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炮竹声声除旧，笙歌阵阵迎新。
紫气霞光祥瑞兆，灿烂朝晖佳绩频。
鸡鸣好梦真。

户户红联高挂，家家福字长存。
恭祝吉祥人更好，祈愿来年五谷屯。
安康伴众生。

破阵子·迎新春
●张志爱

副 刊 32025年 1月 25日

星期六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李
柱

刻

熬年是除夕守岁的俗称。守岁是
在农历旧年的最后一夜不睡觉，熬夜迎
接新年到来的一种汉族习俗。流行于
全国各地。朔县人管守岁叫熬年。朔
州的熬年习俗一直流传至今，但是随着
时代的变迁，熬年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
的变化之中。

一

关于熬年的起源，说法较多，归纳
起来比较公认的说法是：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
居在深山密林之中，人们叫它“年”，它
的面貌狰狞，生性残暴，专食飞禽走兽
和鳞介虫豸，一天变换一种口味，从磕
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
变。后来，人们慢慢地掌握了“年”的活
动规律：它是每隔 365 天就会跑到人群
聚居的地方尝一次鲜，而且出没的时间
都是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才又返
回林中。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人们便把
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熬，称为“年
关”，并想出了一套度过年关的办法：每
到这一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
饭，熄火净灶，再把鸡舍羊圈拴牢，把宅
院 的 前 后 门 封 住 ，躲 在 屋 里 吃“ 年 夜
饭”，由于这顿晚饭有凶吉未卜之意，所
以置办得很是丰盛，除了全家老少围在
一起吃饭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需在吃饭
前先敬供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
平安地度过这一夜。

吃过晚饭后，人们谁都不敢睡觉，
坐在一起闲聊壮胆，直至天明。熬年守
岁的习惯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物质生
活十分贫困的时代。然而，穷有穷的欢
乐，尤其是我们这些不知柴米油盐贵的
娃娃们，一年四季都有耍不完的游戏。
熬年也不例外，仿佛就是专门为我们这
些愣头青安排的一项活动。

记 得 是 1973 年 到 1976 年 的 连 续
四年的大年夜，我们都是在东关大队
第七生产队“熬年”的。我们住的地方
叫十家巷，我们同年仿月的孩子约有
十来人，领头的人叫罗立山，小名叫罗
三 ，比 我 大 三 几 岁 。 他 的 父 亲 是“ 七
队”里的保管员，晚上负责下夜值班。

“七队”紧邻大寺庙的西墙，我们十家
巷位于大寺庙的东北侧，离“七队”不
过百十来米远。

那个年代，朔县人家家住着平房，一
户人家不管有几间房，冬天只烧一铺炕，
四口人一铺炕，八口人也是一铺炕，目的
就是为了节省烧的炭。这种情况下，我
们十来个孩子想寻一铺大炕简直就是一
个白日梦。因此说，“七队”曾经就是我
们熬年的乐园。

大年三十的下午，我们就和罗三相
跟上，到“七队”的办公室烧火，先把炕
烧热。等到焰完旺火，吃了接神的烤馍
馍后，便鬼鬼祟祟地各自从家里偷上一
些瓜子、生黑豆之类的东西，要是没有

这些东西，偷拿几颗山药蛋也是好的。
然后一起小跑着往“七队”奔。

“七队”的办公室经过我们下午的
格外关照，暖融融的，门一开，一股热气
扑面而来，一下子就暖到了脚后跟。罗
三一边往门框上挂锁子，一边神气地从
裤兜里掏花生，放在炕头上，我们也跟
着掏出自己从家里偷来的东西。有葵
花籽和番瓜籽，有黑豆和黄豆，也有山
药和胡萝卜的，都是生的。

在罗三的指挥下，我们先加上炭，
然后把火盖的背面擦干净，把火盖的正
面对着火圈撴下去。

火盖是生铁匠铸造的一种圆形的
面子凸起的日用产品，它既是烤制食品
的炊具，又是取暖用的工具，是和锅有
同等重要性的东西，可以说，只要有灶
火，就离不开火盖。我们把火盖反过来
用，它就又成了一口平底锅，炒瓜子就
蹦不到外边。

“先炒番瓜籽！”
“先炒花生！”
“先炕片片！”
……
我 们 为 先 吃 什 么 吵 闹 成 了 一 团 。

“妞不要叫啦，我看先炒黄豆哇！”罗三
不容质疑地说。我们一下子全都愣住
了，先吃炒黄豆是我们意想之外的事，
可又拧不过罗三这条“大腿”。

“黄豆就黄豆，赶紧炒哇！”三铁柱
着急地说。黄豆是他带来的，大约多
半瓯瓯，不到半斤，炒熟后平均一人不
到三钱，不够塞牙缝子。接下来是“炕
片片”。

炕片片，就是把山药切成薄片，放
在火盖上烤，烤成黄虎皮颜色后最为

可 口 。 可 是 ，那 时 的 我 们 等 不 上“ 黄
虎皮”，连五成熟恐怕也等不上就叼着
吃啦。

朔县 不 出 产 花 生 ，上 世 纪 七 十 年
代的粮食及农副产品又禁止外调，所
以那个时候不要说吃了，就是连花生
皮是什么样儿的也有一大半的朔县人
不知道的。罗三的二哥叫罗立堂，在
运城当兵，每年过年前给家中寄十来
八斤花生，半巷子的人都能跟着尝尝
鲜。罗三那一年给我们炕的花生大约
有半斤多，我们一人只能分十来颗，人
人拿在手里都舍不得吃，看着花生“嗤
嗤”地笑。

炕花生是我们的压轴戏。一番折
腾后，大概离天亮也不太远了。此时，
我们自由组合地开始下象棋、下军旗、
打扑克——“捉王八”和“脱裤子”什么
的都有。炕片片和下军旗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还有就是那铺大炕，经过
一个下午的预热，再加上刚才的那一番
猛火，说话之间，炕头上的席子就快要
冒烟了，我们就赶紧撩起席子给炕上洒
水降温。尽管如此，炕仍然像个火盖
盘，圪蹴起来脚板烫，坐下后屁股烧，辗
转反侧，扑克也似乎耍不在心思上了。

还好，天空上的星星很快就要回宫
了。我们也收了玩耍的摊摊，准备着绕
街捡“炮爪爪”了。

三

彻夜不眠地熬年，似乎是我们这些
愣头青们的专利。成年人特别是有了
娃娃圪蛋的成年人，年也是要熬的，但
大多数的人都是吃完接神馍馍，再把旺
火炭接回灶火后，就等当着睡了，因为
初一还要早起呢。只是讲究不能脱了
衣服睡觉，怕“冲”了接回来的“神”。

电视机普及到寻常巷陌后，人们的
熬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2年前后，朔县的黑白电视机还
很不常见，我们巷子里大概也只有两三
台。记得是 1981 年的正月初几开始播
连续剧《霍元甲》，我们都到蔚福成的家
中看，炕上地下都是人，水泄不通。我
们家的电视机是 1983 年买的，到 1986
年看“春晚”的时候，巷子里的电视机就
不算稀罕了，蔚福成家的“壮观景象”也
就不再有了。

1976年前出生的朔县人，大概也曾
有过彻夜熬年的经历。“80后”的人大概
就没有这种经历了。“春晚”把人们的两
条腿牢牢地拧在了电视机前，使之欲罢
不能。新千年以后，互联网迅猛发展，
网上熬年也就很快应运而生了。

炒黄豆、炕片片、下军旗、打扑克、
捡“炮爪爪”的熬年方式，固然有些寒
酸，但与目下的封闭的独来独往的“熬
年”方式比，还是有它的过人之处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有此经
历的人们的共识。前年正月，我们几
个儿时的伙伴聚在一起，最感兴趣的
话题之一就是回忆少年时熬年的“精
彩片段”。

是啊，这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熬年，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陈永胜

腊月街商赛卖歌。天花乱坠口
悬河。目炬闪光盯顾客，心急。诩夸
优货品无讹。

接踵摩肩声欲哑，讨价。论钱真
的好难啰。八十老翁违喊帅，且计。
养家何虑失偏颇。

定风波·年货街市小掠
●樊平发

朔州迎春图
●牛应成

十里长街热火红，迎春装扮靓州城。
虹桥霓闪七彩亮，银树放花五福隆。
市井频频佳讯报，乡村灿灿粱谷丰。
桑干河畔同心贺，献舞金蛇事事荣。

迎 春
●孙振兴

欢颜瑞气九州同，腊鼓新潮如意风。
寄语梅联情互见，抒怀杏酒喜相逢。
贺年上网呼亲友，押岁分钱唤稚童。
最是团圆除夕夜，迎神接福满天红。

春日高阳映绮窗。枝头喜鹊报
嘉祥。雪蕊梅魂辞旧岁。谨寄。故
人莫惜醉春觞。

念念峰攒千万里。高谊。南洲
清友郁芬芳。超脱浮生无懊恼。虽
老。且行且喜赋新章。

定风波·新春寄友
●吴兴芳

研墨裁红写对联，蒸鱼煮肉炒三
鲜。彩串宫灯相媲美，喜气。耳边时
有炮声喧。

年夜大餐歌伴舞，丰富。举杯贺
岁尽开颜。满屋春风孙可爱，跪拜。
人生最美是团圆。

定风波·年味儿
●郝俊连

金 蛇 起 舞 迎 新 春金 蛇 起 舞 迎 新 春

临年并节 ,想起一句俗话：有钱没
钱，剃头过年，与之并驾齐驱的还有一
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这两句话都强调了“有钱没钱”。愚
以为，这皆表达了不管穷富贵贱，成败荣
辱，一视同仁的过年诉求，深度反映了过
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

或有不谙世事的小 孩 会 问 ，为 什
么剃头过年，剃了头还能过年？实际
上 ，剃 头 并 不 是 把 头 真 的 剃 掉 ，而 是
指 把 头 发 剪 短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视 头
发 为 人 之“ 第 二 张 脸 ”，有 道 是“ 人 活
脸面树活皮”，故从古至今，人们都很
在意梳理养护头发，总是把头发打理
得 有 条 不 紊 ,“ 顺 风 顺 水 ”，如 是 尽 显
修养、气质和风度。反之，蓬头垢面，
则 不 堪 入 目 ，非“ 懒 汉 二 流 子 ”“ 讨 吃
鬼”莫属也。

尚有故事流传，话说三国时期的
曹 操 一 次 严 令 行 军 不 可 踏 了 农 家 麦

田，好巧不巧的是，他的战马受惊踏了
一片麦田，曹操见状，遂割发代首，以
上率下。由此可知头发重要之一斑。

说剃头，窃以为和使用剃刀工具
有关。剃刀，很锋利，不仅能把头发剃
掉，还能刮去头发留根及脸、耳汗毛。
亦如当下不说剃头而言理发的道理一
样。因为现在理发使用工具变了，剃刀
改为推子，即手推和电推，当然有的地
方理发也包括了用刀片刮汗毛等。

说来 说 去 ，剃 头 过 年 ，绕 不 过 一
个“新”和“俗”，“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 新 桃 换 旧 符 ”。 过 年 为 盛 大 节 日 ，
流 传 久 远 ，历 久 弥 新 ，成 为 不 可 撼 动
的 习 俗 ，所 以 ，只 有 剃 头 方 显 过 年 风
采 ，剃 头 理 发“ 头 轻 了 ”“ 精 神 了 ”，容
光 焕 发 ，陡 然 平 添 新 鲜 感 ，轻 而 易 举
走进春色。

剃头过年
●冯 耀

五谷楼 书

李媚屏 剪

殷培续 书

胡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