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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诗苑

细数行囊几近空，但余劳倦一苍翁。

人心常比青霜冷，丝雨总随迷雾濛。

除却兼程皆寂寞，何曾忍性学玲珑。

更深多与蟾光伴，只影依稀似断蓬。

回望癸卯
★阿卫国

掩卷回思又一年，如翻沧海起云烟。

春山踏遍寻新绿，夏木迎归鸣老蝉。

轻染秋风霜色醉，欲收白雪月光连。

纷纷扰扰浮尘远，执笔窗前写素笺。

回眸癸卯
★李红艳

腊月初八祭灶连，千家万户备筹年。

杀鸡宰彘米茶酒，守岁除夕觞饮欢。

腊月吟
★李剑友

走进腊月，许多个日子，在守望中

喜庆起来。

走进腊月，许多种思念，在一次次

跋涉中粘稠起来。

腊月是一帧古老的年画，从一个

驿站到另一个驿站，始终展示着中华

民族传统的温馨，每一笔色彩，都倾注

着龙的传人的勤劳与勇敢。

腊月是一段清新的诗行，从一个

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始终展示着中华

民族久远的神韵，每一次的捧读，都会

感受到一种质朴和热情。

腊月是一首亘古的歌谣，从过去

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始终吟唱着中

华民族不朽的国魂，每一串音符，都跳

跃着一种坚强与和谐。

腊月是一篇经典的故事，从盘古

开天辟地，到人民真正建成小康社会，

始终延续着中华民族不懈的追求，每

一次跋涉，都有一种激情与豪迈。

走进腊月
★丁太如

每逢周末的清晨，我就会拉着妻子去集市上逛逛，大多时

候不是为了买东西，只是想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听这经典

的嘈杂声，感受这种烟火气息，寻求追求生活的梦想。

城里的集市规模大而且天天都有，其实农村也有集市，不

过叫赶会。农村的会场一个月就那么一次或几次，至于原因，

我想应该和节气与习俗有关。赶会是乡村生产生活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无论赶集或者赶会，一个“赶”字，体现了购买物资

急切需要，因为集市上有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是很多人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地方。

记得小时候，每次赶会，大人们都会起得很早，准备好车

辆和早饭，等孩子们背着书包出门，父母就和邻居们相约出发

去赶会。集会上的物资包罗万相，人流如织，摩肩擦踵，叫卖

声，还价声，此起彼伏，甚是热闹。

就是在那些年月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农民需要在集市

上把自家的东西卖出去，再买回自己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

之于会场的时间，人到集开，人去市散，早上是起点，中午是高

潮，傍晚是尾声。通往会场的路上，骑车的、拉车的、步行的，

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说笑着，那是一份难得的快乐。

如今，进城工作已经三十年了，居住小区的北边一公里的

地方就是县城最大历史最长的一个农贸集市，是全县肉类、蔬

菜、小商品的集散地。附近的菜农和小商贩也会在通往集市

的道路两边摆上各种自己的农产品售卖，小摊不固定，只要有

位置，铺上一块塑料布就是一个摊位。

我喜欢赶集，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的氛围下，围

着小摊点，看看这个，问问那个，和菜农你一言我一语交谈着，

说说笑笑中，感知了生活的真实味道。

我喜欢赶集，虽然这里没有大商超的金碧辉煌和优雅精

美，但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多少年

来，集市从未缺少在人们的生活中，它接纳着八方宾客。我喜

欢那种熙熙攘攘的普通人群，喜欢那种悠长而富有韵味的叫

卖声，喜欢民俗中包含的人生百态，更喜欢用心体味这种淳朴

的乡情，漫步在集市上，脑海中会升腾起一种质朴的温馨。

每一次赶集，我都虔诚前往。有时可能不是为了要购物，

可能是为了那人间的烟火气，可能是因为自己农家出身，与那

些父老乡亲有着淳朴的情感，为了唤起自己年轻时在乡下劳

作的回忆。

四十多年过去了，时间在变，风景在变，唯有不变的是对

赶集的情感，或许人生还有许多集市，都需要用心去体味。

春节一天天临近，街头的人流逐渐增多，门市比往常也热

闹了很多，年味渐浓。尤其是城区，似乎天天如集。

走走，，赶集去赶集去
□□赵振超赵振超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农历腊月二十三为祭灶节，民

间又称“辞灶”或“过小年”。在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要祭

祀灶神。部分地区，也有在腊月二十四这天举行祭灶仪式的。

祭灶，是春节时令中实行最早、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项

传统祭祀活动。在过去，几乎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的神位，

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灶王龛大都设在灶

房的背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

也有将灶神像直接贴在墙上的。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

的则是男女两人，女神被尊为“灶王奶奶”。人们把家中烟火旺、

吃有饭、食有肉的愿望寄托于灶王爷，并将其供奉在灶间。

祭灶，就是人们将在灶间站岗值班辛苦了一年的灶王爷

送上天，由他向居住在天上的玉皇大帝报告所在人家一年的

善与恶。

祭灶的风俗，由来甚久。灶君，早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成

为民间尊崇的一位大神。上至天子，下到庶民，对灶神都非常

尊崇。

从周朝开始，祭灶就被列入宫廷祭典，在全国立下了祭灶

的规矩，成为了固定的仪式。《论语》中有“与其媚于奥，宁媚于

灶。”孔子在向其弟子解释人们“媚于灶”的原因时指出：“不然，

获罪于天，无所祈也。”

灶君何许人也？最初传说他是天上的一颗星宿。因为犯

了过失，玉皇大帝把他贬谪到人间当了“东厨司命”，掌握各家

的祸福，监视人们的行为。把全年各家做了什么好事、坏事都

记录下来，到腊月二十三，就回到天上去，向玉帝禀告人家的

“善恶”情况。人们也就按照灶王归天和下凡的时间安排了

“送灶”和“接灶”的仪式。

祭灶的仪式，大多是在黄昏入夜之时。祭灶与过年有着

密切的关系。因为，在7天之后的大年三十晚上，灶王爷便会

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他诸神一起来到人

间。灶王爷被认为是天上诸神的引路人，其他诸神在过完年

之后再度升天，只有灶王爷长久地留在人家的厨房内。

人们在祭灶仪式中，要供奉一些枣子、柿饼、糖饼之类的食

品，并燃香点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碟又粘又甜的灶糖，

人称“糖瓜”。

糖瓜，是用大麦芽子熬制的，因此也叫“麦芽糖”。有棋子

那么大小，咬一口，又酥又甜。可是，等到嘴里一嚼，就变得又

软又粘了，能把牙齿粘住。

为什么选它作为祭品呢？意思是让灶王爷吃了粘住他的

嘴，好话多说，坏话少讲。怪不得灶王爷两边的对联上写着：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旧时，我国民间曾流传着“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

据说，灶王爷长得像个小白脸，怕女的祭灶，有“男女之嫌”。

所以在有些地方，女人是不参加祭灶的。不过到了近代，却多

数由家庭主妇来充当祭灶的角色了。

在祭灶这一天，北方民间讲究炕锅贴、吃火烧，南方地区

则多吃糕。

祭灶之后，民间认为诸神已经上天，至除夕才能迎回，其

间人间无神管辖，百无禁忌。娶媳妇、聘闺女不用择日子，称

为“赶乱婚”或“赶乱岁”。直至年底，举行结婚典礼的特别

多。民谣有：“岁晏乡村嫁娶忙，宜春帖子逗春光；灯前姊妹私

相语，守岁今年是洞房。”

“赶乱岁”，是民众为自己设计的调节社会生活的特定时

段。岁末年终，人们有了闲暇与积蓄，对于平时难得有精力操

办大事的人家来说，是一个好时机。

过了腊月二十三，距离春节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了，过年的

准备工作显得更加紧张忙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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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友田矫友田

梅花欲动梦魂狂，招来寒酥花飞扬。

君爱红梅胜过春，雪伴腊梅馥郁香。

梅 雪
★何玉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