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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大似天”，那是指乡间的年。吉安塘登不

也是乡村屋场么？于是贴春联，放鞭炮，敬灶神，祭

祖宗，吃年饭，围炉守岁，新春拜年……各种各样的

礼数，各种各样的讲究，各种各样的规矩，那都是有

底蕴、有来头的，塘登人恭恭敬敬地守着呢！守着理

儿过大年，祖祖辈辈，年就是这么过！只是“千里不

同风，百里不同俗”，塘登有一样却与别处不同，那就

是——拔杯！

大年初一开了财门，吃了寓意为“清清白白、勤勤

快快”的小葱豆腐芹菜萝卜，塘登人三五成群结队拜

年，拱手作揖，互道“恭喜发财”。“初一的崽，初二的

郎，初三初四女看娘”，拜年的人可管不了这么多。老

话也说“有心拜年初一二，无心拜年初三四”，谁不想

赶早呢？于是整个塘登人来人往，满是拜年的人，满

是相约着去拔杯的男女老少。在塘登一带，正月里，

亲戚之间无论亲疏，走动拜访必要拔杯喝年酒的。

塘登的女人这时候是最忙的了，她们呀，嘴忙手

忙脚却不乱。“哟！大家发财，想多少得多少。”一边笑

容可掬与前来拜年的亲朋故旧寒暄着，一边暗暗点着

人数，划算着上哪几个菜，不时抓几把糖呀瓜子追着

要 去 玩 耍 拣 炮 仗

的“ 小 把 式 ”，

直 至 塞 进

了 口 袋 这

才心满意

足 打 回

头。看看时辰，也就不声不响系上围裙进了灶房。香

菇木耳黄花用滚水泡了，芹菜大蒜切成段备用，姜丝

笋丝得讲刀工，“卤缸”得用炭火慢慢地煨。不多时，

卤肉的香味袅袅地蹿上了屋顶又袅袅地飘向左邻右

舍。其实，整个塘登都香着呢！连空气都氤氲着肉

香。

碗筷杯盏早已摆上了桌，卤肉切成薄片，肥瘦正

好；卤鹅肠寸段大小,码满了一碟；鸡爪鸭翅蘸着卤

汁，光泽诱人；家乡鱼块炸得金黄，配点青椒豆豉，下

酒刚好。酒是自家酿的米酒，用大铝壶盛满，加入冰

糖枸杞生姜葱白，又放到泥炉上烫滚了，酒香四溢。

转眼，六个小碟就上了桌。该安席了，大家还你推我

让的，最后，还是主人老到地左扯右拉，就安好了席。

依序倒满酒，主人起身举杯“这第一杯祝诸位福到财

到又平安”，便一口闷了。依规矩头三杯无论辈分大

小得喝干，大伙一股脑干了，又依次满上。“这第二杯

祝诸位一顺百顺天天顺”，不用说，主人又是一仰脖子

干了。没等轮到自己，几个爽快的，酒就下了肚。“这

第三杯祝诸位大吉大利大发财”，主人一连喝三杯酒

连说三句吉祥话，这叫“扎金花”，是拔杯的序曲。开

了桌，筵席上的客人便可自由发挥。你敬我，我回敬，

你来我往喝得不亦乐乎！“一杯一杯复一杯”地酌，边

说些东家长西家短、家里家外乡里乡亲的人和事，慢

悠悠喝着，慢悠悠聊着。反正正月里哪里也是喝酒拔

杯，过年不就是图个热闹劲么！连童谣都唱着呢“初

一到十五，忙着到处串；不出正月里，酒杯不空闲”。

女人不记得添了几回

酒，反正酒席上那些人

个个目光如炬，脸色酡

红。老的在猜拳行令，

“五魁首”呀“六六顺”

啊，声音一个比一个大。不会行酒令的就玩“老虎杠

子”，连妇人也嚷着“杠子”，将筷子压在了喊“老虎”的

筷子上。喝酒的高潮一浪接一浪，那个热闹劲怕是要

把屋顶掀翻。

女人敬过酒，把凉了的菜撤下，又换上热菜。到

最后散席时，盘子垒着碟子，荤荤素素不知上了几道

菜，十八还是二十？反正是主宾俱欢，似醉非醉。今

天你家明儿我家，这是拔头杯时就定好的。整个正月

整个塘登就是这么拔杯喝年酒的。

初嫁到塘登，对于拔杯我是十分不待见：“喝酒，

多烦呀！”爱人笑笑：“过年不就是这么个过法，少不了

一道一道的规矩，塘登人祖辈传下来的，还得传下

去。”我细思量，再琢磨：是啊，年的议程，不就是铭刻

在这些习俗里，一辈辈传下去，而这些礼数、仪式、规

矩又把年推向高潮。现在，回塘登过年，我也会喝上

几盅拔个杯。再来打量这些个年俗，新春拜年、拔杯

喝酒何尝不是维系亲情的最好方式？酒只是一种生

活的调味剂，是给年添味道的，喝到恰如其分，喝到尽

兴，让岁月深处平凡人家的年过得那么有回味，那么

温暖，折射出乡间人们过日子的态度：认真、踏实而又

透着满足和乐趣，多好！

“明天是上宵日，伢子们都到屋里来恰（吃）饭哈！”

正月初六晚，照例又接到家里老人的电话，第二天回家

聚餐。

管正月初七叫“上宵”，是湖口县流泗等乡镇的民间

习俗，因为到了初七，该拜的年差不多拜完了，春节的礼

数也都到位，一切活动转向准备元宵，相比于喜庆庄重

的春节，娱乐性强的元宵更加轻松，而忙了一个礼拜，大

家正需要好好放松一下，“上宵”这个名词里，透着一种

轻松愉悦的氛围。

“上宵”聚餐是我家的老传统。家里老人从除夕到

初六忙了一个星期，到了初七，我们想让老人家歇一歇，

儿孙辈回自家开灶，但老人家坚持不许，一定要给全家

做一顿好饭，于是我们这些小辈只能一边在旁帮厨，一

边感叹老一代的坚持。

老人们所坚持的是本邑旧俗，过去的湖口乡下对正

月初七相当重视。因为拜年通常需要在初七前完成，而

从初八开始又是远亲乃至朋友之间相互走亲访友的时

间，中间的初七是一个重要节点，大家约定俗成在此日

一般不出门，而是自家聚餐，有些小村甚至会全村大宴

庆贺。正月最隆重的游龙活动也是从初七开始，称“龙

下凡”，从此日开始，村村社社开始游龙，一直要闹到元

宵。流泗一带匠人精湛的草龙编制工艺远近闻名，舞龙

之俗更重，头年家中有喜的人家，龙还要进门舞一圈，这

可是极隆重的贺仪，通常主人家中要准备香烟等礼物犒

谢舞龙队员并亲自给龙头披上红布绸缎，称“披红挂

彩”，以祈盼新一年吉祥如意。

到了晚上，家家户户还要将剪刀藏在被褥里，因为

此夜还是老鼠嫁女儿之日，若是老鼠新婚时缺少新装，

便会在半夜拿剪刀剪破衣服。此外房间还要点上灯，以

照亮老鼠娶亲路途。据说元宵节大规模燃灯习俗的开

端就源于此。

当然，年轻一辈多已不讲究这些旧时的传统，老人们

倒也并不怪罪气恼，笑着道：相比周边几个县，湖口对初

七还不算讲究，在省城南昌，“上七”可是大过年的。

在江西的许多地区，尤其是赣北鄱阳湖周边都有着

极重视正月初七的传统，追根溯源，这种传统源于一个

极为古老的节日——“人日”。

所谓“人日”，指的是人类诞生之日。传说女娲在正

月初一到初六依次造出鸡、狗、猪、羊、牛、马，并于正月

初七造人，故此日为人的生日。这是关于“人日”最常见

的解释，此说最早的出处难以考证，但在魏晋时就已流

行，宋代之后常解释为源于西汉东方朔的《占书》，此说

似无根据，不过可确定的是，至少在魏晋时期，“人日”节

俗已经成型。

最早详细记载“人日”习俗的著作是南朝（梁）宗懔

所著的《荆楚风俗记》，此书描述了中古时期荆楚居民庆

祝“人日”的盛况。20 世纪 70 年代，湖北云梦睡虎地发

掘出一批秦简，首次出现“人日”的记载，此时的“人日”

与楚地的占卜习俗有关。因此节最早被详细记于荆楚，

古代庆祝最隆重的地方也是荆楚，所以推测极有可能源

于上古楚地的巫俗，并在后世传于全国。至于女娲造人

之说，则可能是后世遗忘原有来源后，借创世神话重新

解释并被广泛接受。“人日节”在唐宋时极为兴盛，为官

方法定假日，并出现大量名家吟诵作品，直到宋以后，此

节日开始淡化，渐渐融入春节和元宵之中。

但在江西，此俗却有更多的遗存，这或许可从历史

和地缘上解释。

江西人对于“人日”的最初印象似乎也已淡化，无论

湖口的“上宵”还是南昌的“上七”，都不再用“人日”的称

呼，但一个“上”字仍体现出对该日的敬意。而从遗存的

习俗上，也仍体现出“贵人重生”的节日内核，家庭聚会、

舞龙游灯，都是利于人气兴盛的喜事，即使是老鼠嫁女

的传说，也源于对老鼠旺盛繁殖能力的崇敬，体现出古

人原始的生殖崇拜和对子孙繁荣的期盼。

当我向老人讲述正月初七的深厚底蕴时，他们却并

不觉得惊讶。

老人笑道：这些习俗本就是祖

辈一直传下来的，一代有一代的生

活方式，时间长了，从村里到城里，

一 些 旧 习 俗 不 讲 究 了 也 正 常 ，“ 人

日”既然是以人为主体，自然不用死

守旧俗，只要大家能开心快乐，这个

节实际就一直传下去了。但我们家

这顿团圆饭是不能少的，团团圆圆，

家里人气就兴盛。

“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

相看。”作为一个诞生于古老农业时

代 、已 不 再 适 应 当 今 社 会 的 节 日 ，

“人日”的淡化有其必然性，但其内

核中所体现出的对人类生命价值的

尊重，对族群兴盛壮大的希冀，对生

活美好幸福的祝愿，却是永恒的主

题。

春天的节
□□ 舒舒 琼琼

一列列动车

一辆辆私家车

沿着新开通的铁路线和手机导航

装回来

满满的喜庆和浓浓的乡愁

抵达的目标很单纯

只是为春天过好这一个节

乐观向上的氛围

通过冲天而起的烟花

获得一种象形表述

隐隐披着骨朵的柳枝

也即将要在雨雾的江南里

如鞭炮般炸响

为的就是要过好这个春天的节

在藤蔓一样的族谱上

我们遥望先祖并找到自身的位置

龙灯舞在祠堂的广场上祈福

在这时候

家乡就是无数锣鼓喧天的村庄

这一切的欢腾

为的就是过好这个春天的节

正月初一的崽

正月初二的郎

拜年的习俗在长江线以南

指认淳厚的年味和传统

千门万户在曈曈日下

对仗的是千古的诗意和楹联

欢度的正是这个春天的节

脚下红红的土地

澎湃着喜庆的力量

我们和无数的种子汇合于一起

就要在这个春天的节后

向着远方出发

带上祝福带上叶萌花开的美好

构架又一片天遂人愿的好年景

腊月里，老徐打来电话说，正月里，村里要舞龙

灯，到时候请我一定带着家人来看龙灯。我愉快地

接受了邀请，就盼着早点过年，早点去看龙灯，心情

竟有点像小时候看龙灯时的急切了。我和老徐是多

年的朋友，虽然交往不多，但仍会彼此牵挂。我知道

老徐是村里舞龙灯的组织者，他曾多次邀请我去，因

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心里总有些遗憾。在村里的灯

会上，老徐是忙碌的，怕打扰他，可能是这些年我选

择不去的原因之一，倒也在情理之中。可今年不同，

一番盛情之下，还是答应了他，既是想去看灯，也是

想在春节时与老徐好好聚一聚。

接到电话后的那几天，心里一直在想着舞龙灯

的事，心心念念之间，竟想起小时候过年，在老家村

庄里看舞龙灯的情形。正月里，邻村的龙灯要到附

近的村庄里舞，到我们村舞龙灯的帖子早就送来了，

也是一番盛情。龙灯要来的消息在村里早早地传开

了，尤其是孩子们更是踮起脚尖盼着看龙灯了。总

是在傍晚时，天还没有黑。远远地听见锣鼓唢呐的

声音，赶紧往村东跑，生怕错过了什么。此时，村东

的老乌桕树下，已经站了许多人，我挤到前面去，抬

眼就看见龙灯远远地从东边的路上过来了。在离村

口还有一段路时，龙灯停了下来，此时天还没有黑。

等到天色变暗，他们点燃插在龙灯里面的蜡烛，整条

龙灯就亮起来了，真是好看。舞龙人扛起板龙灯，往

村子里走。在夜色里，那条龙灯像是在游动着，就如

活了一般。龙灯进村后，在村东的一块空地上舞动

着，我们围在空地的外围，看板龙灯上画的戏里人

物、吉祥花鸟，听大人们说着我们未曾听过的故事。

那一夜，锣鼓唢呐声、鞭炮声、人声，吵闹着，却不觉

得烦；我们跟着龙灯跑，追着龙灯看，跑了一夜，看了

一夜，也不觉得累。在记忆中，龙灯在乡村舞动的是

热闹和喜庆，是乡亲们对新年的一份祝愿和祈盼。

老徐的家，在小城东南部的半山区，沿着不太宽

的道路进山，走不多远，有一座水库，老徐家的村庄

就在水库的岸边。我上午就早早赶到了村里，还没

有进村，就听到喧闹的人声，远远看到老徐站在那儿

安排着事情，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将那份热闹看在

眼里，也藏在心里。和老徐打过招呼，寒暄几句后，

他就去忙了。村子里的人越聚越多，除了村里的人，

更多的是和我一样来看龙灯的吧。人声的喧闹，是

过年时该有的氛围，谁不喜欢新年的热闹呢？在这

样纷纷攘攘的人群中，我感受着新年和往日不一样

的氛围。

龙灯起灯的仪式，有着乡村的简单和隆重。老

徐在场地中间吆喝着、指挥着，那样的信心满满，他

时不时大声地告诉舞龙的乡亲们，该怎样背着板龙

凳，该怎样走，跑时要注意什么，舞时要注意什么。

我听不清楚老徐的声音，但能感知到他的兴奋和热

情。龙灯在老徐的指挥下，起灯了，舞动起来了，舞

出了阵势和花样，引来围观者的阵阵喝彩声。一条

龙灯，在老徐和乡亲们的手上、肩上，活了起来。乡

村的新年，也在龙灯的舞动里，活了起来。

黄昏时，龙灯里的蜡烛点亮了。游走、舞动于村

庄里的龙灯，照亮了村庄的夜，也点燃了我们对新年

的某种激情。龙灯走出了村庄，我远远地跟着、看

着。龙灯在山路上走，夜里，我们看不见山路的曲折

蜿蜒，却能看见眼前那一条龙，在山影里游动。龙灯

走到水库边，岸上的龙灯在走，水里的龙灯在游。

从前，跟在爷爷后面看龙灯，爷爷会说，今年龙

灯画得好看，望上去红彤彤的喜庆，今年的日子也一

定红红火火。爷爷是笑意盈盈的。今天，看着舞动

的龙灯，看着那些龙灯旁开心的笑脸，想着，虽然我

们是舞龙灯的旁观者，却是生活的亲历者，也是新年

里幸福快乐的主角。

塘登的拔杯
□ 刘晓雪

龙灯舞动乡村年
□ 章铜胜

又到“上宵”欢聚时
□ 彭云帆

留一份年味温暖岁月

▶
湖
口
传
统
的
正
月
游
龙
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