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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年，老一辈的人和年轻人的观念很大程度上都有所不同，老一辈人认为过年是一年当中的大事，丝毫不能马虎。 可
是对于年轻人来讲，过年无非就是吃吃喝喝，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每到过年，父母总说，过年就得要有过年的样子，一年到头，总
得让老百姓热闹热闹。 那么，“年”究竟该什么样？ 湖南的“年”又有什么特别，这期，我们一起来寻找湖南“年”。

大红“灯笼”高高挂
小时候在乡下时，没钱买大红灯笼，可过年总要有些喜庆气，爷爷就带着我们几个孙子自己动

手制作灯笼。 制作灯笼最主要的材料是细细的竹片，薄薄的木条，用细铁丝捆扎成各种不同形状的
灯笼。圆形灯笼是最普通的一种，还扎过金鱼的、兔子的、花篮的、八角形的等不同式样的灯笼。爷爷
扎灯笼没见参照过什么图纸之类的，把竹片木条拿在手上比一比长短，就开始轧制，我很是纳闷，什
么都没有怎么做出这形态各异的灯笼呢？ 爷爷说，做灯笼是从小跟着他的爷爷学来的，几十年了，图
样都装在脑子里了。 (文 / 段蓉萍)

希望写进“春联”里
贴春联是过年的头等大事，各家各户绝不马虎，尤其是农村。
老房子没有拆迁的时候，我们把院子里东、西、正房所有的门窗和所有的物件儿都贴上喜庆的

春联，需要花费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 屋里的房梁、隔扇和大门外别人家的后墙上，年年都一样，前
者贴“抬头见喜”，后者贴“出门见喜”。 接着，鸡窝和羊圈上贴

“六畜兴旺”，水井和树干上贴“春光无限”，院墙上，是“紫气东
来”和“吉庆有余”，就连倒垃圾的手推车，也要贴上一联，或“除
旧迎新”，或“四季平安”。 那时，所有的春联，都出自父亲之手；
撇撇捺捺， 把一年的希望和期待， 全概括在了长长方方的红纸
上。（文 / 高雁萍）

“米”里有乾坤
湖南的传统粮食作物是水稻，其次有少量的高粱、玉米、麦

子，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茶、红薯等。因此，湖南春节包含着鲜明的
江南水稻文化特色。首先体现在湖南的年货上。在我的家乡湘南
一带，传统年货的制作原料几乎都是米（粳米或糯米），像“兰花
根”、“切面”、“花片”、“烫皮” 等都是糯米为主掺了少量粳米做
成的；也有的是以红薯为主，而以米为辅制作的，如传统“米糖”
的制作就是先用红薯熬煮成浓度较高的糖水， 再把爆米花掺在
里面，通过压、踩、打、切而成。 又如炎陵县，春节期间把米粉做
成鸡猪牛犬的形状，祀天官神，谓之“祈福”，祀神用品都是米制
品，而不像北方小麦生产区以面粉为之。（文 / 李跃忠）

长沙：坡子街中逛庙会
不需要赶场子走亲戚的长沙城

里人，想找份久违
年味，去坡子街赶
个地道庙会，绝对
是不二选择。从小
时候最想来坡子
街吃个够的心情
到如今来坡子街
寻找地道年“味”，
这份长沙人不变
的乡情寄托，就在这儿
蔓延开来。

热闹喧天的火宫
殿新春庙会是坡子老
街的魂，老口子们赶的
就是这股过大年的热
闹劲和喜庆，围站在庙会戏台前伸长脖子，踮着脚尖举起手机、相机咔嚓咔
嚓，台上走马灯似舞狮舞龙表演，久违的花鼓戏腔调十足，长沙话的热辣爽
朗劲让空气中流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新奇与兴奋。 一排排灯笼印衬得每个
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 火神庙前香火鼎盛，烟熏雾撩中只见人流攒动，来年
风调雨顺万事大吉的愿望都在这汇集成跳动的光亮， 不远处架起的大锅碳
火把冷空气都点燃起来， 让长沙的新年始终被一种橘色的暖光包裹。（文 /
陈思奕）

陶都铜官：边喝豆子茶边看舞龙
铜官镇以陶业著称，位于湘江下游东岸，距省会长沙 30 公里，与靖港隔

江相望。 陶都铜官的“年味”当然少不了用到陶器。 这个上面“尖嘴”下面“圆
肚”的陶罐就是用来“筛茶”（铜官话，意思是泡茶）的。 到了铜官就不能少了
一碗“芝麻豆子茶”。 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喝上一碗，满口留香还能驱寒暖身
哩。别看这小小的一杯茶，做起来可是有讲究的。先把老姜块用工具捣碎，放
到陶罐内，加上茶叶和少许的盐。 再烧上一壶滚烫的开水，水开后往陶罐里
一冲，最后丢进去炒熟了的芝麻和豆子，一杯“芝麻豆子茶”就泡好了。 虽然
工序看上去简单，但是想要味道正宗，这姜、盐、茶的分寸要把握得恰到好
处。 地道的铜官女人，都泡得一手好茶！ 这茶喝在嘴里浓浓的茶香和姜味融
合在一起，味道很特别。 芝麻和豆子嚼起来脆脆的，刚吃几口就觉得浑身都
暖和了，吃完肯定还想再来一碗。（文 / 曾文剑）

张家界：土家赶年
张家界过年讲究过“赶年”，即提前一天过年，年夜饭一般都在腊月三十

凌晨开吃，越早越好。 我是地地道道的张家界人，早已熟悉了“赶年”的习惯。
到老家时，时钟指向五点多，从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可以判断邻里乡亲

已经有人陆续“赶年”。 父母也早已把丰盛的饭菜准备妥当，祭祖“烧香”点鞭
炮之后，我们围着三个火锅，一大桌子菜开始“赶年”。“小孩子望过年，大人
们望栽田”，这句谚语已经不多适用，毕竟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年的饭菜
平常也能吃到，再加上现在也无田可以耕耘。 那么，过年究竟年味何在？ 其
实，赶年就是一种风俗，赶年就是一种总结，赶年就是一种亲情的大团圆。 我
们一边吃团年饭，外面的天空开始蒙蒙亮，越吃越亮正是土家族“赶年”的宗
旨，寓意来年风调雨顺、阳光灿烂。

按照土家族的习惯，我们八点到后山坡上给逝去的先人坟墓前“送亮”
（意思跟拜年差不多）。 随着年岁的增长，需要“送亮”的先人又多了许多，以
前只有先父、祖父、高祖母，现在多了祖母、三婆婆等。 三柱高香、一把纸钱、
一挂鞭炮，算是后人或者亲人对另一个世界的先人和亲人的问候、牵挂和祭
奠。 在人间，我们用鞭炮的喧闹驱赶他们的寂寞；在天堂，他们是否用微笑淡
定着人间的世态？（张家界在线）

湘西苗寨：糍粑香
苗寨流行一句俗话：“肉宁可少吃，糍粑不能少打。 ”
每逢春节来临，农历腊月末，家家都要打糯米糍粑。 据《乡土志书》记载：

“糯米饭就石槽中杵如泥，压成团形，形如满月。 大者直径 1 尺 5，寻常者约 4
寸许，3 至 8 分厚不等。”小糍粑做完后，由心灵手巧最会做糍粑的妇女，再做
几个大糍粑，小则三五斤，大则十多斤。 这叫“破笼粑”，象征“五谷丰登”，又
显示湘西人大方。 打糯米糍粑是一项劳动强度较大的体力活，一般都是后生
男子汉打，两个人对站，先揉后打，即使冰雪天也要出一身汗。 做糍粑也很讲
究，手粘蜂蜡或茶油，先搓坨，后用手或木板压，要做得光滑，美观。

吃糍粑也有学问，一般是用火烤，叫烧糍粑；用青菜汤下糍粑片，叫煮糍
粑；与腊肉炒，叫炒糍粑。 糍粑做得多，一时吃不完的就用清水浸泡在水缸
内，这样可以储藏数月不坏，到插秧时候还有粑粑吃，吃时也很有讲究：一是
合家团团圆圆吃；二是招待亲戚朋友吃。（本报综合）

马年说“马”
传说古时马有双翅，叫天马，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极有威力的

动物，后来它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 天马因玉帝宠爱，渐渐骄横起来，
时常胡作非为，一日，天马出天宫，直奔东海要硬闯龙宫。 守宫门的神龟及
虾兵蟹将一齐阻挡，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桂，此事告到天宫，玉帝
便下令削去天马双翅。 并压在昆仑山下，300 年不许翻身。

200 多年后，人类始姐———人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玉马园的神仙
便给天马透了信，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当人祖经过时，天马大
喊道：“善良的人祖，快来救我，我愿同您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人祖听
了，生出同情之心，便依天马所言，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
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

天马为了答谢人祖救命之恩，同人祖来到人世间，终生终世为人祖效
劳。 平时耕地拉车、驮物、任劳任怨；在战时，披甲备鞍，征战沙场，同主人出

生入死，屡建战功。 从此，马和人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种动物生肖时，马
成了人类最先推荐的动物之一。 玉帝也因马立功赎罪，有助于人而允许马当上了生肖。

“压岁钱”的习俗是怎么来的？
传说，古时候有一种身黑手白的小妖，名字叫“祟”，每年的年三十夜里出来害人，它用手在熟睡

的孩子头上摸三下，孩子吓得哭起来，然后就发烧，讲呓语而从此得病，几天后热退病去，但聪明机
灵的孩子却变成了痴呆疯癫的傻子了。 人们怕祟来害孩子，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称为 " 守祟 "。

在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掌上明珠。 到
了年三十夜晚，他们怕祟来害孩子，就逼着孩子玩。 孩子用红纸包了八
枚铜钱，拆开包上，包上又拆开，一直玩到睡下，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
到枕头边。夫妻俩不敢合眼，挨着孩子长夜守祟。半
夜里，一阵巨风吹开了房门，吹灭了灯火，黑矮的小
人用它的白手摸孩子的头时，孩子的枕边迸裂出一
道亮光，祟急忙缩回手尖叫着逃跑了。 管氏夫妇把
用红纸包八枚铜钱吓退祟的事告诉了大家。 大家也
都学着在年夜饭后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交给孩子
放在枕边， 果然以后祟就再也不敢来害小孩子了。
原来，这八枚铜钱是由八仙变的，在暗中帮助孩子
把祟吓退，因而，人们把这钱叫“压祟钱”，又因“祟”
与“岁”谐音，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称为“压岁钱”
了。（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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