌。谁能吃到这种何首乌的

肉，谁就可以脱俗成仙。这位先

生在破庙里悄悄地炖好何首乌，

回家拿碗筷的时候，让朋友请去

办事耽搁了。

且说这里张果老吃得满嘴

流油。 因那何首乌个大肉多，张

果老吃得大饱也没吃完。 这时，

张果老的小毛驴在院外又踢又

叫。张果老忽然想起他的小毛驴

还在饿着肚子，于是连锅带汤一

起端了出来， 让驴儿也吃个大

饱，最后剩下的一点汤，张果老

顺手泼到了墙头上。

张果老美滋滋地打了个饱

嗝， 正要坐下抽袋烟运运气，却

一眼看见有个人急急忙忙地朝

这边走来。“不好，八成这锅肉是

他炖的！”张果老慌忙起身，解下

驴绳， 屁股一抬倒坐在了驴背

上。“得儿———嘟！”接着一响鞭，

驴儿四蹄嗒嗒飞快地跑起来。张

果老两眼一眨也不眨，紧紧地盯

视着后面那个人，生怕那人追上

来。 谁知就在这紧迫逃路之中，

仙物生效， 那驴儿也喝了仙汤，

四蹄早已离开了地面，腾云驾雾

地飞了起来。张果老倒骑在小毛

驴上，只觉得身轻似纱，恍若流

水疾风，越升越高，越飞越远，破

庙和那个追来的人早已看不见

了。

张果老就这样倒骑毛驴成

仙升天。那枝被他用来当筷子吃

何首乌的树枝， 也竟然落地生

根，不长时间便长成一棵参天大

树，当地人称“果老树”。那堵被

张果老用汤泼过的墙头，也竟然

如铜墙铁壁一般， 经世不倒。后

来人们就把这座破庙加以整修，

改建成“果老庙”，把这堵墙立为

“果老碑”，并在上面题诗刻文，表

达对张果老的怀念之情。（摘自

《淮滨县志》）

（未完待续）

□

刘向阳

姓氏文化

□

王 林 崔信生

源于信阳的姓氏

赖氏源流

赖姓出自姬姓。 西周初年，

周武王姬发封其堂弟叔颖于赖

(

今息县包信镇一带

)

，为周朝子

爵国。 春秋时期， 周朝王权衰

微，楚国不断吞并周围小国，因

赖国与强大的泰国有着长期联

姻关系， 加之赖国臣民英勇抵

抗， 楚国迟迟未敢轻意讨伐赖

国 。公元前

538

年 ，楚灵王看到

江淮地区仅剩下赖子国还未征

服， 便胁令已征服的小国配合

楚军， 围攻赖国， 一举灭掉赖

国。赖国臣民为纪念赖国，相约

以国为姓姓赖。 其中一些人北

迁到达鄢

(

今鄢陵

)

姓赖，赖国贵

族中的一些人逃亡附近的罗国

和傅国， 为躲避楚军追捕改姓

罗或傅。至今，罗姓和傅姓与赖

姓还有联宗之谊。

赖氏历代名人中，宋朝有节

度使赖跋，元朝诗人赖良，明朝

赖天赋，清翰画家赖镜，太平天

国将领赖文光、赖汉英，当代原

建材部长赖际发，解放军上将赖

传珠等人。

赖姓在当今中国排第

97

位。

以广东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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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宵 节 习 俗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春

灯节、小正月、元夕节。元宵节是春节后第一

个重要节日，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

所以关于元宵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也不尽相

同。

1．

吃“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是在中国由来己久的

习俗 ，元宵即 “汤圆 ”，它的做法成分风味各

异 ，但是吃元宵代表的意义却相同 。代表着

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日子越过越红火 。俗语

有句话叫和气生财。家庭的和睦以及家人的

团圆对于一个完整的家庭来讲是多么重要

的因素 。因此 ，在元宵节一定要和家人吃上

“元宵”。

2．

“送花灯”

“送花灯”简称为“送灯”，其实质意义就

是送孩儿灯。即在元宵节前，娘家送花灯给新

嫁女儿家，或一般亲友送给新婚不育之家，以

求添丁吉兆，因为“灯”与“丁”谐音。表示希望

女儿婚后吉星高照、早生麟子；如女儿怀孕，

则除大宫灯外，还要送一两对小灯笼，祝愿女

儿孕期平安。

3．

耍龙灯

龙是中华的图腾，中华民族崇尚龙，把龙

作为吉祥的象征。正月十五舞龙灯，载歌载舞

的喜气氛围，流传于很多的地方。

4．

舞狮子

舞狮，又称“狮子舞”、“狮灯”、“舞狮子”，

多在年节和喜庆活动中表演。 狮子在中国人

心目中为瑞兽，象征着吉祥如意，从而在舞狮

活动中寄托着民众消灾除害、 求吉纳福的美

好意愿。

5．

猜灯谜

每逢元宵节，各个地方都打出灯谜，希望

今年能喜气洋洋的，平平安安的。因为谜语能

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 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

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唐宋时灯市上开始出现

各式杂耍技艺。 明清两代的灯市上除有灯谜

与百戏歌舞之外，又增设了戏曲表演的内容。

6．

踩高跷

高跷会一般由群众自发串连组织起来

的。正月十一、十二开始踩街，寓意告知人们

在众多的民间花会中，今年挂个号。正月十五

正式上街，一直到正月十八方告结束。

7．

祭门、祭户

古代有“七祭”，这是其中的两种。祭祀的

方法是，把杨树枝插在门户上方，在盛有豆粥

的碗里插上一双筷子， 或者直接将酒肉放在

门前。

8．

走百病

“走百病”，也叫游百病，散百病，烤百病，

走桥等，是一种消灾祈健康的活动。元宵节夜

妇女相约出游，结伴而行，见桥必过，认为这

样能祛病延年。

9．

迎紫姑

紫姑也叫戚姑，北方多称厕姑、坑三姑。

古代民间习俗正月十五要迎厕神紫姑而祭，

占卜蚕桑， 并占众事。 每到迎紫姑这一天夜

晚，人们用稻草、布头等扎成真人大小的紫姑

肖像，与夜间在厕所间猪栏迎而祀之。真实地

反映了劳苦民众善良、忠厚、同情弱者的思想

感情。

10．

逐鼠

逐鼠在农历的正月十五举行。 养蚕的人

家在正月十五熬上一大锅粘糊糊的粥， 有的

还在上面盖上一层肉，将粥用碗盛好，放到老

鼠出没的顶棚、 墙角、 边放嘴里还边念念有

词，诅咒老鼠再吃蚕宝宝就不得好死。传说这

样做，本年的老鼠就不会吃蚕宝宝。

旧 时 的 年

雨夹雪，村子的天空中烟花凌乱，路上的

积水映着各家各户的灯光， 各种热腾腾吃食

的气味在弥散，爆竹震耳欲聋。胆大的炮仗捏

在手里放，点着，引线“刺刺”地响，砰的一声

炮仗脱手而去，这种快意需要勇气。胆小的把

爆竹竖在地上，点完引线后人逃开，炮仗射向

天空，见小小一股青烟，再“叭”的传来声响，

第二声响过，小孩纷纷去抢落地的炮仗头，如

拾声响。

地上的炮仗头从前小孩都抢过， 大人们

常不解其意。小孩喜欢响动是天性，明知炮仗

头不会再响，但眼见它响过有好感，又是花花

绿绿的，这是在过不能碰真炮仗的心瘾。

老早的春节常阴雨， 雪天与晴天就是喜

日。年三十夜里落雪，床上侧耳听雪粒打在屋

瓦上的“叭叭”声，期盼得不肯睡去。无声的夜

雪在黑暗里纷纷，一大早起床，屋上树上皆雪

白，路上积雪新铺，便抢着踩第一溜脚印在上

面，雪会留证，太公那里拜年我第一。

年味从腊八开始。吃过腊八粥，开始做年

糕办年货，家酿的年酒也新熟，堂锅炖芥菜，

最香的菜根是芥菜，萝卜芋艿都不及，一家人

初夜围炉吃芥菜，菜锅里放几根年糕，品着新

酒取着暖，大堂锅径一尺多，吃从沸锅里筷子

现取， 芥菜根有辛辣气息， 但滋味是暖且甜

的。

廿三开始祭灶，备各式小碟的糕点果品，

叫“祭灶果”，供在灶王爷的神位前。灶王爷的

像是所有神佛中最为草率的，黑墨涂脸，仿佛

烟熏火燎之故。小孩顽劣泥垢上脸，被牵去清

洗时挨骂，就说脸脏得像灶王爷。三炷清香燃

毕，供奉的果品可以抢来吃，我小时常会觉着

“祭灶果”滋味寡淡，因为知道这是灶王爷已

经吃过的。印象深刻的祭灶果有黑脚与白脚，

是爆过的米花用麦芽糖炒，加白芝蔴叫白脚，

加黑芝蔴叫黑脚。脚是形状，切成长条状。

廿七掸掸尘，鸡毛掸子用长竹竿绑着，撩

去房屋梁柱经年的蜘网积尘。 掸尘日就是扫

除日，里里外外大扫除，除了污垢尘埃，更主

要象征扫除不顺、晦气与邪秽。

压岁钱六岁以前只有一毛， 六岁以后是

二毛，都要压在枕头底下。有一年分压岁钱时

讨粮票，被怒目而视，因为年三十大人不好打

骂小孩。 但压岁钱如果没有粮票是买不了吃

食的。事实是一二毛的压岁钱，年后也要被我

外婆收去，说法是存着，以后长大抬老婆。因

此我从小对抬老婆深恶痛绝， 觉得非常没意

思。

大年初一大早起床，新鞋新衣服，那些年

并不能年年为小孩做新衣，所谓的新，就是干

净与颜色的鲜艳，大年初一拜长辈，我们非常

喜欢，记得衣服的前襟上单独缝有一只口袋，

用来装“雪花”，舟山农村把给小孩的吃食叫

“雪花”，长辈端坐在堂前，桌子上用盘子备着

糕点糖果，小孩进来叫一声叩个头，就抓一把

“雪花”塞在胸前的兜里。小时候的“雪花”罕

有糖果与糕点，最多是炒熟的蚕豆，我们叫倭

豆。

之后就是客来客往，舅舅家、姑姑家、姨

妈家，顺序依次排列。

正月里家家一天吃五餐，早饭，早中饭，

中饭，点心饭（不是吃点心，也是正餐），晚饭，

远路要留宿的还有半夜餐。 餐餐有自做的土

酒，下酒的菜最令人不忘的芹菜豆芽，而满桌

的鱼肉一般不作吃，是摆碗头的，吃了没有存

货，一直要摆着撑到正月十五客人来完之后。

大多数的亲戚，除了婚丧红白，平时一年

就见面这么一次，“常来呀，常去呵”的离别客

套见于路口村外。

每年的初七以后会来电影放映队， 放露

天电影，背着板凳去占座是小孩的事，呵气成

冰的夜里露天看这样的电影， 我们喜欢在银

幕后面的草窠里看，比较应景的是《白毛女》，

喜儿这样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我家的钱

少不能买，爹买了二尺红头绳，欢欢喜喜过大

年。”我们那时很小，但这个我们都明白。缩在

草窠里， 一直纳闷银幕后面为什么也可以看

到电影，而且看到的电影中，里面的人不是背

影，这些，镜子都不能，而电影能。一次在草窠

里睡着， 醒来旷地里空无一人， 头上星空孤

独，四野冰一样的寒意……

十五以后， 闲不着的人一大早挑着粪担

忙着上地头了。我对太勤劳的人一直不喜欢，

接下去的日子有得忙碌，何必这样迫不及待。

渔

舟

唱

晚

赵

雪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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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文周

□

杨家山

□

花如掌

□

向 东

□

符忠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