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忌 >

过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

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过年

期间，有许多忌讳，这些忌讳反

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对未来的祝福。

小时候，一进入腊月，父母

就给我们立规矩：凡是“破”、

“坏”、“没”、“死”、“光”、“鬼”、

“杀”、“病”、“穷”等不吉利的字

眼，都不能说，更不能互相殴

打。殴打必然有吃亏的一方，吃

亏了必然会哭，因为啼哭是“没

头彩”，兆示疾病、凶祸。即使小

弟弟小妹妹惹了祸，也不能打

他或呵斥他，以免他啼哭。吃饭

端碗要格外小心，不能冚了饭

弄破碗，说那是不祥征兆。违反

了规矩是要受到责罚的，轻则

挨打罚跪，重则不让吃饭和睡

觉。因此，小时候一进入腊月，

我们都谨言慎行，生怕犯了规

矩受到责罚。

在家里，特别是在父母跟

前时，都规规矩矩，不敢有丝毫

放肆。但背地里兄弟姐妹之间，

邻居玩伴之间就顾不了那么多

了，磨牙吵嘴、打架，是常事，一

方要是吃了亏，诅咒也是在所

难免的。诅咒的语言无所不用

其极，什么“死”啊、“鬼”啊，“该

枪杀”、“炮打的”，似乎用越恶

毒的语言咒骂对方越解气。但

是，并没有谁真的应了验。

小孩子之间违反规矩常

有，都是背着父母。咒骂过、打

过、哭过，到水边洗洗脸，没事

人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大人

之间也难免有破坏规矩的。有

一年腊月二十九，家家准备就

绪，就等着第二天欢欢喜喜过

大年，两家邻居却闹得鸡飞狗

跳。原因是两家孩子吵嘴时，刘

姓孩子诅咒李姓孩子“死到年

三十晚上”。不巧被李姓孩子的

母亲听到了，回了一句：“你才

死到年三十晚上，你们全家都

死到年三十晚上”。这话不知怎

么传给了刘姓两口子，刘姓邻

居找到李姓邻居质问：“孩子

小，你还小吗？你怎么和孩子一

般见识？”先是争吵、咒骂，接着

动起手来，直打得双方头破血

流，才被邻居们强行拉开。结果

双方都住进医院，两家的年都

没过好。

事情本不该发生，前几天，

刘姓邻居杀年猪，还一家一家

送“杀猪菜”，邻居之间日常也

没有隔阂，就是因为孩子的一

句诅咒，引发了两败俱伤的“战

争”。事后大家都谴责李姓的婆

娘太计较，太护短。常言说：“童

言无忌”，何必在意孩子怎么说

的呢？顶多告诉刘姓邻居管管

孩子，怎么能跟着诅咒呢？后来

成了父母教育孩子的范例：“都

看到了吧！规矩就是规矩，忌讳

是有必要的，违反了规矩和忌

讳是要倒霉、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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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年 >

“吃了腊八饭，忙着把年办”。

过了腊八，全家老少，只要能出份

力的都参与办年。家家户户便忙着

泡糯米、淘麦、打米、磨面、劈柴、制

豆腐。过了“祭灶”，便到处氤氲着

年的气息；炸鱼、炸酥肉、炸绿豆圆

子、炸馓子、炸馃子、炸麻叶子的香

味弥漫在村村庄庄的空气中，经久

不散；令人馋涎欲滴的糯米醪糟、

蒸馒头、蒸包子的香气充溢着天地

间，直沁人心脾；炒花生、炒瓜子，

把年味炒的浓浓的、酽酽的。置办

年货，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大事。

包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玩的、

耍的、供的、送的、干的、鲜的、生

的、熟的，统成为“年货”。采购年货

的过程称为“办年货”。进入腊月，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数着数着就

到年了。年货是要提前准备好的，

“有钱没钱，也要过年”。

《京都风俗志》里记载：“十五

日以后，市中卖年货者，星罗棋

布。”尤其腊月二十以后，大街小

巷，各集市皆人头攒动，拥挤不堪，

到处都是买年货的人，俗称“腊月

集”。无论是年夜饭还是春节期间

的餐桌，肉类都是不可少的。猪肉、

牛羊肉、鸡鸭鱼，或多或少准备点

儿。但也不能只吃肉，蔬菜类除了

自家园里种植的，也要备些；坚果、

水果，可以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小

零嘴儿。虽然价格不低，平时不舍

得吃，但过年总得备上点儿，图个

开心与吉利。

办年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满足了

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也是对即将

到来的新年的一种期待和祝福。在

物资匮乏的时代，人们对年货的回

答可能很统一，年货是一桌难得吃

上的好饭菜；年货是终于买到手的

新衣服；年货是小孩子口袋里花花

绿绿的水果糖；年货是奶奶舍不得

买的发簪，年货是爷爷心仪已久的

小毡帽。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货的

种类和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提升。办

年货的过程也成了人们表达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亲朋好友的关

爱的一种方式。

< 贴春联 >

别以为农家人只讲吃和穿，其

实，也讲究精神生活。过年时，凡有

门的地方，都要贴上鲜红的“对子”

（对联），连牛栏、猪圈、鸡笼也不漏

掉。牛栏上贴“牛头兴旺”，猪圈贴

“槽头兴旺”、“肥猪满圈”，驴槽上

贴“驴头兴旺”，羊圈上贴“六畜平

安”，鸡笼上贴“鸡鸭成群”、“鸡鸭

满圈”，装粮食的缸上贴“年年有

余”、“五谷丰登”……

过去由于许多家庭没有识字

人，先生写好春联，贴时仍然有困

难，虽然“先生”千叮咛、万嘱咐，可

仍不乏贴错对联的，条对倒无所

谓，罗汉对可有讲究了。乡下人又

迷信，不知哪辈人传下来的怪论，

说贴反了对联要死人（指罗汉对短

腿朝外）。一年，我许姓邻居由于急

慌，竟把他母亲门上的罗汉对贴反

了，其母寡居多年，脾气暴躁，家法

又严。吃罢晚饭，许带儿子给老母

亲辞岁，父子俩都发现了这一不可

饶恕的过错，都在心里默记：等更

深人静时再揭下来，贴正了。谁知

阴差阳错，活该许家父子倒霉，儿

子给揭下来贴正了，父亲又给揭下

来贴反了。第二天拜年的人进进出

出，不知谁多嘴说破此事，许母一

听，这不明摆着咒她死吗？先是骂

了祖宗八辈，继而哭闹着绝食三

日，差点儿饿死。

王姓邻居，数代都不识字，又

爱讲究。过年了，家禽家畜，鸡鸭狗

猫猪，水缸、粮囤上都要贴上红纸

条。有一年他喂了一头推磨的驴，

这可是个大牲口，他的命根子，过

年当然得写个纸条贴上，以求平

安。由于房屋窄浅，驴槽就支在床

头边，当然“驴头兴旺”的祝福联也

要贴在床头边，后有合着闹的表兄

发现了这一可乐之事，打趣说：“你

家的驴头真兴旺啊！”（转下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