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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心中的年
□ 郭雪萍

记忆中，父亲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过年
也是，差不多从进入腊月就开始忙乎了。那
时的节日总是带着庄重，一板一眼地在农历
中行走。墙上的挂历，桌子上的台历，就像陈
年的好友，相依相偎，陪伴着人们走过世间的
风雨。

年味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这天又被
称为小年，父亲会从集市上买回来糖瓜给我
们吃。糖瓜粘粘的，甜甜的，一口咬下去，好
吃的真是不得了。

二十四是扫房子的日子，父亲一大早就
和母亲开始忙了，我和姐姐弟弟在一边帮忙，
所有的家具都挪动位置，把积攒一年的尘土
都清理出来，打扫干净之后，再把家具放回到
原位。记忆中的这一天不能睡懒觉，吃饭也
不像平常那么有规律，总之感觉又累又饿，一
点儿也没有放鞭炮有趣。

倒是腊月二十六这天，父亲会炸一些土
豆、红薯、豆腐之类的东西，香甜的味道透过
窗户一路蔓延到院子里，光是闻着就让人馋
得流口水。不过，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枣夹核
桃这样的枣丸子，做法也很简单。红枣洗净
去核夹核桃仁，外面裹一层用蛋液和粉面配
制的芡糊，之后在油锅里炸一下就可以了。

刚出锅的枣丸子看着很是漂亮，松松软
软，透着晶亮。吸鼻子的时候，会闻到枣子的
清香和油的香甜，抓几个放进嘴里，胃瞬间就
被融化了，唇齿间余香缭绕，回味无穷。

炸好丸子之后，父亲还要做一次皮冻。每
到这时，我就心急火燎地守在一旁，盼着能赶紧
做好，因为这道美食可是我最喜欢吃的呀。

父亲把买回来的猪肉洗干净，再用镊子
将残留的猪毛处理掉，之后拿一把刀，顺着猪

皮的方向割下去，眨眼间肉与皮便已分离，看
着父亲娴熟的手法，我们姐弟三个不由得赞
叹了起来，感觉父亲真是厉害！

在我看来，处理猪毛是个麻烦事情，一根
一根就那么立在猪皮上，看着就有些不耐
烦。特别是那些白色的毛，要仔细端详才能
看到，真是又费眼又费神。

之后把猪皮放入开水锅中煮 10 分钟捞
出，刮掉里面肥膘后，再切成小长条，放入盆
内，加开水烫一遍洗净余油。父亲说这样做
出来的皮冻不油腻，口感更好一些。

下一步上锅，将生姜、花椒、葱段、八角用
纱布包好扎紧口，放入切成小长条的猪皮，加
水烧开撇去浮沫。之后改为小火，熬 2 小时
左右取出调料袋，加入盐、味精，加盖焖十来
分钟，倒入盆中晾凉即可。

冷却后的皮冻黏黏的，软软的，带着温润
的光泽。最有意思的是从外面望过去，还能看
到里面细丝一样的猪皮条，这种朦胧的感觉就
像捉迷藏，好玩极了。用手指触摸时，会感觉
到特别的有弹性，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有时父亲也会在熬制的时候，加入一些核桃
仁，白白嫩嫩的，立马就有了高大上的感觉，光
是看着就想吃得不要不要的。很多时候，我总
是忍不住要偷偷抠几个核桃仁出来，放到嘴巴
里用劲嚼一嚼，哈哈，果真是和平常的核桃仁

不一样，然后又去抠一个。结果好好的皮冻被
我弄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直到被母亲发现
后，才吐吐舌头，一溜烟跑掉了。

吃饭的时候，父亲会在盆中取一些切成
均匀的薄片，装到盘子里。把蒜末、生抽、醋、
葱花混合调成味汁，淋在上面或者单独放一
个小碗里蘸着吃。肉的爽滑，料的清香，两者
配合在一起，真真是大快朵颐，一饱口福的感
觉啊！

那时，我们在解家坪住着，记得年前那里
会有一次集会，大家都在这个时间赶集、置办
年货，锅碗瓢盆旧了破了，就换些新的，再买
一些零碎东西和年画什么的。年画看着很是
吸引人，有花开富贵，鲤鱼跃龙门，芝麻开花
节节高，还有笑嘻嘻的胖娃娃，买几张带回家
贴在墙上，看着心里就亮堂。还有秦琼和敬
德，手持各自的兵器，威风凛凛地把守在大门
两侧，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除了置办年货外，父亲还喜欢自己动手写
对联，买了红纸回家后裁成长条，然后找出毛
笔和墨汁就可以大显身手了。看着父亲在红
纸上挥毫泼墨，我和弟弟觉得好玩便叫唤着也
要写，结果字没写几个，手上和脸上弄得全都
是墨汁，只好乖乖去洗手洗脸了。对父亲来说
过年很多事情都应该亲力亲为，自己动手写对
联才更有过年的气氛，才更有仪式感。

年三十那天，也是忙忙碌碌。吃过早饭，
开始贴对联。父亲熬一小碗热腾腾的浆糊，
拿一把废弃了的油漆刷子，在对联的背面上
下开工，之后贴到墙上，即便风吹日晒也很难
掉下来。那时家里还喂着鸡，于是父亲便在
红纸上写上“鸡肥蛋大”之类的话语，也裹上
浆糊贴到鸡舍边，寓意着喜庆和祝福，看得心
里暖洋洋的。

中午照例是隔年面条，这一天母亲总是
特意多和一些面，之后把剩余的面条放起来，
让过了年吃。母亲说长长的面条，预示着来
年的日子依然红红火火，长长久久。说起来，
也算是一种风俗，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
种期盼吧。

到下午的时候，父亲已经剁好了肉馅，黄
色的胡萝卜，粉色的猪肉，配合在一起真是恰
到好处。之后放葱姜油，放各种调料，一切就
绪后，又开始张罗晚饭了。

有的人家也会“垒火塔”，就是用大炭块
垒成塔的样子 ，从中间点燃，根据外形特征，
称为塔塔火、生肖火、狮子火等，意为来年的
日子风风火火，更上一层楼。父亲说“垒火
塔”也是有讲究的，要将炭块由大到小一层层
垒起来，炭块间留通风孔，以便放柴草引燃，
这样，火塔才算是垒成了。

儿时的我对于年的认知，没有父亲看得那
么郑重，也没有父亲那么认真而虔诚，父亲除
了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之外，更多的是对我
们殷殷的爱。如今回想起来，总会有着别样的
感慨。如今超市里、商场里，吃的、喝的、玩的、
用的应有尽有，可是感觉年味却越来越淡了，
不由得又想起了小时候过年和父亲做皮冻、栽
蒜苔、炸丸子的那些美好时光……

出盘亦收盘
——柳林盘子会之三

□ 白占全

盘子是一项大型的综合性的民俗文化活
动，仪式隆重，程序复杂，戒规较多，从开始筹
备到出盘活动，直到礼成结束，一般需两三个
月的时间，新办的盘子会连制作时间大约得
一年。

盘子会的工作由纠首、“主人家”负责实
施，“主人家”为活动的最高领导，负总责，纠
首为成员，每年轮换一次。上一届盘子会一
完，首先要确定下一年纠首，纠首确定后，公
推一名德高望重者担当“主人家”角色。“主人
家”职权很大，担子也很重，除主持并督促盘
子活动期间的有关事宜外，还要管好活动期
间盘子区域内的民事纠纷及社会治安。盘子
会的筹备工作一般从头年腊月开始，也有一
入冬就开始筹划的。参加盘子会活动的筹划
人员除纠首主人家外，还有区域内的头面人
物，大家聚拢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商量活动的
有关事宜，确定好活动内容后，即分工负责，
分头进行。但如果要唱戏或进行弹唱，则必
然在头年冬天最迟在腊月定下演出团体，否
则，盘子会就有被冷清的可能。

一过正月初二，各盘子会即开始忙碌起
来，纠首们要分别深入辖区内的各居民家中
收份子钱。份子钱按户收取，一户一份，钱数
多少不定，有的三五十，有的三五百，也有成
千上万的。有九曲的盘子会还要收取人口
钱，即按人出份，每人二三十、三五十不等。
份子钱、人口钱是人人关心的大事喜事，且要

张榜公布，所以筹集起来困难不大。
从农历正月初十开始，各盘子会都会发

上等的白面，于出盘前一两日邀请巧手妇女
蒸供品，如果本盘子会社内没有会蒸面供的
巧妇，则要到别的盘子会社去邀请。届时，巧
妇们围坐案板周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
块块面团，在她们手中经过捏、搓、揉、掀，用
小剪刀灵巧地点、切、刻、划，塑成身、手、头
面，披上发饰和衣裳，顷刻之间华丽转身，栩
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便脱手而成，经笼蒸出锅
更是形态逼真，活灵活现，真正达到了“神生
形，形成神”的效果。

旧时，盘子会上还要扎花灯和垒旺火。
扎花灯必须是提前几天进行，传统工艺的花
灯多用纸纱制作，也有用玻璃制作者。灯的
种类有挂灯、座灯、壁灯、提灯、走马灯。灯的
造型有羊角灯、老虎灯、熊猫灯、金鱼灯、百花
灯、荷花灯、白菜灯、九莲灯、木兰从军灯、天
女散花灯、嫦娥奔月灯、八仙过海灯、武松打
虎灯、西天取经灯等。有的花灯圈片大者直
径超过了三四尺，皆用五色玻璃制成，上绘山
水人物，不仅造型美观，装饰华丽，而且具有
浓郁的地方色彩。入夜，月光如水，灯海深
处，香风阵阵，锣鼓声声，鞭炮阵阵，送灯挂灯
者络绎不绝。花灯上各种人物翩翩起舞，鸟
飞花放，龙腾鱼跃，处处流光溢彩，人人笑逐
颜开，真可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沸地
笙歌起，满城吉庆来。”垒旺火则在出盘的当
天，与搭盘子同时进行。旧时，搭盘子在农历
正月十四日晨，现在十二、十三、十四都有搭
者，搭盘子的当日，要事先将盘子的所有部件
从神社的仓库里搬到活动点，用细干布擦拭
干净，先起梁架，再装斗拱、滴水、脊兽、券口
等，再装大间、小间、后尾四周绘画木板，最后
装上正面供板、桌裙。旺火选用平整见方的
大块炭在旺火架上排成圆形底座，再用棱角
方正的炭块，由大到小，依次压缝，垒成宝塔
形炭塔。旺火底下留有点火口，中空外圆，里
边装有干木柴，便于引燃。每个盘子点上均
垒，大盘子点还垒有高达丈余的旺火，可烧几
天几夜。小旺火烧完，第二天还须再垒。

搭好盘子，垒好旺火，挂好彩灯花灯，就
要给盘子供板上摆放面塑供品，摆放供品是
有讲究的，先摆大间主神位，主神位上正中先
摆枣山，两侧摆放大枣洞洞两个，枣洞洞上用

箭皮插有面小鸟，中间摆放石榴、桃子、卷卷、
佛手、大供，每排摆三摞，每摞垒叠三个，最前
面摆放猪羊鱼面三牲。如果是佛教类神仙，
则不摆放猪羊鱼三牲，因为佛家是吃素戒荤
的。小间神位前只摆放一个枣山和面三牲，
也有摆放小枣洞洞者。有的盘子内尚摆放鲜
瓜果、菜肴、烟酒。每个神位前均要摆放香
裱、蜡烛、香炉，盘子前底下放有烧裱盆一个。

出盘旧时都在正月十四正午，现在则十
二、十三、十四都有，但均在中午十二时整进
行。出盘时，跟盘子的人家不论男女老少都
得到场。主持者仍为盘子会的会首“主人
家”，“主人家”及纠首首先把盘子上的各类供
品底部各掐一小点放在供板上，掐完接着上
香燃裱奠酒，接着三拜九磕，主人家及纠首点
完香，其余人等依次跪拜，一时香烟缭绕，鞭
炮齐鸣，跪拜的人们一起祈祷神灵保佑来年
风调雨顺，合家万事顺遂，其声如潮，绵延不
绝。出盘意味着盘子活动的正式开始，从此，
盘子活动点吹拉弹唱、扭秧歌、转九曲等活动
便一浪高过一浪。

出盘的当天晚上十二时，所有跟盘子的
人家都带着自备的香裱供品来到盘子跟前，
疯抢着点头香。此时，是盘子点最拥挤的时
候，人们为了点头香，让神灵记着他，早早地
守候在盘子跟前，提前掐好面供，整理好香
裱，时辰一到，蜂拥上前，生怕没有磕头之
处。而此时也是许愿还愿的最佳时期，因此
磕拜的人群到神前时，总有说不完的话，许不
完的愿，还愿之人也有说不完的感谢话。这
时也是求子妇女们祈求神灵赐送子男的大好
时期，在盘子上求子叫“偷鸡鸡”。夫妻双方
在盘子神前虔诚磕拜，默默说出自己的愿望，
尔后偷面供，纯粹未生育的要偷枣洞洞上的
盖子，叫“揭盖子”；只生女不生男者要偷枣洞
洞上的鸡鸡；只生男不生女者偷枣洞洞上的
面花；孩子生下后体弱多病要偷大供。所偷
之物或取其谐音或取其象征意义。偷到“鸡
鸡”的夫妻，要揣在怀里，一路不能回头，回家
后吃掉。如果生下一男半女，夫妻双方要于
次年盘子会上去还愿，一般是偷一还二，还要
敬送红灯笼一对，上书“有求必应”字样。然
而，更多的祭祀人群则是祈求天官赐福，每个
盘子的檐前都会挂有许多许多的锁，三五毛
钱的东西，一经过盘子神灵的拜渡，即升值为

五到十元，买的人仍很踊跃。一拨一拨的善
男信女们领着子孙来到盘子底下，点几炷香，
烧几张裱，卖锁的人把锁在燃着的香炉上空
绕几圈，再给孩子们戴在脖子上，孩子们就会
健康成长，长命百岁了。

有盘子必有旺火，城区盘子的旺火，一律
用柳林产的优质主焦煤垒砌，旺火的火炉一天
要烧掉两三吨炭。而在山村则多用柴火点火，
如果能砍下几捆酸枣树的话，那火是相当壮观
的，一刹时，大火能把一个院子乃至一个村庄
照得通红透亮，火头稍过，大人、小孩儿纷纷从
火上跳过。等柴火渐渐冷清下来，主妇们要把
祭过神的供品掰开，放在火上去烤。煤垒着的
火燃烧时间长，烤卷卷只能在次日的早晨进
行。夜晚则围着旺火转圈，叫转旺火。人们欢
快的唏嘘声，朗笑声，装点着太平盛世。

正月十七或正月二十七，盘子的“主人
家”及众纠首均要聚集盘子跟前，烧香、磕拜、
鸣炮，恭送各位神灵归天，送神时尚念“奉送
天官老爷、三境界岳，神仙上玉境，玉帝归金
阙……”送神完毕，收拾盘子内所有面供，切
成小块，按跟盘子的户数分成份子，尔后，拆
盘、卸盘，小心翼翼地把盘子的各部件送到固
定的保管处封存起来，份子由各位纠首分工
送往各家各户。卸盘前要举行移交仪式，这
一届盘子的纠首、“主人家”要把盘子会活动
的账簿、钱物带上，然后把盘子正中间的枣山
头掰下来放在木盘内，由纠首端着，敲锣打鼓
送到新的“主人家”家中。然后新旧纠首、“主
人家”聚拢一块吃顿饭，活动便告结束。灯火
辉煌的盘子会只能等下一年进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