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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有开始之意，“旦”是天明、天亮，
也可指白天。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
天，是我国及很多国家传统的新年。而在
我国古代，“元旦”一词的含义，却与今天
有着很大的区别。

我们通常所说的正月初一，是按照农
历来讲的，在古代则被称为“元旦”。

“元旦”一词，最早出自南朝梁人萧子
云《介雅》诗：“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
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中
又谓之“元朔”。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
中则对“元旦”作了解释：“正月朔日，谓之
元旦，俗呼为新年。”

“元旦”在不同朝代又有着不同的称
呼，先秦时期称其为“上元”“元日”“献岁”
等，两汉时期则称为“岁旦”“元正”“正
旦”，魏晋时期又被叫作“元辰”“元日”“元

首”等，唐宋元明时期，多称其为“元旦”
“元日”“新元”等，而到了清朝，就一直叫
“元旦”或“元日”了。

在我国历代，元旦的月日时间也有不
同。夏代在正月初一，商代在十二月初
一，周代在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
后，又以十月初一为元旦。直到汉武帝太
初元年时，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才又
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一直用到辛亥革命之
前。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为了顺农
时、便统计，定正月初一为“春节”，而以公
历一月一日为“新年”。

1949年 9月 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元纪
年法”，明确规定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
节”，将阳历的 1 月 1 日定为“元旦”，并通
过决议，写入相关文件，一直沿用到今天。

过 年
□ 乔达爱

一元复始说“元旦”
□ 梁瑜

转眼间，年已经过完了，但小时候腊月
里准备过年的一些片段，却一直萦绕在我的
脑海里，感觉既遥远又恍然如昨天。那时虽
然物资匮乏，但人们对过年特别地郑重讲
究，所以年味也特别得足。

进了腊月，劳作了一年的农村男人们
进入农闲状态，他们一反常态地关注起灶
台上的事情来，亲自着手准备过年的一些
东西，如 :豆腐、猪肉、羊肉、粉条、食用油、
白面等等。此时，女人们要比男人们更忙
碌，她们每天不仅要做饭洗碗，还要起早贪
黑地把全家人未缝好的新衣新鞋收尾完
成，还有一项赶腊月十九前完成的重要活
计 :捣 钱 钱（用 锤 子 敲 击 碾 扁 煮 过 水 的 黄
豆），据说准备的钱钱越多，来年家里的金
钱就会越多，所以要多多备着，多的人家能
吃到来年夏天。

第一道公鸡打鸣声响起，就有勤快的妇
女们起来“咚咚咚”地捣钱钱，尽管各家各户
离得不近，但睡在炕上能明显感觉得到农人
们说的“震荡炕墩子”的特有沉闷声响。到天
亮时，前晚临睡前准备好的焯了水的黄豆就
被捣压完了，一般是满满一簸箕。把湿钱钱
放在温热的灶台上一个白天就烘干了，然后
收拾到固定的家什里。这样连续坚持一个星
期或十天半月，钱钱的数量就非常可观了。

父亲会拿一些黄豆换来好大一块豆腐，
切成半块砖头大小，摆放在灶上的蒸笼里蒸
一段时间后拿出来放在案板晾凉。用刀切成
一关节厚一手掌宽的片状豆腐，然后一块块
放在热油锅里炸，得好长时间才能炸焦捞出。

炸好的豆腐放在一个大盆里，然后把它
放置在闲窑里盖上结实的盖子，防止猫狗顶
开偷吃。闲窑洞是天然的冰箱，家里准备的
过年吃食都会安置在这里。这些炸豆腐不用
等到过年，平时喝油茶熬菜就会随吃随拿。

孩子们也不闲着，放寒假后，除了干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还一趟趟跑供销社，买糊
窗户纸、写对联用的红纸、年画、倒醋买酱油
称咸盐等等家里需要的东西。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有点像演习过年
彩排的意思。这天家庭成员尽量都要在家里
过夜睡觉，因为“神神们”晚上要“点人口”呢！

晚饭过后，家里会有一个“送灶王爷”的
仪式。父亲会诚心献上糖瓜之类的好吃的

“糊灶王爷嘴”，接着虔诚地焚香磕头，然后
小心翼翼地撕下在灶台上贴了近一年的灶
王爷纸画像燃掉，送他“上天言好事”去，热
切希望灶王爷来年“回宫降吉祥”。

“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糊拾翻
（清洁整理）”，从这天开始大扫除、洗衣服被
褥、割肉、蒸馍蒸糕、剁馅等等迎接新年的

“重头戏”，为过年开足马力忙碌起来了。
腊月二十四，是我们家持续了许多年固

定扫房子的日子。一早起床吃完了饭，全家
总动员，大到铺盖毛毡炕席，小到坛坛罐罐、
锅碗瓢盆，只要能拿动的，统统拿出窑洞，放
到院子里。还有墙上挂贴的相框画纸也统
统摘下剥离。

父亲拿加长了把的扫帚从窑洞后面的墙
面一下一下开始清扫除尘，特别是墙缝褶皱
部分要来回多扫几次。然后扫窑洞顶部，从
上到下、由里到外认认真真全面清扫一遍。
把整个窑洞墙壁清扫过后，进行下一步:要么
粉刷窑壁，要么掏旮旯扫地。

那时在供销社或集市上有专门卖刷墙
用的“白土则”。每次刷墙前，要把“白土则”
倒入灶火上的大锅里添水加热搅拌成稠稀
均匀合适的稀糊，父亲盛一些在小桶里，一
手提桶一手拿刷，一下一下地涂刷墙面。那
么大的面积要用小小的刷子仰头抬臂挨着
涂过一遍，把人满脸满身淋成个白人，真是
个费力费时的苦活。但是成果是显著的，洁
白的屋子是最好的礼物。

父亲把墙壁涂刷搞定后，轮到我们妇女组
上场了。姐姐们出嫁后，我接过了打扫活计，
把窑洞里面的诸如柜子顶箱子脚这些犄角旮
旯能清理到的地方都要扫除擦洗清理一遍。

接着，全家总动员来糊窗。父亲与我先

要把窗框上乌黑陈旧了的窗纸撕干净，然后
用扫帚把窗框上的灰尘清扫干净了。这时，
母亲用大水瓢加比例适中的白面凉水调匀，
然后搁在灶火上搅拌调制出半瓢粘乎乎的
浆糊，还会剪出几个形状大小不同的红绿小
彩纸备用。

木窗框木门糊窗纸。父亲先把那些小
彩纸按一定的图案张贴好，然后大面积的往
所有窗框格上涂抹浆糊，之后再把提前量好
的窗户纸按计划粘贴，用扫帚均匀地轻轻地
扫过，这样可以让窗纸与窗框紧密牢固贴合
并且还平展不褶皱。

窗纸糊完后，我与母亲迅速清理干净土
炕坯，父亲在院子里敲炕席敲毛毡除尘后拿
回屋，我与母亲依次铺炕席、铺毛毡、铺炕
单、叠放被子。早上拿出去的东西都一件件
擦干净拿回来摆放整齐。大致安置好后，天
也就黑了。这一天是整个腊月最最忙碌辛
苦的一天了。

腊月二十五，开始彻底清洗衣物被褥，
并着手准备过年的吃食。母亲精心挑选饱
满发绿的绿豆浸泡发豆芽。别看发绿豆芽
就那么几道工序，说起来简单，要成功却没
那么容易。母亲发的绿豆芽在我们村里是
独一份，以后的日子，母亲和姐姐们每天要
给小罐子里的绿豆“洗冷水澡”。到除夕新
年，绿豆芽生长的不长不短正好吃。

此后两三天陆陆续续洗衣服洗被单炕
单。那时没有洗衣机，全是人工在大盆里用
搓衣板手洗，可费劲了。姐姐们出嫁后，我
接过洗衣服的活计，洗的东西太多了，从早
洗到晚，两三天下来，胳膊酸痛到抬都抬不
起来了，连手掌根都磨出血来了呢！

腊二十八发面。早饭过后，父亲拿来一个
很大的瓷盆放在炕上，母亲一碗一碗从面缸里
舀出白面倒入大瓷盆里，然后把提前用干发面
泡开的水均匀洒入瓷盆用手搅拌和面。和好
后，父亲把沉甸甸的大瓷盆搬到离灶台近的暖
炕上，盖上盖子，然后用棉大衣或棉被完全包
裹覆盖，这样面发得又快又不干皮。

腊月二十九，早饭过后，母亲开始蒸馍
了。平时做饭的锅灶太小，要用隔壁的那个
柴火大灶，我是理所当然的烧火丫头了。母
亲提前洗好了红枣并切成片，大案板上铺上
碱面干面后，把大瓷盆里发好的面挖出来放
在案板上反复用力地揉。捏一小撮发面放
入水开后的蒸锅里试碱，如果合适就搓条掐
剂开蒸了。

主要蒸的是枣馍，土话叫“枣卷卷”，把
面剂子揉搓成长条状压扁，上面用刀刃轻点
划出数道刀印或干脆用筷子压道棱，然后把
长条面剂子立起轻轻压扁拽长，两端各放一
个枣片，把它卷起并相向卷动直至合拢，一
个枣卷就做好了，也可以只在一端放枣卷起
来，前面的是双卷，后面的是单卷。

母亲会捏一种下面是圆形上面是漂亮
的剪面花，面花中间塞一颗红枣的花馍，共
捏五个，土话叫“供”，用来献祭供俸神仙。
最后还要捏几个类似人形的“枣山”，蒸熟后
先供奉在灶王爷跟前，供奉过后“枣山”身子
可以先吃掉，“枣山”头一定要留下，等到农
历二月初二“龙抬头”那天才能吃掉。“二月
二吃枣山头”，是当时约定俗成的事情。

除夕早上蒸糕吃。自家地里产的软糜
子脱粒碾碎后，制作成油糕枣糕。每次从锅
里蒸出糕来，放在案板上揉搓好后，先要捏
出一块搓成长条，掐成一小块一小块扔沟
里、放在院子里的土地爷神位、外面门窗窗
台上、窑洞里面的正位、灶王爷神位等等地
方让各路神仙先品尝。

大家吃完了糕菜后，父亲搬桌子上炕准
备好红纸毛笔墨汁等工具开始写对联。我
们家以前一直让当教师的堂哥写，可是他要
给许多人家写，而贴对联据说先贴的人家会
运气更好。于是，我们家的对联由我与弟弟
接手，字写得不好，但父亲说“有个样子就可
以了”，同住一个院子的二伯与堂哥也不嫌
弃，我们还很受欢迎呢！窑洞门口的对联是
长的，其余的如牲口棚、厕所、树上的对联都

是短短的，但是数量可不少，我们每次都要
写到手腕酸痛才能完事。

贴完外面的对联，再贴窑洞里面的年
画，窑洞正面的中间墙上一般贴的是领袖
像，没有了就不贴，反正那是个神圣的位
置。炕上面的墙上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年
画，如胖娃娃抱鱼、寿星公捧桃、聚宝盆这些
寓意好色彩鲜明的画面。炕对面的墙上要
更精心的布置了，因为只要有人来家里，坐
在炕上就对着这面墙呢，这边墙上一般挂着
里面张贴着家人照相的相框，两边对称张贴
着明星画或者连环画屏。

贴好画后，麻利收拾炕上。在毛毡上面
铺上新炕单或者洗干净的炕单，把被子褥子
折叠的有棱有角，然后在外面遮上精心准备
的漂亮盖布，窑洞内迎接新年的陈设布置就
大致完成了。

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母亲在忙着剁肉
切菜调馅——胡萝卜羊肉馅。一般是我捏饺
子皮母亲包饺子，母亲包饺子又快又好，她包
的花饺子皮薄馅足，漂亮极了。父亲呢，在挑
水，除夕这天要把水缸装满水，里面漂入几颗
大红枣，预示来年的日子红火喜庆。

除夕晚饭后，穿上新衣新鞋的孩子们从
各自家里跑出来夸耀，那欢声笑语，那进进
出出跑跑跳跳的开心样子，给新年增添了无
尽的喜庆与欢乐。

新年真的是喜庆连连:吃好的穿好的，
眼睛里都是喜庆，鼻子间都是香味，耳朵边
都是笑声，身体也终于可以尽情休息了。可
回头想想前几天像陀螺一样不停的忙碌，真

是累啊！每天忙得没有喘气的功夫。我向
父母抱怨“为了新年这一天的舒服，前面费
那么大劲，图个什么啊？”

父亲会说:这是老辈子留下来的传统规矩。
母亲接着补充:这样才有个“刹腕”（总

结），要不日子过得没头没尾一团糟，老祖宗
教育后代们做啥事都要有始有终啊。

去年 12月 4日，我们国家的春节在联合
国申遗的成功。我对过年的深远意义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春节不仅是古老的传统节日，是
优秀的文化遗产传承，更是千百年来我国人
民生活智慧无限延续的象征。过年，是岁月
的轮回，是时间的印记，是生活的庆典。

过年不仅仅是辞旧迎新的时刻，更是中
华民族文化、情感和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
通过过年的庆祝活动，人们不仅传承了文
化，增强了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还在经济
上推动了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