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将临，《伊滨新讯》向社会征集春联若干，现予选登，以飨读者。
1. 古都新貌

龙腾河洛经济社会构远景
蛇舞伊滨中原明珠展丽姿（伊滨吧网友：inter）

2. 众志成城
工农商学科百业崛起
诸李庞佃寇五镇争先 （伊滨吧网友：inter）

3. 前程似锦
洛河两岸风光好
伊水之滨气象新 （伊滨吧网友：inter）

4. 百业正兴
产业集聚伊水之滨降新市
福民安居洛阳东部升明珠 （张贵勇）

5. 美景无限
文穆园中运筹城乡一体化
万安山下漫卷红旗伴春风 （王格非）

6. 科学发展
一极五区俏扮伊洛河畔
三篇文章助推中原明珠 （马竹文）

7. 气象万千
龙腾伊洛送旧岁
蛇舞中原迎新春 （马竹文）

8. 心想事成
龙岁才抒新区建设宏伟愿
蛇年更待伊滨新区万帆春 （马竹文）

9. 小康早成
河洛大地担当中原崛起
伊水之滨铸就华夏明珠 （马竹文）

10. 日新月异
神州大地美春色
华夏山河新辉煌 (罗奇)

11. 科学发展
盛世踏步小康路
和谐吹来文明风 （罗奇）

12. 家富人康
天运启开福禄到
和谐颂歌平安年 （罗奇）

13. 和谐伊滨
伊滨山河起宏图
明日新城铸辉煌 （杨群灿）

14. 前程似锦
巍巍万安见证和谐新区蓬勃发展
滔滔伊水滋润美丽伊滨生机无限 （杨群灿）

15. 创造辉煌
誓当实干兴邦将 红梅放红灯照喜迎新年
不做空谈误国人 绿树舞绿水唱乐辞旧岁 （黄光宣）

16. 众志成城
举十八大旗帜诚心与党共荣国 锣鼓喧天喜送壬辰去
践十八大精神笃情同民齐强邦 鞭炮醉地乐迎癸巳来

（黄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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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民 俗 那 些 事 儿
春联又叫“对联”、“门联”，源于古代的

“桃符”，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勤劳与智
慧的结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
葩，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中国节”里
的精典标志。

古书载，度朔山桃树蔽日，内有神荼、郁
垒二神，能食百鬼，故在春秋时期，每逢过年
人们便用两块桃木板搁在门两旁，代替神
荼、郁垒，以求新的一年百鬼遁形，万事大
吉；到了战国时期，有了变化，人们把两个神
像画在桃木板上，称为“桃符”，而桃符上的
神荼、郁垒画像就成了门神。

桃符改称“春联”起于明朝初年，太祖朱
元璋喜欢春联，并下旨推广，春联就在广大
城镇乡村普遍盛行起来。他曾写过一副有
名的春联，是赐给翰林院学士陶安的：“国朝
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有一次他微
服出宫看春联，见一户未挂春联，一问是个
杀猪阉猪的屠户，不会写字，便亲手为其写
了一副：“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
根”。那屠户从朱元璋的“马脸”上看出是当
今皇上，舍不得将这副“御宝”贴到门外，竟
挂到祖宗牌位两边了。

到了清代，“换桃符，写春联，易门神”的风俗一直沿袭下来。有年春
节后，风流天子乾隆下江南路过江苏通州，想到紫禁城外也有一个通州，
于是吟出一联让随行大臣们作对：“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一侍从从满街的当铺中得到灵感，当即对道：“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
当东西”，乾隆大喜，随即予以嘉奖。

李村街也流传有旧时的一些趣联。一鞋店的春联是：“前程远大脚
跟须站稳，经世浩繁轻重要分清”，横批：“始于足下”；一家剃头铺的春联
是：“提起刀人人落发，拉下水个个低头”，横批：“改头换面”。有一副对
联看似游戏，却又在把玩之际令人回味无穷：“过苦年，苦过年，过年苦，
苦年过，年去年来今变古；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好书读，书田书舍子
而孙”。该联反复换位，一咏三叹，采用连珠、重言等手法，反映了耕读之
家清寒的生存状况。有个小杂货店店主，因生意做赔一贫如洗，自撰一
联以自嘲：“鼠因粮尽潜踪去，犬为家贫放胆眠”。对联贴出后，引来很多
街坊观看，大家捧腹之余，觉得店主确实太过艰难，纷纷送来过年之物，
小店主反而过了一个肥年。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读书在农村，工作在农村，从高中毕业就给
街坊邻里写春联。一到腊月中旬，院里燃一堆劈柴火，一块水泥板上放
一墨盘、一镇纸而已。有人来找我写对联了，就拉开架势，一手微屈背
后，一手秉笔高悬，身体前倾，笔走龙蛇，几副过后，渐入佳境，言辞在胸，
信手拈来。这样，一家挨着一家写，书写内容以传统联句居多，如：“天增
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冬去高天万物复苏，春回大地一
派生机”，“鞭炮齐鸣辞旧岁，童叟共乐迎新春”。

有时我会适度地改写春联。有一开小店的，要求写“生意兴隆通四
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是一副现成的名联。我告诉他太庸俗了，别人
都这么写，咱就换一个，提笔一挥而就：“生意兴隆通天下，人缘红火遍九
州”。我这样解释：咱这里离“海”太远，又没有“江”，改一改比较好；“财
源”不如“人缘”，人缘好了，你挣钱自然就多啦！

当然，我也自撰过一些联句，如：“奔小康永不停步，上台阶再绘蓝
图”，“春到福到吉祥到，家和人和万事和”。1998年，我家住房被雨水淋
塌，全家只好借住到街坊的一处老房子里，春节到了，我自编了一副春
联：“布衣得暖真为福，旧宅平安即是春”，横批：“知足常乐”。去年春节，
看到咱们伊滨区的巨大变化，我自撰了两副春联，分别贴在院门和堂屋
门上：“村后高铁横贯前程似锦，门前车流如梭物阜民康”，“新区和风小
康路，伊滨春潮幸福歌”。

农村过年，就是营造出一片红色的海洋：红对联，红春条，红灯笼，红
鞭炮，红衣裳……给人一种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视觉感受。读者诸君，
请你也拿起笔来，体会一下书写春联的乐趣吧。

郭大年

再过几天，就是腊月二十三了。“二十三，祭灶官”，
灶王爷一上天，这年也就快到了，民俗文化的“大戏”也
就登场了。你听，李村镇上已有了零落鞭炮声，提醒着

“年”的脚步近了。
伊滨区一些乡村过去隶属洛阳县，其春节民俗最

能体现洛阳风俗。民谚云：“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
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剃精
细；二十八，剃憨瓜；二十九，装香炉；年三十，贴对子；
大年初一，撅屁股作揖。”这种民俗程序，各地大致相
同，伊滨区也不例外。

首先是“祭灶”，腊月二十三日晚上举行。
各家都搞祭灶仪式，恭送灶爷上天述职。那么，到

底怎样祭灶才符合传统程序呢？第一步，需到街上买
灶神像，亦可用红纸写牌位，写上“供奉灶君之神位”几
个字。第二步，在厨房贴上灶神像，两侧配对联“上天
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一家之主”。第三步，灶神
像前摆香炉，前置一盘灶饼、一包芝麻糖、一把草料、一
只公鸡、一碗清水。

这些东西的用处是：香炉中插上燃香，是招呼灶君
赶紧就位，因为神闻香则至，插燃香就是“发通知”；灶
饼是灶王爷的干粮，让他往返天宫路上充饥；芝麻糖是
粘灶王爷嘴的，因为灶王爷在一户人家呆了一年，期间
不免听到这家人吵嘴斗气，若不粘住其嘴，他述职时话一
多，就可能使“家丑外扬”了；公鸡是送他骑乘的“天马”，草料

自然是喂“天马”的，清水是路上喝的。
一切摆弄好了，祭灶便开始了。但女人是不能祭

灶的，必须是男性祭灶，因为民间有“男不愿月，女不祭
灶”的规矩。祭灶时祈祷的内容，可据各家的事体，随
意编排，多说吉语。大体是：“灶王爷呀，您是一家之
主，请您骑上天马，带上干粮，到了天上，好话多说，坏
话不讲，下界时多带吉祥，让日子来年更好吧！”“愿意”
完毕，点燃鞭炮，就算把灶王爷送上天了。

送他走了还要等他回。到了“初一五更”，还得早
早在灶君神像前燃香，奉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请他回
家重新“执政”——小年去，大年回，送走的是时光，迎
来的是希望——各家各户对待老灶爷，基本上都是这
样的。

当然了，凡事都有例外。偃师市缑氏镇扒头村，并

不在二十三日祭灶，偏偏要提前一天，在腊月二十二祭
灶。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扒头”原名“巴头”，就是“巴望着过好日子”
的意思，后改名为“扒头”。该村曾出过一个进士，他常
年在外做官，这年腊月二十三早上回村省亲，忽听灶房
有动静，奔去一看，只见一个白胡子老头骑着大马，“哧
溜”一声腾空而去。进士大惊：这不是灶王爷吗？哎
呀，大事不妙！还没祭灶，灶王爷就上天了，这便如何
是好？

全村人听了，都忧虑起来，既然灶王爷二十三日一
早便上天，等到黄昏再祭灶岂不迟了？他还没吃供食
呢，他上天说坏话咋办？哎呀呀，明年得提前祭祀了，
别得罪了他！于是，这个村每年腊月二十二就开始祭
灶，沿习至今。

除夕，农历年最后一天的夜晚，也泛指年前的这一
天。伊滨区风俗：这一天，大人小孩都要行动起来，为
过年做最后的冲刺。清早起来，就要盘饺子馅儿，接着
和面、炸献食（咸食）、蒸馍、装香炉、扫院子、贴春联。

主妇们六点多就起床了，挽起袖子劳作起来，剁肉
声叮叮咣咣，葱姜味满院飘香，鸡鸣犬吠声，小孩打闹
声，汇成一片喜悦，那叫一个热闹。

盘好饺子馅，就该蒸馍了。厨房里的灶火已经不
够用，就在院子里新盘一个灶台，坐上去几层大笼屉，
半大女孩负责看火，坐在灶前，添柴加薪，主妇则出出
进进，蒸好了一笼屉，再摞上一笼屉。当奶奶的，也不
闲着，要为孙子孙女捏动物馍，或是小白兔，或是小胖
猪，出笼屉，冒热气，白白生生，形象可爱，惹得小孩子
一阵欢呼，伸开小手便抢吃起来，大人看了，都很欢喜，
其乐融融，这便是除夕气氛了。

有的人家，馍蒸得好：面皮白而光亮，按一下不落
坑，拍起来有质感，掰开了里起层，看起来喜煞人。馍
上点一红点，叫作“抬眼见喜”。

饺子馅儿盘好了，馍也蒸好了。便该支起油锅炸
献食、劳作（炸油食）了。过去经济条件差，舍不得割
肉，却又讲面子，于是便“荤不够，素来凑”：用红薯粉、

萝卜丝等廉价材料做食材，做成貌似荤食的东西，俗称
“素丸子”、“假海参”——这些东西最早是用于年节祭
祀，因此又名“献食”，是献给神的食品。

献食炸好了，已经晌午了，这时才顾上吃午饭，招
呼一家人吃了饭，并不敢稍有懈怠，赶紧忙！还有一大
堆事要做呢！

下午之要事，就是贴春联，伊滨人叫“贴对子”，很
郑重，很讲究。

现在的人喜欢懒省事，到外面买印刷好的对联，或
者随便哪个银行、保险公司赠送几副春联，拿回来就贴
上了。结果一看，春联上都有植入性广告，不是写着

“人寿保险”，就是写着“邮政储蓄”，看上去很滑稽。
过去贴春联，都是手写体，家家字体不同，户户内

容各异，看上去颇有个性。贴对子也不用透明胶，而是
熬上一锅浆糊，准备一把铲刀、一把小刷子，先把去年
的旧对子清理干净，再用刷子薄薄地刷上一层糨糊，把
春联平贴上去，从上往下，一捋一拍，便贴好了。

每个门上都要贴。上联贴在右边，下联贴在左边，
横批贴在门楣中间。可如今都不讲究了，横批是从左
往右念，上下联也跟着贴反了。

贴春联的顺序，应该由外往里，先贴大门，再贴院

墙、屋门。贴的地方很多，大门外要贴“出门见喜”，院
墙上要贴“满院春光”，门后面要贴“小心门户”，油灯旁
要贴“小心灯火”、水缸上要贴“川流不息”、衣柜上要贴

“锦衣满箱”、树上要贴“树木兴旺”、梯子上要贴“步步
登高”，猪圈里要贴“六畜兴旺”，如此等等，不嫌繁琐，
只图吉利。

春联贴好了，气象焕然一新。这时还不到黄昏，男
主人会停下来喘口气，到门外晃悠晃悠，欣赏一下别人
的春联儿。街头上碰见熟人，会礼貌地打招呼：“都备
齐了？”“备齐了！备齐了！”对方也高兴地应答着，然后
各自回家“安神”。

“安神”就是“请神”，请的神包括玉皇大帝、土地
神、财神等（灶王爷这时已在天上），诸路神仙安顿好
后，还要把祖宗牌位摆上，一番跪拜后，放一挂鞭炮，邻
居听见炮响，知道这家已经安住神了，便不能再来串
门、借东西，否则双方都不吉利，主家要生气的。

到了晚上，不能提早睡，一家人围坐聊天，谓之“守
岁”，也叫“熬年”，小孩子熬不住，就提前睡去。成年人
则要在午夜再吃一碗饺子，饺子中藏一硬币，谁吃到
了，谁就有福气。1984年以后，央视有了春晚，守岁变
成了看春晚，此乃新俗。

春节，是近代才出现的名词，伊滨人和河洛人一
样，过去都称春节为“年下”，“过年下”是举国欢庆的大
节日，这一天，不高兴也得说高兴，人人都像吉祥物，个
个都是幸福人。

节日，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情绪，而春节强调的情
绪最强烈。这种情绪濡染在人群中，弥漫在空气里。
清早起来，要在院子里燃柏枝。这柏枝新买来不久，并
不怕它湿，太干了反而不好，最好是能燃着，只见冒烟
不见火苗。因为烟到处冒，就是财气到处冒了。柏枝
香气弥漫整个院落，营造出春节特有氛围。

为啥燃柏枝？里边有故事。
传说远古时，天上有九头鸟，被后弈射伤，悲啼着

乱飞，它飞到哪里，鲜血就滴到哪里，而血滴到哪里，哪
里就不吉利。九头鸟很厉害，什么都不怕，唯怕柏枝的
气味，所以家家户户就都要燃柏枝驱赶九头鸟。

柏树枝还在冒烟的时候，家中诸神前已经点上了
蜡烛，开始享用香火和供食。三声炮，冲天响，一家老
少都起床，所有屋子里都点上油灯或蜡烛，甚至连磨房
里、门洞里也都有灯火闪烁。这种场景，衬托出黎明前
的紧张气氛，使过年显得格外庄严。这时诸神正在吃
供食，谁也不能高声说话，甚至连咳嗽一声也是忌讳
的。

初一早上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祖。祭祖时，全体家
庭成员必须到场。有的人家设“祖宗堂”，或称“追远
堂”。祖宗堂是木制的，像小柜子一样，摆在堂屋正墙
前。有的人家在正墙中央悬挂轴子，配颂联“祖宗功德
大，子孙孝思长”。有的人家在长条几上摆祖宗牌位，
长条几前边置一张八仙桌，桌上供食为五荤五素，桌子
两旁分置两把太师椅。

祭祖时，这两把太师椅上面不能坐人。家庭成员
按老少排序依次向祖宗行跪拜之礼，程式严谨，气氛庄
严。祭拜后，两位最有权威的长者，才分坐于太师椅之
上，接受晚辈的祝福。轮到小孩子趴地磕头时，动作总
是乖巧可爱，老者便会笑逐颜开，把压岁钱递过来，于
是小孩欢呼，气氛为之活跃。

伊滨区有的乡镇，祭祖活动结束后，还要组织家庭

主要男性成员，到祖祠或家族长者家里再行叩拜之
礼。

神敬过了，祖宗也拜过了，接下来要驱赶怪物，放
鞭炮了。谁是怪物？不是别的，正是“年”。咦？这就
怪了！年，不正是我们热烈期盼的吗？为啥还要驱赶
它？原来在远古时，有一凶猛怪兽，散居深山密林，这
种怪兽叫“年”。它面目狰狞，生性凶残，什么都吃，并
且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令人谈

“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
每隔365天，就窜到人群聚居地吃人，其行凶的时辰，
正是大年初一破晓之前。于是，人们每隔365天，就要
燃放爆竹驱赶“年”，把它赶跑，过了这个坎儿，就安全
了，就叫“过年”。

洛阳风俗，先放鞭炮者吉利，这在伊滨区也一样。
所以，人们都争着先放鞭炮，现在是看春节晚会主持人
报零时了，就噼里啪啦放鞭炮了，霎时间鞭炮轰鸣，九
州震动，其时四野无人，唯闻鞭炮声，城市的街道上偶
尔驶过一辆车，必是在两旁楼房的鞭炮“雨帘”中匆匆
而过，那情形仿佛在告诉人们：爆竹千声辞旧岁，红梅
万朵报新春——春节来了！新的一年，真正开始了。

接下来，是拜年。这时候天已大亮，当家的去开大
门，口中念道：“大年初一把门开，金银珠宝滚进来。”农
村中有那会作秀的，事先约一名字中有“财”字的后生，
承诺事后给他一些好处，让他事先候在门外，这边一开
门，便故作惊讶地问：“哎呀！门外站的是谁呀？”对方
回答：“我是财！我是财呀！”于是主家高兴，赶紧请他
进门，并大声通报家人：“都快出来迎财神，财神来到咱
家了！”

于是皆大欢喜，吃糖果、花生、柿饼、核桃。那个
“财神”自然比真财神还能吃，把好东西全吃到肚子里
去了，把春节早上的气氛，也渲染得更喜庆了。

俗话说“大年初一，撅屁股作揖儿”，早上八九点钟
之后，拜年活动正式开始。人们都打扮得齐齐整整，见
面互致“过年好”！男人递烟拉家常，女子互看新衣裳，
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方式有多种，有的是同族的
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数人一

起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
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一些官员和读书人便使
用名帖互贺，到如今就更加便捷了，省略为短信拜年。

旧时拜年附有民谚：一为“三星在南，家家拜年”，
点明拜年的时间；二为“小辈儿磕头，老辈儿给钱”，区
分开老幼责任；三为“要钱没有，扭脸儿就走！”强调要
给压岁钱。

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铜钱编成龙形，置
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最常见，用
红纸包钱，简单大方。有的老人在地方上有威望，其儿
孙不是当官的就是大款，老人过年高兴，就故意站在大
街上，拿一个钱袋子，里面装些新钱币，见了本村小孩，
发点钱，图“快意”。这些压岁钱，虽是毛毛雨，但发钱
者痛快，领钱的欢喜，大家都高兴，烘托了春节气氛，增
添过年意趣。

到了下午，家中女性要去给族长贺岁。新媳妇比
较金贵，拜年活动安排在上午，由家族中的婶婶或者婆
母领到族长那里去，说说话，拜拜年。族长简单讲一讲
本族的历史，交代一下家族的规矩，以示整个家族对新
媳妇的接纳。大年初一的那顿午饭，图的是团圆，很是
丰盛。一家老少，欢聚一堂；各家各户，大吃海喝。无
论吃什么聊什么，总之是高高兴兴。城市如此，乡村亦
如此，全国都如此，就这样普天同庆，度过了大年初一。

小年夜的祭灶风俗

演好“除夕”这场“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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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联 集 锦

对天邀吉祥，举国享同喜。

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今天特刊一

文，述说春节民俗，以飨读者。

大年初一日 九州欢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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