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月31日 星期五

责编!曹 刚

视觉!窦云阳我家的 俗年 8版

虹口区老弄堂 叶国祯

腊月二十七!早上!时不到!一

声声"爆炒米花来#将我唤醒$我从

一年级就认识这个爆炒米花的老

头! 他要从腊月初十忙到小年夜$

吃好晚饭! 老妈拿出"斤黄豆%#斤

年糕片! 叫我和大弟排队去爆!

&嘭%嘭%嘭#三响!香气四溢$我俩

忍不住馋!互相看了一眼!一人两

把!直往嘴里塞!到家门口赶快用

手狠狠擦几下嘴巴$

虹口区四平路 章燕仪

初一早上! 父亲要给全家人

做实心小圆子! 意思是多存些老

白米$新年要拿草纸抹嘴!意思叫

小孩这一天不要乱讲话! 要讲吉

利话$

奉贤区金海社区 屠林明

做芝麻糖是我家传统节目$以

前是母亲做!现在由老伴操持$我买

回#斤麦芽糖!她找出夏日里自家收

获的芝麻!放入锅中炒熟!把麦芽糖

熬成糖水!倒入炒熟的芝麻!反复翻

炒$再将糖团刮入方盘中!压结实!

趁温热用菜刀切成小块! 香甜可口

的芝麻糖就做成了$

闵行区都市路 桂人豪

小时候过年!小年夜都会做蛋

饺肉圆!我们小孩也会在边上帮忙$

吃年夜饭时每人必吃一个蛋饺和一

个肉圆!意味着人人都有元宝!来年

交好运%发大财$如果有亲朋好友来

吃饭! 主人也要为他们夹上一个蛋

饺和一个肉圆$

闵行区红松路 李小龙

吃过年夜饭!打扫卫生有讲究!

扫帚要从大门口往里扫! 垃圾装袋

堆在最里边的角落$母亲说!大年三

十的垃圾也是宝! 扫出门外会 &漏

财#$随后!每个人都得修剪指甲!因

为&新年动剪不吉利#$新年钟声敲

响前!母亲坐上太师椅!坐北朝南!

孙辈们轮流跪拜!并送上祝福!领取

母亲早已准备好的压岁大红包$

黄浦区丽园路 杨济诗

过年布置房间!墙上挂中国结!

门头挂装饰鞭炮%红辣椒!花瓶中插

银柳! 银柳上挂满了红灯笼% 中国

结%小礼盒%小红包%生肖物$今年还

下载了 '好日子('好运来('恭喜发

财(等喜庆歌曲!在节日里作背景音

乐!喜洋洋过新年$ 王文佳 整理

有的年俗没了未必遗憾，能留的尽量珍惜

年俗流变体现城市变迁
来信摘编

我家的年俗
! ! ! !年俗，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根
植于农业的礼数，在城市里找不到
根，有些已经消逝。随着时代的变
化和城市的发展，有些年俗没了未
必遗憾，能留的尽量珍惜。本报专
访上海史专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薛理勇，细细分析“有无”之原委。

上海民俗隶属于江南汉民族
体系，与周边地区差异不大。同为
汉族，北方产麦，祭祀用饼；南方出
稻，则用糕。但由于交通比过去方
便很多，“糕饼”也合并成了一个
词。在此背景下，上海曾独有、已消
逝的年俗并不多。

祭灶
没了灶头，何处放灶龛？
春节，是传统民俗最集中的日

子。祭灶，就是腊月廿四祭拜灶王
爷。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出的“监
察御史”，好似“纪律检察官”，也可
视为“守护神”。在灶台上设一灶龛，
龛内挂灶王爷画像。一把火烧了画
像，就等于“送”他回去做“年度汇
报”。祭灶时要摆祭品，多为甜、黏的
食物，期盼他做汇报时甜言蜜语，如
元宝糖（即粽子糖）、地栗等。上海本
地人还会摆上茨菰，因为发音像“是
个”，好让灶王爷连连称是。
灶王爷离家后，过年可以稍微

放纵些，这就是传统婚礼可在腊月
廿六举办，不用再挑日子的道理。到
了正月十五，灶王爷汇报归来，家中

要“接灶”，送上荠菜圆子、肉馄饨。
!点评" 现如今!上海的农家

灶头越来越少$没了灶头!就没地

方放灶龛和灶王爷画像$ 于是!祭

灶不再!心里也就没了"纪检官)!

头顶没有神明!就可以"全年放纵)

了$心有敬畏!才会自律$人人自律

的社会自然有序$

挂喜神
宗族淡化，远游不归家
喜神，指的是祖宗像。在《红楼

梦》中有大年初一“挂喜神”的描述。
过去没有照相技术，列祖列宗都有
画像，由长子长孙继承，所谓“嫡
传”。嫡传的长子长孙，就是“天生”
的“宗族领导”。以往，大家庭都住在
一起，并设有祠堂———也就是同一
宗族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女儿出
嫁要先进入这个厅堂。因此，祖宗像
也有保佑女儿“有喜”的寓意。

初一挂喜神，子孙要聚齐并跪
拜。平素兄弟姐妹再不融洽，此时
也必须和和美美，正是亲人和好的
绝佳机会。

!点评" 宗族聚集一处的"定

居)习惯早已被打破$上海是海纳

百川的移民城市!相对缺少祖训束

缚$没有世风"监督)!习俗很可能

失传$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又比较西

方化***尊重个人选择! 来去自

由!还有不少人"说走就走)!常住

海外$于是!初一全家团圆渐渐演

变为不必严格执行的礼仪$"父母

在!不远游)的说法只停留在书本

上$ 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孝顺!至

少在形式上已明显弱化$

兜喜神
四处兜风，不专属节日
这里的喜神，起初指的是“喜

气”“福气”。年初一凌晨，女性结伴
往“喜神”会来的方向走，类似春
游。但是因为上海的许多马路并非
横平竖直，常常是在兜兜转转，因
此又被称为“兜喜神”，而北方则称
之为“迎喜神”。

后来，“喜神”也被理解为女性
“有喜”，成为“祈子”风俗。清朝时，
这一活动很热闹。因为平时男女授
受不亲，男性只有这一天可以在街
上遇到陌生女青年。所以这类活动
后来热闹到“有伤风化”的地步，女
性可能被“吃豆腐”，所以被政府下
令取缔。不过，执行得并不严格。直
到清朝末年，仍有女性坐马车兜喜
神。而到了民国时期，沪上小开出
没，汽车出现。于是，年初一兜喜
神，成为小开追姑娘的好机会———
开车带女孩四处兜风。

!点评" 这一年俗的消逝!是好

事!基于双重的社会进步+一是男女

平等!女性地位不断提高!使得陌生

女性不再"难得一见),二是科技发

达!汽车普遍使用!也使&兜风)不再

局限于特定时段$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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