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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作为中国民俗大节，官宣春节
民称年。它的悠久历史诞生了种种美好
传说和运势寄托，成就衍生了不少春节
礼仪和丰富的文化。年末岁首，家人团
聚，亲情友情汇聚，增添幸福欢乐，意味
着新旧交替，继往开来，带来新的希望和
喜悦。

今年春节大不相同

2024 年 12 月 4 日 ，在 巴 拉 圭 亚 松
森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会议
上，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
这个节日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
大 节 ，也 成 为 全 世 界 人 民 的 一 个 节
日。这一重大而传统且具有浓郁中国
特色的民俗节日，成为世界的节日，在
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个民
族 文 化 大 节 不 仅 层 级 提 高 ，文 化 内 涵
升 位 ，而 且 对 民 俗 的 信 仰 正 在 向 世 界
扩展。

假日增加喻示一年四季

今年的春节增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
特色——年三十放假。今年虽无三十，
人们习惯称其年为三十了。除夕放假今
年始有，年三十正式列为春节的假期。
春 节 的 假 期 由 过 去 的 3 天 增 加 为 4 天
了。虽然增加了 1天，但内涵提升，寓意
深远。 4 天的假期，代表着一年四季。
寓意春节这个民族节日，一年的春夏秋
冬，四季平安，康泰祥和。这是一个节日
文化的内涵和寓意的大提升。年的美好
寓意在于它所承载的家庭团聚、幸福欢
乐、五谷丰登、驱邪迎祥以及祈福添岁等
多重文化内涵。

喜蛇逢双春，好事要爆棚

2025 的乙巳蛇年，“一年打双春，春
打五九尾”。正月初三立春，腊月初三还
要立春。历史上曾有习惯，即把立春算
作过年。可是，立春有时在大年初一之
前，有时在初一之后。因为立春日子的
不定，所以年无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的 1949 年 12 月 23 日，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第 12次政务会议上，明确
规定了农历正月初一这一日叫春节，是
春天的第一个节日，是全年的第一个节
日。虽然从 1949年定名为春节，但民间
至今依然习惯称作过年。过年之际，首
次见面总要互道过年好，仕宦互祝官运
亨通，学子祈愿榜上有名，商贾彼此恭喜
发财，农民恭祝人寿年丰。双春年，这一
独特而迷人的天文现象，在一个轮回的
农历年度里，立春这一节气竟然会两次
光临我们的世界。其源于农历与公历
之间那微妙而复杂的时间错位，仿佛是
时 间 之 河 中 偶 尔 泛 起 的 涟 漪 ，每 隔 数
年，便以一种难得的姿态，向世人展示
其独特的韵律与美感。由于这种年份
在农历的浩瀚长河中并不常见，它自然
而然地披上了吉祥的外衣，成为人们心
中丰收与繁荣的美好寄托，寓意着大自
然对人类最诚挚的祝福与馈赠。双春
逢闰月，十谋有十成。“两春夹一冬，无
被暖烘烘”，这一条农谚的说法，暗示着
在 双 春 年 的 冬 天 ，气 温 可 能 会 相 对 温

暖。“春打五九尾”则更被视为一种吉祥
的预兆，预示着春天的归来将带来温暖
与生机。这些农谚虽然带有一定的夸
张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对
于天气变化的观察和总结。

年是时空立体大团圆

关于中华民族的过年的记录，大约
始于夏朝，汉朝已有文字记载。历史上
的春节指的是春天的第一个节日，今天
的春节是全年的第一个节日，它是中华
民族第一大节。传承至今，中华民族过
年的传统习俗，应该说是天上地下人间，
人类神灵祖先大团圆的一个节日。所谓
神，不是封建与迷信，他代表了人的理想
和美好愿望，以及对新生活的追求。希
望在新的一年里更有成就，生活水平更
高。所谓祖先，乃去世的先祖，包括炎黄
二帝，他们为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文明，献
出了自己的一切。除夕的晚上接神祭祖
守岁，吃团圆饭。从天上请回神仙，从地
上接回祖先，一次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
立体大团圆。

这种对自然与文化的敬畏，珍视和
传承大中华春节的传统文化遗产，让其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
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在这
个特殊的年份里，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5，一年打双春，双春逢闰月。河
山添锦绣，星光映万家。祝福伟大祖国
时和岁丰，繁荣昌盛。

今年春节不一般
●符善禹

（接1月18日本版）
【出聘】出嫁：外甥女明儿~嘞，你那

里我去不了啦。
【出水】①房屋前后檐下水的通道：

房子盖好啦，就是后面的~不畅通。②
雨水、雪水经过的地面：这个汽车站建
得不行，特别是~有问题，一下大雨还得

“划船”哩。
【出脱】出落，变化大，多指女孩：这

女女三四年没见，如今可~得不敢认啦。
【出 息】① 有 长 进 ，有 前 途 ，有 办

法，有成绩：等你~咾，妈就不用受这份
苦啦。

【出血】①比喻舍得出钱：想买个有
眼的端砚，又不想~，我给你买不上。②
破费：请人吃饭，不~咋能行哩？〇也说
出点血、出些血。

【出相】①无理取闹：你一没钱花就~
呀，也不看看你大大受得可怜哩。②发
脾气：你啥营生也不做，东逛完西逛，还
有脸给你妈妈~哩，可得向你姐姐学习
嘞。③出洋相：不敢再喝啦，小心~哩。

【出洗】①打，殴打：他夜来叫人家
给 ~咾一 顿 ，今 儿 还 在 炕 上 圪 窝 着 哩 。
②教育；教训：这娃娃不听话，可得好好
~上哩。

【出窑】把烧制好的砖瓦运出窑外：
再洇上三天，才能~哩，娃娃还等着交学
费哩。

【出 檐】房 屋 、庙 宇 椽 头 露 明 的 部
分：过去老财人家的房子~都很深，既阔
气又实用。

【出了月】指产妇分娩后一个月：等
你~再说哇，现在可不敢下地洗头发。

【出 账】记 付 出 的 账 ：你 先 把 钱 拿
上，我然后再~。

【初初】新手，外行：他还是个~哩，我
看闹不成。/没想到用咾个~，啥也不会。

【除非】①只有：~开上汽车去，不然
肯定迟咾。②除了，去掉：这种木头，~
他别人认不哩呀。

【除远】不包括，不计算在内：你~，
其余没有吃奶娃娃的人都得参加。〇
也说除开、除转、除外。

【厨厨】厨师：老张当了一辈子~，白
案上的东西没有个不会做的。

【橱柜】存放衣物的柜子，与碗柜、
饭柜相对：卬家那个~是我大大亲手做
的，全榆木面子，花纹可漂亮哩。

【锄】一种农具。也可以名词动用：
~田、~山药。

【锄铲】除掉：小狗狗屙咾一院，还
不赶紧~掉。

【目 楚】（音 猝 ，阳 平）细 看 ：你 ~啥
哩，赶紧进来哇！

【杵】（音处，上声）①圆木棍，做日
用品使用：②捅，戳：你这一指头把娃娃
~疼啦，要不咋就嚎哩没完啦。

【杵倒】①低倒，放低：你不看黑板~
头干啥哩？/你把那根棍子~一点才能顺
手哩。②碰倒，带倒：不长眼，咋就把娃
娃给~啦？

【处治】（处，音读上声）惩罚，惩处：
就因为嘴赖，他叫人家~咾好几回了，也
不警醒。

【处处】（处，读去声）到处，各方面：我
哪里得罪下你啦？用不着和卬~为难哇？

【处硬】（处，音读去声；硬，音拧，去
声）结实，耐用：那把锹可~哩，我已经使
唤咾十年啦。

【触摸】挨住，接触，：这个伤口一~
就真疼哩。

【触贴】①接触，碰撞：没小心把人
家的那辆新车~出一道壕壕。②撩逗：
你嫑~她，她可好翻脸哩。

Chua

【歘】形容短促的声音：只听“~”的
一声响，大雨就劈头盖脸地来啦。〇也
说歘啦。

【歘饼】用稀糊状的豌豆面烙制的一
种薄饼，因面糊舀在炽热的火盖上时会发
出“歘”的一声响，因此当地人取名为~。

Chuai

【揣】①摸，抚摸：你啥也不做~人家
脸蛋蛋，这不是寻得做没哩！②藏在上
衣里：那人真没见过个世面，买咾瓶酒
怕人看见~在咾怀里，仗枪圪栏哩走咾

一路，也不嫌难活。③指家畜怀胎：我
家那只母羊~上羔子啦。

【揣摸】①摸，抚摸。②反复思考推
断：鲁迅先生的文章你得多~哩。〇也
写作揣摩。

【揣测】推测，猜测：你是个啥心事，
卬可~不出来。

【搋】用力压和揉（面）：做油糕和素
糕都得把蒸熟的面~到（好）哩。

【搋糕】制作黄米糕的一道工序：这
么大的事筵，~可得几个力大人哩。

【踹】①脱落，掉落，倒塌：你这是啥
匠人，水泥抹上没三天就都~啦，你来看
看是咋回事。②比喻人或动物软弱、绵

善：那娃娃可真~哩，你说他骂了你一黑
夜，我不信！〇在比喻人时，也说踹人、
踹圪蛋、踹比包。武汉方言也有此义。

Chuan

【穿 帮】露 出 破 绽 ：想 日 个 瞎 也 不
会，还没说完哩倒~啦。

【穿光磨明】比喻经历多、阅历深，
磨炼得很圆滑（含有贬义成份）：他当了
一辈子的媒人，早就~啦。

【穿连裆裤】比喻互相勾结，关系密
切：那两人是~的，你插搳不进去。〇也
说穿一条裤。

【穿苔】萝卜等蔬菜在花芽分化后，
花茎从叶丛中生长出来，致使萝卜虚心
失去实用价值。比喻人猛然长高或人不
中用，能力低：小谭不知吃上啥了，长得
快~啦。/那人可是个~货，啥也做不成。

【穿小鞋】比喻暗中刁难、限制：那
个村长一天价就思谋给我~哩。

【穿心馆】穿堂，形容风大：你这羊
圈四处窟窿，风比~哩还大哩，冻不死才
怪哩。

【川里】（里，音来，入声）介于山上
和城乡之间的半坡区：王三是~人，可仔
细（勤俭）哩。

【传辈数】流传后代：我这方织金砚
台可是个~的好东西。

【传茶】红事筵中，招待迎亲人员吃
早餐，一般以糕点、水果为主：他奶奶，
明儿早上的~准备好没？看看还缺啥？

【传人】①把技艺传授给人：王医生
哩医术就是高明，可惜不~，连女儿也不
传。②能够继承某种学术、技艺的人：
小牛是朔州大秧歌的真正~。③迅猛的
传染病：哪里也不用去，听说非典~哩。

【传扬】传播，散布：那个女人心不
正，芝麻大哩事一黑夜~哩有斗大。

【椽不榔】（榔，去声）盖房用的椽：
杨木~到底不吃年代呀。

【喘气哑喉】呼吸不顺畅，下气接不
住上气：唉，老毛病了，一到冬来天就~
哩不好活啦。

【串味】食物染上其他食物的味道，比
喻说话歪曲了本意：放在冰箱里好是好，
就是~哩。/话一经过他那张嘴就~啦。

【串房檐头儿】没有固定的住所，靠
租房为继：靠~过日子的人家，谁拿上女
儿给他哩！

Chuang

【窗棂】窗格子:朔州大寺庙弥陀殿

的~可精美哩，全国也数一数二哩。〇
也叫窗棂子、窗棂档。

【窗扇】能够开合某扇窗户：那个~
开不开了，赶紧得修一下呀。

【噇口】（噇，音闯，上声）饭菜既多
又好吃：今儿这饭才~哩，赶紧吃哇。

【噇馕】噇，大 吃 大 喝 ；馕 ，拼 命 地
吃。形容充足，吃不完，也形容东西多：
今年哩猪肉可~哩，愁你吃不下哩。〇
也说噇噇馕馕。

【闯荡】走出去锻炼、磨炼：二十岁
的人啦，也该出去~~啦。

【闯将】勇于冲锋陷阵的将领，比喻
某项事业的领头人，也比喻行为鲁莽的
人：这后生是我们模型车间的革新小~，
可有前途哩。/那可是个~，怕是靠不住，
不如换个稳重人。

【闯王】比喻行为鲁莽、不知畏惧的
人：这娃娃啥也不怕，和~没两样。

Chui

【吹】失败，终结：小吴好不容易搞
了个对象，不知咋哩没一个月就~啦。

【吹吹打打】本义是乐器合奏，比喻
夸耀，吹捧：~的事情我做不来，你找错
人啦。

【吹打】①遭受风雨袭击：一场大风
把院子里的西红柿都~哩趴下咾。②专
指白事筵中法事活动，如打门鼓、念经
等：老汉活咾八十八，咋说也得给~个六
七天哩。

【吹牛】说大话、说谎话：你除远能
~，还能做啥？〇也说吹牛屄。

【吹牛拍马】靠说大话或者靠吹捧
别人来抬高自己：那个人别的本事没，~
可有一套套哩。

【吹拍】①不实际的宣传：当记者千
万不能瞎~。②吹嘘奉承：你快不~哇，
卬还不知道他是个啥人？

【吹嘘】夸大事实或无中生有地胡
说：你个人有几斤重，人们心里有数儿
哩，用不着你成天价瞎~！

【炊火棍】用来打投灶火、火炉的拨
火 棍 ：那 根 ~不 知 叫 谁 拿 走 啦 ，真 坑 人
哩。〇也说拨火棍、火箸、火棍。

【垂滴溜溜】下沉、下拽的样子：啊
呀，那个瓢葫芦~哩真好看哩。

【捶打】①用手或器物打、敲打：过去
砖窑上烧砖瓦，工序真多哩，光泥还得用
铁棍子~六七遍哩。②比喻教育、训诫：
这娃娃得好好~上哩，再大咾就不好管啦。

【捶板石】过去用来捶打洗过的衣物
的青石板：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块~，比 A
三纸大一点，光溜溜、红茹茹真好看哩。

【锤头】拳头：我一~就能把你打倒，
你信不信？

【锤头把戏】挥舞拳头：住手！娃娃
那嫩骨头，能吃架咾你~哩打？

【槌】用来敲打的木棍：洗衣裳的棒
~用金柳或榆木都是不错的。

（未完待续）

朔 州 方 言 乡 音 汇 释
●陈永胜

腊月朔风，轻吻应县木塔的檐角
古老斗拱，编织岁月绮丽的梦
塔铃和鸣，唤醒沉睡的记忆
为新春奏响第一串欢腾的音符

桑干河封冻，如银色巨龙蛰伏
冰下暗流涌动，怀揣春的蓝图
于朔州大地蜿蜒，静候春的会晤

朔城崇福寺，庄严肃穆似史书
飞檐斗拱间，藏着岁月的温度
琉璃瓦沐日光，熠熠夺目
静静守望新春祥和的通途

广武长城，在山阴山巅盘踞
残垣凝霜，诉说往昔的风雨
烽火台傲然屹立，如巨人般坚毅
见证新春脚步，催发生机

平鲁乌龙洞，神秘幽远如谜窟
古老传说，在洞口萦绕飘忽

祈盼新春烟火，将此精心妆塑

朔州的村庄，覆着皑皑厚雪
袅袅炊烟，飘着家的暖与切
红灯笼高挂，在风中俏皮摇曳
恰似滚烫的心，迎新春情切

集市熙攘，似欢快跃动的鼓点
琳琅年货，绘就斑斓的诗篇
右玉羊肉飘香，撩拨游子心弦
怀仁糖干炉甜，陶醉岁月流年

耍孩儿的唱腔，唱出新春祈愿
大秧歌的舞步，踏出幸福圆满
人们面庞之上，洋溢灿烂光焰
共同绘就朔州新春的独特画面

腊月的终章，是新春的序曲
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我们携手并肩
带着往昔的馈赠，怀揣憧憬无限
朝着美好明天，豪迈地大步向前

朔 州 ，迎 春 的 交 响
●吕剑锋

每年春节过后，我们应县和怀仁都有
迎喜神的习俗，特别是在农村，这是一件
大事。其实，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
域一带都有这种习俗。

相传从初一至初五，每逢第一个戊
或癸日就是喜神下凡日。农历乙巳年即
今年迎喜神是大年初一上午 9 至 11 时，
在城东南方，因东南方是太阳最兴旺的
方向，表示阳气上升，旺不可灭，所以取
太阳正旺之时。

迎喜神的习俗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
的历史。古籍记载：“遇得喜神，则能致
一岁康宁”，意味着如果在年初遇到喜
神 并 得 到 其 照 应 ，就 能 一 年 内 平 安 顺

遂、福禄富足。因此，在过年期间迎喜
神，成了人们为新一年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的习俗。

小时候在我们应县曹娘村，迎喜神
一般在正月初三左右，而且每年都在村
东南桑干河北岸。这一天，父亲领上我
们兄弟姊妹，穿着整齐干净的衣服，上午
9 点后去村东南大地，这时红日高照，晴
空万里，尽管是冬末春初，已明显地感觉
到阳气上升，春意盎然了。我妈一般不
出 去 ，我 们 拿 上 妈 妈 的 腰 心 或 头 巾 去
迎。全村人都是这个时间点出来，男女
老少会聚在一起，互问过年好。

有时父亲还牵着马或驴，拿着麻炮，

到了村东南宽阔的庄稼地后，我们选择
一块较平坦的地方，父亲就地划一个大
圆圏，点响三个大麻炮，然后起来沿划的
圈顺时针走上三圈，从地里拾些玉米秆
或树枝条，带回家放在灶台烧过，村里讲
究过了大年，迎过喜神才能出门。我是
个最顽皮的孩子，回来的时候早已看到
发小，我们约好去他们家打扑克或下象
棋，父亲也懒得去管了。

参加工作后，每年大都回村过年。
1996 年春节，我已搬进怀仁县委机关家
属院新楼房，年前回村看过父母后说好，
今年搬到新房了，要在怀仁过个年。打
听到迎喜神的时候，我们全家穿着过年

买的新毛衣、新鞋、新外衣、以及新皮大
衣，随县委机关大院的人们，步行去怀仁
县城东南外接神。一出门五彩斑斓的灯
展布满了广场，远远望去大旺火高耸入
云，旺火穿着霓虹彩带，屹立在十字街中
央，顶端孙悟空一手持金箍棒，一手遮眼
向东南暸望远方。走到大街上，人们大
都认识，互致问候相互拜年，特别是女人
们相互看看衣服，夸夸孩子们，温情四
溢。整个大街各种彩灯五颜六色，伴随
着人们各式各样的穿戴，装饰得更是焕
然一新了。

到了城东南外，迎喜神的做法和村里
大致相同，点三响麻炮，有的还放一些鞭
炮，挥去旧时尘埃，迎来新的希望，带着欢
乐，装着幸福，家家欢天喜地返回来。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今，每
当迎喜神那天，开着汽车迎喜神成为常
态。出城东南大道旁，转上三圈，见得人
少了，也不聚集、也不寒暄拜年了，因做
饭都用天然气，所以也不带柴草回家了，
真是再现了“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
慨而慷”的盛景。

迎喜神
●魏友夫

大红的春联飞进了千家万户
璀璨的花灯点缀了生活的甜蜜
绚烂的焰火照亮了希望的前路
我们的春节，带来了最美的祝福

为了这一天的热闹团圆
家中的父老奔进忙出
远方的亲人涉水跋山
我们的春节，总是把岁月温暖

一句句笑语传递着亲情
一声声问候让大地回春
致敬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奋斗者
我们的春节，就是这么的贴心

来去中飞扬着时和岁丰
眉宇处映射着喜乐安宁
谈笑间共祝祖国昌盛繁荣
我们的春节，开启了新征程

我 们 的 春 节
●刘淑花

渔家傲·春节乐
●郭 柱

三代同堂欢声笑，红联灯火新春
到。美酒佳肴香气绕，鞭炮闹，阖家
春晚浓情绕。

瑞雪飘飞祥运兆，孩童嬉戏容颜
俏。长辈慈颜心意表，团圆妙，温馨
满室春光好。

年味
●乔立柱

恭送宅神瑞雪天，炮声渐密近年关。
蒸馍煮肉清房舍，沽酒炸丸写对联。
玉树排排春意闹，红灯盏盏礼花喧。
阖家欢聚除夕夜，共祝家国好运添。

春节二首
●王建国

除夕夜饮
夜饮春风酒正温，满堂笑语扫愁痕。
好年最恐时光促，霜缕明朝又几根。

初一即兴
辞旧迎新第一天，春光犹共夜硝烟。
先生笑向云山拜，老去莫愁过大年。

春节夜
●牛应成

巨龙劲舞鄯阳街，十色五光靓丽颜。
霓闪星空竞辉耀，灯红福地暖人间。
万花绽放迎春到，千树扮装柳绿绵。
璀璨画屏呈万象，朔州夜色绘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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