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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据考起
源于尧舜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可谓源
远流长，影响至深。

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俗称“过年”。中
国春节的习俗因地域等关系不尽相同，但都被人们
视为团圆之节、喜庆之节、风雅之节。

地处苏北腹地的淮安，因为南北分界线之处，
故其习俗“既有北方之韵味，也有南方之雅致”。

每年到了腊月下旬，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起
来，俗称“忙年”。一是将室内外，旮旮旯旯打扫干
净，并拆洗被褥，擦洗器皿。除夕前男女理发、洗
澡，干干净净过大年。二是“送灶”，即送灶王爷上
天言事。记得小时候，每到送灶日，大人都在锅灶
上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淮安人
还供“麦芽糖”和“草料”（稻草剪碎加黄豆）。据说
是用麦芽糖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上天少说坏话。
草料是供他的坐骑食用。送灶日期是“官三民四”，
即官家都在腊月二十三日，老百姓是腊月二十四。
习俗是“女不送灶，男不敬月”，为男女有别之意。
三是办年货，包括磨元宵面、蒸馒头、做豆腐、米糕，
购买糖果、糕点、烟酒、鱼肉、香烛、年画、挂历、香斗
等备用。此外就是清理债务。“人欠欠人”，都在年
前要结清，俗称“过年关”。在外地的亲人都要赶回
家过年，这就让我们想到，前些年在外打工的人哪
怕骑摩托车也要顶风冒寒赶回家，目的就是回家与
亲人团聚，过个团圆年。

到了除夕，各家澡堂一清早就开门，敲锣打鼓
招揽顾客：“嘡嘡嘡，赴头堂！”理发店从早到晚顾客
络绎不绝，食品店、百货店、菜市场熙熙攘攘，办年
货和买年礼。午后，男人多在家贴春联，挂年画，将

水缸挑满水；女人则赶制各种菜肴。女婿要到岳父
母家送年礼。亲友互赠礼品，多为酬谢人情。晚上
焚香明烛，供桌上盛四样荤菜，置一盘“元宝锅巴”，
燃烧松枝，称“架松盆”。并点上香烛，由家长礼拜
天地，叩祭祖先。礼毕，全家吃团圆饭，饭后“接
灶”，即将灶王爷接回来。农户人家在谷场上用草
灰画若干粮囤，以祈求来年丰收。然后是辞岁、守
岁。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守岁一般是通宵不眠。
黎明前即迎接天地。家家在门前烧一把麦草，俗称

“打狼烟”。爆竹声由除夕晚至春节早晨，此起彼
落，连续不断。

大年初一，大人小孩穿新衣、戴新帽、吃汤圆。
汤圆，俗称元宝。接着就是给家里长辈拜年。这
天，男女老少均可尽兴博戏。或上街游玩，淮城的
居民大都到“院门口”，即漕运总督府门前，或到河
下三官殿。这两处有卖花灯、烟火、玩具和各种响
器的、拉洋片儿的、卖杂耍的、玩木偶戏、掷花蛋和
摸彩套圈儿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还有就是成爿
的“锣鼓家伙”，即以铜锣、大鼓、镗锣、铜筛、镲子等
乐器为一组。合奏出“义字锣”“水斗”“三击鼓”等
乐章，铿锵雄壮，激越嘹亮。一爿“锣鼓家伙”都有
两班乐手加上随观的儿童，形成一支小乐队，走街
串巷，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到
镇淮楼上撞铜钟，一般是地方最高官员撞第一响，
接着就是地方名流，还有青壮年一个个撞，一般要
撞108下，以祈天地，保佑众生。这种盛况到了日
本鬼子侵占淮城后，才慢慢消失了。

淮城过年时还有许多旧规。比如除夕不关
灯。要说吉利话，要守岁，不要扔垃圾，不吃稀饭，
不讨债，不串门，不扫地，不吃药，不借钱。吃鱼要

留下鱼尾，以祈年年有鱼（余）。如果不小心摔碎器
皿，则说“碎（岁）得好，碎（岁）得好。岁岁平安”。
不用刀、剪，不煮新饭，只吃除夕剩下的饭菜，不吃
烤物，如烙饼之类。还有就是年初一吃了汤圆后，
即可出门拜年了。遇人都抱拳连称“恭喜发财”等
吉祥语。拜年的人如上门，一般主人都会以糖果、
糕饼、花生、瓜子以及烟招待，一定要让客人吃一片
大糕，以示年年登高。如果有人患眼疾，须向眼光
娘娘许愿。从除夕到二月二，晚上观天灯酬谢。

好多旧俗随着时代变迁，时光流逝，慢慢都消
失了，只留下记忆而已。如送灶神、点天灯、拜眼光
娘娘等。现在禁放烟花爆竹，到了除夕夜一片静
寂。但现在除夕夜又多了一个项目，就是一家人围
在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到了正月初五，俗称“过小年”，一般人家一清
早去上祖坟，烧纸钱、祭祀祖先。然后也要吃汤
圆。初五为接财神日，店铺从子时接财神。鸣放鞭
炮、爆竹。点燃松盆。盛两碗汤圆（元宝）奉敬财
神。商店多在此日开市。开市头一笔生意，所售货
物须用红纸包好，供在财神前，以求生意兴隆，财源
茂盛。到了晚上还要吃财神饭。这些风俗也早已
不存在了。但到了初五以后，盛行吃“年酒”，请酒
对象多为新婚夫妇及亲朋好友。此俗现在仍在流
行。

2024年为龙年，按天干地支相配为甲辰年。龙
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人都称自己为龙的传人，
这应是一个吉祥之年。在此祈求天佑中华，龙年吉
祥！

闲话淮安春节的民间习俗
金志庚

玉兔追风千里志，金龙拱日万家春。
转眼，兔儿爷欲交接力棒，蹦蹦跳跳回天宫
述职报喜，甲辰龙年摇头摆尾将至，龙年驾
到，品一杯提神龙井，又该说一说神龙了。

自古，对龙的崇拜与敬畏，已深深融入
泱泱中华血脉，世代以龙的传人为豪。关
于龙及龙年来龙去脉，数千年有蛇说虫说
等众说，源于蛇较为神似，而龙年可溯春秋
时期，由人们心中的精神图腾、护佑风调雨
顺的保护神，渐渐演变为过年生肖。每当
龙年过年，张灯结彩格外喜庆，无论是写的
剪的绣的，还是家家户户门窗上贴的，可谓
四字：龙飞凤舞。

龙的形象，由抽象到具象，堂堂古人不
凡想象，又可谓生龙活虎、栩栩如生，神一
般存在。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
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翻江倒海，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威力无
比。春分直上九重天，秋分能沉百尺渊，极
具高贵之尊、祥瑞之气……

龙的神话颇多，《伏羲氏》与《女娲补
天》尤为代表。相传，龙帝，即玉皇大帝，华
夏始祖黄帝化身，骑龙升天后又为天帝。
龙与帝同为神灵，光其东海龙宫，由虾兵蟹
将重重把守，足见万物之长。虽奉神龙，却
鲜活于人们心中，化作像形云朵，众生无不
仰望。

在灿若星河的中华文化里，龙是浓墨
符号璀璨明珠，底蕴极其深厚，骨肉龙脉传
承了几千年，尊龙拜龙喜龙好龙爱龙佩龙，

雕龙画龙塑龙铸龙舞龙说龙。现今，古老
华夏巨龙，早已从东方腾飞世界。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古诗写龙如此唯美，佳句绝句颇多。《骊龙》
诗曰：“有美为鳞族，潜蟠得所从。标奇初
韫宝，表智即称龙。大壑长千里，深泉固九
重。奋髯云乍起，矫首浪还冲。荀氏传高
誉，庄生冀绝踪。”

以龙马精神为代表的成语词汇，通透
间散发龙翔九天，大展宏图的能量；龙凤呈
祥、望子成龙，寓意美好祝福；龙腾虎跃、龙
吟虎啸、龙腾四海，象征藏龙卧虎的人民军
队昂首向前。

就像“二月二龙抬头，所有烦恼不用
愁”顺口溜，关联龙的歇后语也好似鲤鱼跳
龙门那样有趣，诸如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不认一家人、国舅爷坐龙廷——借着
香风上了天、寒冬腊月摆龙门阵——冷言
又冷语、海龙王找快婿——水里来水里去
……

龙文化博大精深，宛若龙堂凤阁的圣
殿，又若北京故宫盘龙的“四梁八柱”和九
龙壁那般灵动厚重，自有二龙戏珠之妙，龙
头凤尾之彩，纵然神笔吴承恩，笔走龙蛇亦
描绘不尽，只能泼墨写意“画龙点睛”。中
国红中国龙，值此龙腾盛世、年味“龙龙”之
际，送赠一副对联聊表心愿——上联：喜庆
爆竹送玉兔；下联：吉祥梅花迎金龙；横批：
龙年说龙。

龙年说龙
赵 进

为这一顿饭
奶奶等啊等
几缕华发
高兴成雪花的姿势
母亲反复推敲着
每一个人的口味
用整整一年的工夫
调味出这桌饭的
灵气和笑容

喜悦的青花瓷

盛满香喷喷的故事
碰在一起的酒杯
撞出春晚丰富的表情
高兴的筷子
夹起春夏秋冬
亢奋的小勺
舀起热乎乎的憧憬
新年的钟声
敲进新年
甜丝丝的梦与
福祥

除夕年夜饭
张 勇

华夏大地上，每逢过春节，家家都会贴对联，
又叫贴“对子”，现在又都习惯叫贴“春联”。其实
春联只是对联的一部分，是随着春节这个时间点
定名的。而对联的应用更广泛，内容极其丰富。
对联又称“楹联”,是中国独有的，传承久远的一种
文学形式。相传早在公元960年的五代后蜀时已
经出现。当时的作用：一是庆祝农历新年的到来；
二是驱邪避灾作用，又叫“桃符”。是把要表达的
字写在一寸多宽的、薄薄的桃木板上，掛在两边门
上，这就是“桃符”的来历。王安石有两句诗也佐
证了这一点：“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

宋朝年间，这种对联的形式，又被应用到一些
厅堂、楼亭的楹柱上，所以又叫“楹联”。

到了明朝，皇帝朱元璋曾传旨，无论是官是
民，在农历新年时，家家都要贴对联。他很喜欢这
种文化氛围，大为提倡、以示庆贺，同时也显示在
他的治理下，国泰民安的大好景象。在这期间还
流传有一段佳话。有一年除夕晚上他微服私访，
发现有一户人家没有贴对联，让随从一打听，原来
这户人家是以阉猪为业的兽医。朱元璋略加思
索，亲笔为其题词：“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
非根”。

此联一出，万人称颂。既大气磅薄，又诙谐有
趣。正是由于皇帝提倡，在明朝“对联”这种文学
形式，更被应用到各种场合，达到一个高潮。不仅
名胜古迹用它，官厅试院、楼台亭阁应用上了。就
连婚丧喜庆、新房祝寿等情况也都用上了。到了
清代更是达到了高潮又高湖。时至今日“对联”这
种文化形式，亦是经久不衰，每逢一定场合，人们
争相用对联祝贺，有时口口相颂，津津乐道。

对联要求上、下两联字数相等、对仗工整、平
仄协调。对仗工整就是要上下联中，名词对名词、
动词对动词、量词对量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助词
对助词。平仄协调就是上下联最后一个字，要求
仄起平落。即上联最后一个字必须是仄声，下联
最后一个字必须是平声。就像前面提到的朱元璋
所题对联。

“双手劈开”对“一刀割断”；“生死路”对“是非
根”是对仗工整。而上联最后一字“路”为仄声，下
联最后一字“根”为平声。仔细想一想，就不难理
解了。但上面所说的也有例外。那叫承上启下的对联，也讲得通，那就另
当别论了。

我上中学时，初三第一学期的语文老师是位名叫周德新的男老师。在
一次辅导课上，他讲了郭沫若小时侯的故事。郭沫若六岁时就上了私塾
馆。他往往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认真看老师写字时笔划走势，早早就露
出与众不同的智力。私塾馆不远处有座寺庙。有一次郭沫若和几个同学
偷吃了庙里的桃子。庙里的和尚找到先生告状。先生责问学生，但无人
承认，先生很生气。出了一上联："咋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

谁不对上，不许回家吃饭，谁对上了免罚。谁知郭沫若略加思索，对
曰：

“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
先生大呼奇才，很高兴，连其他同学一齐免罚。
我是土生土长的河下人，从小就听说过有关对对子的故事。“小大姐、

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这半副对联的故事更是人人皆知。此联至今一
值悬于文楼饭店，流传於古镇百年，无人附和。即使有些人暗地里对了，
也不够贴切。也许经常在心里盘算这一对联，前不久竟然做了一个梦：话
说乾隆年间淮城北门里住着一户姓郑的人家开磨坊的，家中富庶，他有个
女儿叫郑小燕，那一年农历九月听说河下文楼汤包又上市了，便约了闺蜜
一同去河下尝鲜。母亲徐氏见女儿久久不归，便带上帮工一同去河下迎
女儿。这位郑大妈虽说这么大岁数，但也不大出远门，不知文楼门朝哪，
所以一边走一边打听。竟然向我问路，把我的梦惊醒了。于是便有了：

“主仆妪、走街巷、寻女问路盼左右”的上联。“主仆妪”对“小大姐”；“走街
巷”对“上河下”；“寻女问路”对“坐北朝南”；“盼左右”对“吃东西”。这些
都是我一厢情感，不知能否为世人认可，且作一次尝试吧！

总之，中国的对联艺术博大精深，林林种种、浩瀚无垠。不是短短几
句就能写尽它的美，道出心中对它的喜爱。好在每逢春节人人都能想着
它，处处能看到它。真可谓是：年年春节无穷尽，岁岁对联一片红。

水，是淮安的偏旁，是淮安的骨架，也是淮安留
在我20年人生里最温柔的影子。

很少会有一座城市拥有着这么多鼎鼎有名的
河流——京杭大运河、废黄河、古淮河。它们从苍
茫的历史中，从云朵也望不见的远方，为了一个共
同的名字万里奔赴而来。有的带来了鱼米之乡，有
的带来了南船北马，也有的带来了灾祸连年。它们
让这座小城掀起过风浪狂潮，也被风浪狂潮掀翻
过。不过，无论烟云如何喧嚣，都已成了岁月悠久
的回响。自我记事起，河流们更像枕头，被淮安抱
在怀中，鼾声清浅。

也正是在这“三点水”间，我踮起脚尖，飞快地
从童年走到少年，跳一步，便长大成人了。

那只每个周末都飞翔在大运河广场上的风筝，
掠过六年的欢声笑语，落在地上，就成了书包上的
拉链，上学、放学，把两个城区的日与夜一拉一合。
黄河是横在书包上的提带，轻轻一提，三年的青春
就散成了满手的紫藤花开。后来，我去南京读大
学，回来时，只带了一支笔，扦插在古淮河中。它会
开出莲花，结出莲子，也会长出莲藕。若有人采下
品尝，也许能会心一笑，因为三条江河与淮安耳鬓
厮磨的情话，正在每一粒牙齿上淋漓尽致。

吃剩下的，就扔到那些湖里吧。洪泽湖、白马

湖、萧湖……有些我已经去过，有
些一直躺在某个假日的旅行计划
中。它们或许会沉睡，化作古莲
子，或许会很快破壳，露出让蜻蜓
心满意足的尖尖角，成为清晏园、
楚秀园里无数荷花中的一株。而
在荷叶下，必会有可爱的小水鸭，
倏地扎入水中，潜了很远后，再在
人们的心头冒出来。

傍水而居的淮安人，把这份“心动”，唤作幸福
感。

在淮安，每天晚上，都会有三五成群，摇着扇
子，提着板凳，或者溜着娃的大人们，把高楼里说不
完、装不下的家长里短、指点江山，都带到水边吐
露，鱼儿听得都激动起来，在水面上拍出接二连三
的涟漪。

有人说，贯穿了淮安的那些湖，已经接受了韩
信跨越时空，以水利为旗的点兵，形成了六横两纵
五湖的骨干水系格局，彻底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躯干
中，在方言乡音中认领一个又一个乳名，斗志昂扬，
又兄友弟恭，善利万物而不争。

有人说，一片片灌区，一道道水库闸坝横空出
世，把黄河夺淮、夺泗带来的噩梦都拦在时光的上
游，而让河清海晏、五谷丰登的美梦源源不绝地向
下游宣泄。在它的沿途，比压弯了麦秆的麦子还要
饱满的腰包，深深地低下头来。

更会有人说，百年后，淮安重新擦亮了水这张
名片，把人水和谐的存在美学用一曲曲婉转绵长的
恋歌轻轻地吟咏。船桨的每一次拍打，船影的每一
次摇晃，都在为之打着节拍。诗人的眼睛、画家的
手、舞蹈家的腰肢和作家的心跳，都在水边渐次醒
来。

而我，更是把水写进了命运的深处。
就像水面上一缕蒸发的水汽，文章中一个跃起

的逗号，高考后，我从淮安来到中国水利的摇篮
——河海大学，又沿着长江一路向上走，抵达武汉，
从一名水的见证者、亲近者，变成水的设计者、引领
者。父亲很遗憾，我没有变成雨滴，落回故乡。但
他忘了，我紧握在手中的笔，永远牢牢地在淮安扎
着根，它的日新月异，它的烟波浩渺，都研磨成了这
支笔最珍贵的墨，情之所至，一泻千里。

事实上，虽然远在他乡，但我仍能清晰地感到
一条支流从石码头旁分出，汇入我的河床。

在单位，入职不久，就迎来了一场掼蛋比赛。
很多人都知道它起源于江苏，却很少有人能更进一
步说出它的故乡，淮安。出差时，常能见到盱眙十
三香龙虾，以及鸡汁煮干丝、平桥豆腐等淮扬菜，让
我的乡愁总与大大小小的欢喜不期而遇。

朋友曾羡慕地说道：“你们淮安人好幸福啊，吃
喝玩乐都成了风尚、成了学问。哪天，我一定要去
淮安旅游，体验一下这厚得都快溢出来的文化底
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又照耀一方水
土。我念些名字给你听听哦，韩信、吴承恩、枚乘、
梁红玉、关天培，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再看今
朝，周总理，那可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官之一
……”

我拎着行李，在高铁站与淮安告别。半年以
来，即使我走了几千里，即使看过了更多同样重量
级的大江大河，最忆的，还是淮安，还是淮安的水。

淮安早已成了我过去、现在和未来共有的偏
旁，它让我渔火相传，让我船歌不辍，让我行到水穷
处，让我坐看云起时。

水是淮安的偏旁
仇士鹏

春
节
话
对
联

严
海
禄

黄
亚
洲

书

牛
帅
兵

书

周振华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