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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民间习俗

一、传统节日

我国的传统节日是在两千多年的历
史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在仍旧
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节日，大多形成在
汉魏时期，至唐宋而发扬光大，明清时期
达到高峰。朔州的传统节日既与全国有
相同相通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冬至，是大年和中秋以外的第三个
大节，素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朔州
这一天，各家各户都要吃好饭，中午大
多吃水饺、炖肉，晚上吃“三白烩片子”
或猪肉烩粉条之类的“大烩菜”。除此
之外，必吃的东西是麻糖和贯饧。麻糖
是用饧和黄豆面或黑豆面或莜面或玉
米面搅拌均匀，经过十几道工序加工
后，擀成薄皮叠加十几层后，再切成长
方形的条块，冷冻后酥脆而甘甜，风味
独特。贯饧就是用饧直接搓成成年人中
指粗细、长短的一种食品，冷冻后吃，儿
童尤其喜欢吃。这里说的“饧”，指的是
当地人用小米或玉米经过一定的工序熬
制成的一种粗糖。

腊八，也叫“腊日”，始于周代，但日
期不固定，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定在腊月
初八日，称“腊八节”。朔州人的习俗主
要是在这一天的凌晨吃一顿“红粥”和

“三白片子”，1995 年以后，“红粥”逐渐
成了象征性的食品，“三白片子”也被大
鱼大肉取代。“红粥”的食材是黄米、红
豆、红枣、江米等。朔州人过腊八，讲究
早起，似乎越早越好，常常是初七就把次
日的食材和柴炭准备好了，初八黎明四
五点就起床，开始做“红粥”了，若问其
故，传说是怕“红眼”，也就是怕得了眼
病。还有一个讲究是，腊八早上起床后，
孩子们不能大声喧哗，更不能哭。太阳
出来前，不能在地上洒水。部分农村还
有“打腊冰”的习俗。

腊月二十三日是农历小年，民间习
俗要“送灶神”，朔州人称“送神”或“送灶
王爷”。传说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民间
专管家庭、炊事及每个家庭成员言行举
止的官员，每年腊月二十三日夜晚12点
前要返回天庭向玉帝述职，汇报所驻人
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美丑善恶方面的
事。所以，这一日天黑后，过去的朔州人
在焚香、鸣炮后，把灶神的画像焚化后通
过炕洞、烟囱升天。同时再敬“灶王爷”
一碗糖滚水，希望他“上天言好事，回宫
降吉祥”。这一天也是要吃好饭的，主食

吃糕的居多。如今，朔州人依旧重视小
年，最大的特点是早晚两个时段小鞭炮
齐鸣，大麻炮震天。

大年，也叫春节，朔州人喜欢叫过大
年。它是中华民族一年中最隆重的节
日，朔州也不例外，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年俗特色。

腊八过后到大年三十这二十几天，
朔州人有许多营生要做。首先是“办年
货”，米面粮油、肉蛋果蔬、糖烟酒茶、布
匹鞋帽、年画蜡烛等物品越多越好。其
原则是“宁叫剩下，也不能短下”。

其次是“戳捋家”，也就是打扫卫
生。小年一过，过去住平房的年代，家家
户户都要做粉刷家、泥地面砖缝、糊新窗
纸贴窗花、打扫庭院、清理厕所等营生。
如今住上楼房的家庭，虽说用不着如此
这般地“戳捋家”了，但腊月里还是要认
真地打扫一番的，其寓意是除旧迎新。

第三是“蒸装”，也就是加工春节期
间吃的食品，荤的如红烧肉、丸子，素的
如蒸窝窝、炸油糕、压粉条，等等。这些
食品加工出来后，装在瓮、坛等器具里，
在院里或闲房里冷冻起来，正月里随吃
随取。随着楼房的普及，如今的“蒸装”，
只能是象征性地做一做了，但与平日比，
冰箱里、阴面阳台上依旧堆积得像个小
山。腊月为何要“蒸装”？一是为了方便
正月里食用，给人们欢度新春腾下充足
的时间。二是寓意“米面如山”。

第四是赶制新衣服。20 世纪 90 年
代以前，大多数的人家需要在腊月前后
买好布料，请裁缝匠人来加工。90年代
以后，随着服装市场的发展，人们逐渐开
始购买现成的服装。过新年穿新衣，一
个美好的寓意是重新开始，迎接未来。

第五是洗澡和理发。“二十八家家户
户洗臭脚”“有钱没钱剃头过年”这些习
俗流传至今。这两项营生不仅是人们的
生活需要，更有一种美好的期盼，即是轻
装上阵，从头开始。

第六是挂红灯、贴年画、贴春联。前
两项营生没有固定的日期，因人而异。贴
春联一般是腊月二十八至三十的正午前。

匆匆忙忙中，大年三十就到来了。
这一天似乎更加忙乱，贴春联、垒旺火、
部分人家还要上坟祭祖，这多半是男人
们的事。家庭主妇们呢，既要把大人娃
娃的衣服准备好，又要忙着准备“隔年
饭”“年夜饭”以及“接神饭”。“隔年饭”也
叫“夹年饭”，指的是大年三十中午这顿
饭。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朔州人的“夹
年饭”一般吃擀豆面或荞麦圪坨，此饭不

动荤气，其寓意是，这是一年中的最后一
顿午饭了，得像平时一样过光景，不能大
手大脚，胡吃海喝。“年夜饭”即是大年三
十的晚饭，一改中午的做派，荤素一齐上
阵，美酒阵阵飘香。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外地工作
的人除去有极其特殊的原因外，都是要
回家和父母妻儿团聚的。大年三十零点
前，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在住平房
的年代里，家家户户要焰旺火、响鞭炮、
鸣大炮。这种活动民间叫做“接神”，历
时两三个小时。接回“神”后，全家人要
围着旺火正转三圈、倒转三圈，然后吃烤
旺火馍馍、喝红糖水；也有人家还要吃

“跌鸡蛋”（荷包蛋），寓意“咬金咬银”；在
农村，还有部分人家要吃饺子，喝美酒。
其后再把旺火炭趁红旺挟在家里的灶膛
里继续燃烧，寓意“光景红旺，还得烧
上”。之后，多数成年人就要入睡了，没
结婚的娃娃们就开始熬年了，直到黎
明。接回“神”以后，朔州人忌讳把水洒
在地下，忌讳高声喧哗，忌讳小孩哭闹，
忌讳脱光衣服睡觉，忌讳打烂碟碟碗碗。

在朔州，有个习俗是出聘的女儿在
年三十和初一这两天不能回娘家，虽是
陋习，但至今还有不少人在遵从，尤其是
家有儿子的人家。

从初一到十五这半个月，是朔州人
最为消闲惬意的日子，穿新衣、吃好饭、
访亲朋、逛风景不亦乐乎。

初二是“接财神”的日子，主要的特
征是响大炮、鸣鞭炮、吃饺子、迎财神，从
初一的零点一直响到初二的中午。1949
年前，接财神主要是商人们要举办的活
动。1949 年以后，特别是 1978 年后，朔
州人把初二的清晨看得特别隆重。传说
在大年除夕夜晚的声势浩大的“接神”活
动中，财神爷并没有回到人间，于是，全
国各地的人们选择在初二、初三、初四、
初五等日子来迎接。朔州人选择的是初
二清晨，花炮鸣毕，先在财神爷的像前敬
一杯清茶、一支香烟、三根檀香，然后敞
开家门，待饺子煮熟后，立即给财神爷供
上一盘。然后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吃了这
顿饺子，财神爷就算是接回来了。其实，
世上哪有什么财神爷，不过是通过这一
节日，鼓励和劝导人们要早早起床，勤劳
致富。

初五是“送穷媳妇”的日子。朔州人
爱干净，垃圾是要逐日清理的，但从大年
初一到初四这四天，垃圾不外倒，攒起来
等到初五早晨统一倒。初五早晨，家家
户户把垃圾担到垃圾场所，并且响大炮、

鸣鞭炮。这就是“初五送穷”。过去，朔
州人在初四的夜晚，还要用棉花缠两个
棉花人，描画成小媳妇的样子，第二天天
不亮就送到离家门口偏远的地方，最好
是把“她”送到一个暗淡无光之地，然后
是响大炮，倒垃圾。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送穷媳妇”。1978年以后，垃圾取代了
“棉花人”，但响炮依旧不变。对朔州人
来说，只要过节响大炮，这个日子必定是
非同一般的。

正月十五闹元宵，这是一个普天同
庆、官民同乐的节日，朔州的活动日期是
农历正月十四到十六这三天。元宵节是
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业已淡下来
的“年味”又一次渲染到了高潮。于是，
人们就说正月十五是“看红火”的节日。

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说，朔州
人的元宵节一般从正月十四开始，到十
六结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但丰
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却常常让人应接不
暇：高跷，旱船，娃娃队；猜谜，象棋，大头
人；灯笼，串串，霓虹灯；书法，绘画，八音
会；龙灯，彩车，狮子舞；斗子，礼花，九莲
灯；拉花，踢鼓，大秧歌。

这些红火喜庆、耀人眼目的“玩意
儿”，为年俗文化营造了一个广阔的审美
空间。更有那熊熊燃烧的旺火和惊天动
地的老杆，因其有独特的魅力和风采，深
深地扎在了一代又一代朔州人的心中。

旺火，点燃以后便成了一个耀眼的
火球，给人送来温暖和光明，据传说有避
邪之功能。因此，在朔州人的心目中，旺
火的地位崇高而又神秘。比如，民间娶
媳妇要垒旺火，其寓意是光景要发旺；过
年要垒旺火，既有给“诸神”照明的意思，
也有光景要发旺的寓意。到了元宵节期
间，政府的大门前、沿街的单位和商铺都
是要垒个大旺火的，其寓意是期盼来年
五谷丰登、财源茂盛、吉祥如意，另外还
有取暖、照明的功能。元宵节是官民同
乐的节日，政府门前的那个熊熊燃烧的
大旺火，道出了全朔州人民的心声：“光
景发旺，全凭烧上。”传说元宵节转衙门
（如今叫政府）的旺火，能消灾避祸、四季
呈祥。因此，即使近年来政府门前是电
旺火，市民们也乐此不疲地正转三圈、再
倒转三圈，人山人海，蔚为大观。

老杆是朔州元宵节期间焰火中规模
最大的一种，呈“非”字形结构，高达六七
米，宽有三四米，上置九层或十二层由鞭
炮、大麻炮、起火、三打金弹等组成的火
器，头顶再加一个大大的装满火器的斗
子，人称老杆。老杆燃放起来声音大、时
间长、威力猛，看得人脖颈酸困、心灵震
撼，成为朔州元宵期间焰火晚会中标志
性的产物。人们每每是在夜晚12点前后
看完老杆后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家中，这
一天的元宵活动才宣告正式结束。2024
年元宵节，朔城区顺应民心，“禁放”十余
年之久的“老杆”重新燃放，观者如云。

（未完待续）

朔州多元汇聚的民俗风情
●●陈永胜陈永胜

在共和国广袤的大地上
永远飘扬着一面光辉的旗帜
她
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打开历史的尘封
曾记否
在那个丧权辱国的时代
灾祸横生 积贫积弱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
让华夏大地炮火连天 饿殍遍野
黑云压城城欲摧
城头变幻大王旗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军阀混战 天昏地暗
水深火热中的民族危难
急需凝心聚力 冲破黑暗
黑暗中的企盼
劳苦大众举着双手
发自心底地热切呼唤
呼唤着自由
呼唤着和平
呼唤着光明
呼唤着把旧世界彻底砸烂

在那民不聊生的时代
在那阴霾笼罩的长空
呼啦啦一片红云

闪烁着无限光辉的旗帜
在中华辽阔的大地上
高高飘扬
飘扬的旗帜上充满了信仰
凝聚着不可战胜的力量

从此
中国人民看到了曙光

看到了希望

党啊
光辉的旗帜
您引领着我们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克服了重重困难和挫折
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创造了多少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
恐吓不了共产党人的勇气
血的教训
让我们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谛
确立了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的治军方针

仁者之师所向披靡 所向无敌
团结一心 前赴后继

夺取了接连不断的辉煌战绩

星星之火
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燎原烈火
万里长征的艰难跋涉
树立了走向胜利的里程碑

党啊
光辉的旗帜
召唤着多少热血青年
涌向延安这神奇的革命圣地
让这片热土熠熠生辉
照耀着全国抗日的胜利
让侵略者品尝了中华民族

血肉长城的坚强有力

党啊
光辉的旗帜
您坚定地挥舞着
在历史的舞台上
演绎了多少不朽的千古业绩
大浪淘沙
淘出了多少金贵
小米加步枪战胜了
武装到牙齿的豺狼
人民的独轮车
推出了全国的解放
抗美援朝的雄师

打败了猖狂的世界列强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醒狮精神抖擞
嘹亮的国歌纵情歌唱
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党啊
光辉的旗帜
指引着我们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穷则思变 奋发图强
夯实了祖国建设的坚固根基
培养了接续奋进的肥土沃壤
立下愚公移山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繁荣了花开盛世大花园
展现了锦绣河山新画卷

党啊
光辉的旗帜
在奔向致富的康庄大道上
您尽情地舒展张扬
改革开放的春风
让经济发展的波浪
在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潇洒自如地欢快荡漾
让富庶的种子

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

党啊
光辉的旗帜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您更加灿烂鲜艳
前进的路上
我们斗志昂扬
天灾人祸 不可阻挡
全国脱贫致富让世人感叹
科技水平的发展提高

让全世界的目光改观
青山绿水是我们的财富
祥光闪现在金山银山上
农村城市环境优美
交通纵横公路通畅
政通人和
人民幸福安康

“一带一路”连接四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利益共享
全球安全 发展 文明倡议
是大国豁达大度精神的闪光

党啊
光辉的旗帜
新征程离不开您领航
在您英明正确地指挥下
历史的屈辱一扫而光
美好的明天令人向往
展望前景 波澜壮阔
远航的巨轮乘风破浪
雄狮将会实现更加宏伟的梦想
伟大的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富强

党啊党啊，，光辉的旗帜光辉的旗帜
●●陈 骅陈 骅

在我们小区，如果说我们家是“党
史之家”，估计没有任何异议，因为在
我们这个家庭当中，祖孙三代都与党
史结下了深厚的情缘：父亲忆党史，儿
子（我）写党史，孙子讲党史。

父亲是贫苦农民出身，是一位参
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
兵。多年的军旅生涯，父亲饱经战火
洗礼，身上至今还留有三块弹皮。父
亲曾参加过辽沈战役、西南剿匪战
役、解放海南岛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
争中的第一、第三和第五次战役，可
以说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父亲
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后，始终没有忘记
他所经历过的那些峥嵘岁月，他把那
些炮火硝烟的经历看作是人生的巨
大财富。我从记事起，就清晰地记得
父亲经常给我们回忆一些他所经历
过的战斗故事，黑山阻击战、塔山阻
击战、活捉敌人等等。进入晚年以
后，父亲对他拥有的这笔精神财富更
加珍视，每逢家庭聚会，父亲都会指
着镜框里发黄的老照片，给我们祖孙
三代 21 口人回忆他的战争故事。父
亲说，我们的党走过了百年的艰辛历
程，百年啊，得有多少故事可以回忆
啊！那么多的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
血，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多么不
容易啊！咱们无论到啥时候，也不能
忘本啊！要永远记住我们的党和国家
走过的那些沟沟坎坎……父亲文化水
平不高，他讲不出太多的大道理，但父
亲知道，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优良
传统传承下去，是无上光荣的职责。
父亲退休以后，受聘到附近的几所小
学，成了一名校外辅导员，他经常和孩
子们聚在一起，然后回忆那些峥嵘岁
月里的故事。父亲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鼓励孩子们传承红色血脉，把我们
的国家建设好。凡是认识我父亲的
人，都夸他是一颗越老越闪光的“平民
明星”。只是父亲对自己身上的“光
环”并不太在意，这些年来，他不但没
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而且还拿
出自己的退休金资助贫困学生。在父
亲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
的责任、担当、本色和底色！

父亲所忆的党史故事对我的成长
影响很大，从小，我就喜欢读红色故
事、看战争题材的电影。参加工作后，
我喜欢利用业余时间写点豆腐块文
章。三年前，我忽然想到：既然我喜欢
写文章，为什么不把父亲的那些战斗
经历记录下来呢？这也是一种党史资
料呢。把父亲的那些党史故事记录下
来，写成文章去发表，可以让更多的人
接受红色教育，从中汲取力量，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说干就干，我利用双休
日，争分夺秒地整理父亲讲过的党史
故事。哪里有记不全的，就随时向父
亲核实。父亲已是耄耋之龄，行走不
便且听力受损，但是他对我的这种做
法非常支持。他说，你们这一代人文
化水平高，有责任把党的优良传统以
文字的形式传承下去，让孩子们看看
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
的，爱国不是喊口号，而是具体行动
啊！父亲的鼓励与支持，给我增添了
无穷的力量，仅仅两年时间，我就整理
出了30多万字的党史资料。我把这些
资料打印成册，由父亲寄给他健在的
老战友们，请他们拾遗补阙，进一步完

善。父亲的老战友们对我的作法极为
赞赏，他们不但补充了很多遗漏的史
实，还寄来了好多当年的战争实物。
在这些老兵的帮助、支持下，我的创作
热情空前高涨，一篇又一篇党史故事
从我的笔下流泻而出。如今，70 多万
字的党史故事集《黑土地上的红流》书
稿已经完成，正在校对之中。尤为可
喜的是，我因撰写党史资料而有幸调
到了县里的党史研究室工作，成了专
业的“党史宣传员”。

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农
村中学任教。学校开展党史宣教活动
后，儿子突然找到我，让我把我写的党
史书稿先打印出来，他拿到课堂上，变
成了他在全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地
域教材。到底是年轻人，脑瓜活，他把
我写的党史故事，变成了演讲稿、快板
书、相声、评书、灯谜等等艺术形式，寓
教于乐，进行宣讲，从而扩大了党史宣
教的普及面，提升了党史学习教育的
影响力。在儿子的努力之下，全校一
二三年级都成立了党史学习兴趣小
组，儿子还被学校推选为思政课的“总
督学”，负责校内16个班级的党史宣教
工作。儿子的口才很好，我撰写的党
史故事经过他的加工，再从他的嘴里
讲出去，真正实现了“二度创作”，更加
通俗易懂，入脑入心，深受广大师生的
欢迎。家长们在班级微信群里纷纷为
我儿子点赞，有的家长还主动邀请我
儿子到他们的单位去上党课呢。一位
学生家长是一家企业的老总，他甚至
请我儿子每周给他们的企业员工上一
节党史宣教课。

祖孙三代齐上阵，各司其职为党
史。爷爷忆党史，儿子写党史，孙子讲
党史，祖孙三代的“党史情缘”，也由此
在我们那个小区传成一则正能量的坊
间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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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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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浦江头，千帆竞发，
朝阳喷薄而出，江风动云潮涌，
钟楼回响《东方红》的旋律，
激起奋斗的潮流，唤醒前进的歌声。

斧头与镰刀交织的党旗，
在清晨的微风中招展，
如燃烧的火焰，
点燃民族的希望，唤醒沉睡的雄狮，
在时间的赛场上，斗志冲天。

乡野间，果蕾悄悄孕育，
稻田中，稻穗轻轻摇曳。
蝉儿歌唱在树梢，

蜻蜓舞动荷叶，
农民的汗水，滋养着一梯梯绿意，
工人的巧手，铸就大国的锋利。

七月的风，
吹展五星红旗的梦想，
吹干劳动者额头的汗珠，
孕育起丰收的希望。

七月的风，
是希望之帆，驶向无畏的前方，
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在光辉的岁月里，
我们共同书写，那壮丽的篇章。

七月的风
●●韩红军韩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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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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