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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传统
的农历新年，我们通常
称为“过年”，它是中国
人一年一度最隆重、最
盛大、最庄重、最喜庆的
节日。

中国的新年，历来
是红色的，它是被红色
渲染的欢天喜地的色
彩。这种红色，是被标
上“中国”标签的“中国
红”，因为它是独一无
二的，中国独有的，它
只跟中国有关，只跟中
国的传统习俗有关。

过年的时候，要贴
对联、挂灯笼、剪窗花，
门上还要贴上一个大
大的“福”字。这样，新
年的气氛就出来了，喜
庆的气氛也出来了，人
心也新了起来。

在中国人的意识
里，大凡喜事，都该是
红色的，正如中国人热
情奔放的性格和火热
的心情。

过年的最大主题
是团圆，一家人团聚在
一起，共同举杯，欢天
喜地庆祝新年。这个
时候，近的，远的，出门
在外的人都得赶回家，
陪伴老人过年，团圆象
征着美满，团圆象征着
天伦之乐与人生最大的幸福，团圆诠释了人生的要
义。一个人不论贫穷富贵，家都是最重要的精神园
地，而中国人的年，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的精
神领地。

一到过年，中国人多是雀跃的，这种状态表现
于每一个人的神色，一为团圆，二为新年新气象。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人们多会总结过去，规划未来，
新年所包含的最大意义在于“辞旧迎新”。过去，好
的与不好的，统统让它过去；新年开始，一切都是新
的，人们在新的心情新的喜悦中开始新的一年。于
是，一切都变得意义不同。

中国人的新年，一般是从腊月二十三号开始
的，这一天也叫做小年，又称祭灶节。须得做上一
桌丰盛的饭菜，备上酒，祭祀灶王爷，灶王爷管着人
的一日三餐。人的善恶，人的勤劳与懒惰，灶王爷
都看在眼里，人的日常生活，也都由灶王爷管着。
民以食为天嘛，因而灶王爷是不可怠慢的，对灶王
爷要心存敬畏之后，有灶王爷的看护，才能生活得
好，过得一帆风顺，过得吉祥如意。

过了小年，年就已经拉开序幕了。二十四日是
扫尘的日子，扫空中的蛛网，扫天花板与墙壁上的
灰尘，扫屋子里的拐拐角角，扫院落，反正就是要将
屋里屋外齐齐地扫一遍。擦洗柜子，桌椅板凳，打
扫灶房上上下下，卫生间，甚至锅碗瓢盆，所有的地
方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扫尘之意在于
扫灰尘，扫晦气，将家里一切的不好、无用的东西清
扫出去，一次从内到外的全新蜕变。

扫完了尘，就该置办年货了。这时，街上已
是红火一片了，到处都是卖灯笼、卖对联、卖年
画、卖鲜花的，卖新年物品的店子和摊点比比皆
是。超市和商场里的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新年
好，新年好，丰收的新年真热闹……”街上红彤彤
的灯笼比比皆是，有对灯，有挑灯，有两个一串
的，还有3个一串的，圆的，方的，长的，一街一特
色。广场上的花灯也都已制作和装饰好，各种各
样的造型尽显可爱之态。中国的新年，灯笼和对
联是特有的符号与元素，缺什么都不能缺少这两
样。那些耀眼而醒目的灯笼和对联，将新年装扮
得红红火火、喜庆热闹，让中国的新年烙上了明
显的民族特色。

以前过年，讲究吃，现在吃喝不愁了，人们看重
生活品位了。过年的时候，多会给家里人买一身新
衣服，再给家里买一些鲜花和各类的装饰用品，将
家里装扮得漂漂亮亮，适心怡人，让一年来已经视
觉疲劳的家焕然一新。还有人会买一些书，用过年
的时间来读，为新的一年装备自己。

办好了年货，就该抽出一天时间洗衣物了，床
单、被套、窗帘都是必须要洗的，当然，也包括身上
的衣物，反正是能洗的都得洗了，各人只穿上一套
随身的衣服。家里的所有见尘的绵织物，全部都要
清洗一遍。当然，在年三十前还要洗个澡、理个发，
古语道：“有钱没钱，光头过年。”值此，整个家里，才
算真正地清理干净了。

忙完了这些，年也就真正地来了。
三十这一天，要做的事很多，挂灯笼、贴对联、

糊窗花、祭祖、做年夜饭。
早晨，天不亮，人就起床了。起来后，就赶快做

早饭，过年的饭都是有讲究的。在北方，早上多吃
包子，煮的排骨萝卜汤。吃完了早饭，人们就各忙
各的，男的忙外面的，女的就进了灶房，一家人欢天
喜地忙碌着，个个脸上绽放出花朵一般的笑容。这
样的时刻，于众多的人来说，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
刻，这种幸福与功名利禄与生计与其他的外在的一
切都无关，只与新年有关，只与一家人的团聚有
关。每一家都是个体的，但每一个家庭又都在庆祝
同一个新年，因为，这是中国人共同的新年，大家的
喜悦希冀又都是相同的，希望家庭幸福，希望生活
美好，希望亲人平安健康，希望未来的日子每一天
都红红火火。

鞭炮声响起，年夜饭也就开始了，在村庄和城
市交相辉映的灯火中，人们推杯换盏，普天同庆。
在一片炫目和明亮的中国红里，新年像一个仪态万
方的新娘，从容庄重地来了，它在人们如花的笑脸
里，它在几世同堂的天伦之乐里，它在人们深情款
款的酒杯中，以气壮山河的耀眼与绚丽，步履矫健
地来了，它跨过高山，它越过黄河，它走进每一户人
家。

放眼神州，中华大地璀璨辉煌，那醒目而喜庆
的中国红，让祖国披上了节日最华丽的盛装。此时
此刻，人人心中泛起了幸福欢乐的浪花，在这幸福
和欢乐中，人们重新打点心情，整装待发，走进每一
个充满希冀和盼望的日子，所有的日子也因为这个
火红的新年而意气风发、情暖心间。

生活，也因此春光无限，风情无限，希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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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得隆咚呛，齐得隆咚呛……微山县的运河湾成了欢乐的海洋，有
滋有味的民俗表演开场了。微山县作家协会的4人采风小组，开启了黄
河大集寻年味之旅。

在夏镇街道“2024年微山县民俗文化节”上，看踩高跷、划龙船、跑
竹马等年俗表演，书法家挥毫泼墨，楹联字字生辉；科普下乡、中医惠民
现场，中医师、理疗师妙手回春；消防宣传点，消防员细心讲，孩童们认真
听。

春鸡栩栩如生，孩童拿着刚买的春鸡又蹦又跳。老话说得好，男佩
左女戴右，孩子今后茁壮成长、丰衣足食；刚放假的小学生攥着手里的冰
糖葫芦往人群里凑，这儿瞅瞅那里望望，跟随着舞动的水袖踮起脚尖；渔
家大嫂捧着新写的“福”字喜笑颜开。从台前走到幕后，化妆师与演员们
正忙个不停，打底、涂红、扑粉、勒头……化妆师兢兢业业，演员们全神贯
注，不一会儿，一个神采奕奕的脸谱就画好了，众人乐道“戏里戏外都是
人生啊！”

泰山村、部城村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堪称夏镇民俗文化的“摇篮”，孕
育了一代代德艺双馨的民俗传承人，将浓郁的年味原原本本地延续至今。

夏镇，运河四大名镇之一，历史悠久，人文斐然，年俗文化源远流长。

运河湾欢天喜地过大年
特邀记者 种衍洋 鲁亚光 马加强 马晓璇

我的大年是阳历年开始的，元旦一大早，手机振动了，拿起一看，是
好友发来的新年祝福。

腊月初一前夕，微信收到《关于举办“体验年俗文化，留住乡土记忆”
年终聚会的通知》，文友群里邀请我参会。

腊八节那天，好友发来祝福说，盛上一碗又黏又稠又香又热的腊八
粥，年俗活动开启啦。晚上的一场瑞雪，济宁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腊月初十，参加“体验年俗文化，留住乡土记忆”活动。20余位文友
欢聚一堂，撰写对联、展示剪纸，赶年集、买年货，人声鼎沸，年味浓浓，一
下子回到童年。老小男孩一起滚铁环、弹琉璃球、打“大官”游戏，乐不可
支。

腊月十五22点，微信@所有人：明天下午家长会，敬请不要请假。第
二天家校活动中，家长收到寒假一
封信，孩子们收到金灿灿的奖状。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春
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佳节。
进入腊月，从城市到乡村，年味
越来越浓。大街上到处是一
片纯正的中国红，欢乐、祥和、
喜庆。一张张大红福字和一
副副春联，造足年味也拉开了
文化旅游节的大幕 。

“龙扬中国范，福播小康
春”，手中的融媒体为甲辰新春点

亮耀眼的花灯，照亮每一条前行的
路，温暖了大年，温暖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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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新年怎能不赶趟大集呢？腊月十八正是黄屯集，暖阳高照，又逢周末，真
是赶大集的好日子。

集市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年味扑面而来。最鲜艳的是水果，红的草莓、
圣女果，黄的橘子、香蕉，五颜六色的蓝莓、绿提、紫葡萄……新鲜蔬菜也是应有
尽有，早已不是萝卜白菜过个年了。

最拥挤的肉食区，鸡鸭鱼肉一溜儿排开，顾客排队挑挑选选，肉架子上是砍
砍砍，柳木墩上是剁剁剁。离年还有十几天，大伙的情绪已经涨起来了。

服装鞋帽区，逛逛看看选几件。粉皮粉条五香面，铁锅铁勺盘子碗，这些
都要提前买。大红福字加春联也要准备好，省得到了年跟前慌得手忙脚乱。

冰糖葫芦好吃又好看，赶集也要买一串，小朋友早就拔不动腿了！吃了糖
葫芦，买了红气球还不尽兴，小汽车、小娃娃哪个都想要，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
时候也最大方。

卖花草的也把宝贝都搬来了，迎春花、杜鹃花，一抹春色带回家。小金鱼也
是人气爆棚，过年一定要买，那叫“连年有余”。除了供鱼、吃鱼，养鱼也为家居
添一份温暖的色彩。

以前是每五天一个集，如今天天都是集，正集更热闹，黄屯集逢三逢八人气
更旺。腊月二十三和二十八，那更是人山人海接新年。

赶黄屯大集接新年回家
特邀记者 赵廷灿

腊月十七是星期六，灿烂冬阳已透出喜迎新春的暖意。从太白湖畔自驾任城区南张农贸
市场，导航直上内环高架，19公里只要20几分钟就到。这是一条很长的大街，让手机镜头来
搜索乡村大集的宝贝吧。

现磨香油，旋转的铁锅里，压榨过的芝麻，被两只油锤持续捶打。慢慢的香油浮上来，麻
汁沉下去，这老技艺只有乡村集市才能看到。

卖砂糖橘的，炒花生葵花籽的，还有缤纷的糖果和玩具……杀鸡的摊位最热闹，围了很多
备年货的乡亲。

馓子是济宁人必备的年货，女摊主一遍遍介绍说，细条的可以调生菜，粗条的当零食最好
吃了。

猪肉摊老板忙不迭地剁着排骨，在这里买了肉可
以免费做香肠，猪心猪肝等等也单独码在一边。

江南江北的新鲜水果特别全，桑椹、草莓、
红提、苹果、脐橙、甘蔗、圣女果……红红的
山楂有大五棱和甜红子，摊主熬好了糖浆，
可以现场体验串糖葫芦。

集市最红的是福字、对联、红灯笼，兼
营各类花花绿绿的工艺盆栽。复古的爆
米花锅子，不再是以前黑乎乎地烧煤炭
了。

传统的锅拍子30元1个，稀缺性、老技
艺、高水准，承载着工匠精神和地域文化，不
仅实用，也成了历史与文化的符号。

大集是最有想象力的，吃的用的玩的，就像
这街上飘过的五颜六色的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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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记者 刘帝恩 视频编辑 张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