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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赶年”、打糍粑、摆长龙宴……

追寻湘西少数民族的年味儿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婧婧

农民走亲戚，也用时髦“问候语”

你家WiFi是哪个？密码是啥？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云

新年衣服网上买

老头老太网上追剧
临近春节，家住潍坊市安丘市兴安街道石庙子村的小王格外忙

碌，无论是过年期间需要的电器、厨具，还是小孩子的衣服、帽子，甚
至给公婆的新年礼物，她都要从网上购买。

“以前买电器，都要坐车去县城才能买，生活用品也要等到赶集
的时候才能买，而且很多款式我也不喜欢。几年前家里装上了网络，
我就跟妹妹学会了网上购物，那里样式多种类全，挑选的空间也很
大。”小王说，由于网上商品的价格低，不仅她热衷网购，就连身边的
不少邻居、亲戚也加入了网购大军。

如今，小王所在村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有网购经历。“还有人做起
了代购，购物比以前方便了很多。”小王说，她过年给儿子买的帽子就
有不少人问是哪里买的。

“我们家电视也连着网络呢。”今年51岁的田贞芬说，前段时间她
特别迷电视剧《花火花红》，有时候晚上有事看不了就第二天再从网
上找出来看。“孩子她爸喜欢看电影，看不到一块儿去的时候，我就在
东屋看电视，他就去西屋里看电脑。”她说，基本上年轻人在农村成家
的都装上电脑了，“家里有电脑也成了娶媳妇的必备”。

过完大年
初一，我踏上
了去往神秘湘
西的火车，想
体验土家族的
年味。过年是
土家族最重要
的节日，从内
容到形式比土
家族其他节日
都要隆重，持
续 时 间 也 最
长。和汉族一
样，过年也是
土家族一个盛
大的传统，但
因提前了一天
而 被 称 为 赶
年。

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家
中有电脑和网
络也逐渐成为
潍坊安丘一村
子娶到媳妇的

“标配”之一。
越来越多的农
民逐渐加入到
了 网 购 大 军
中，农村老头
老太也从网上
学会了跳广场
舞、看电影。过
年期间走亲访
友，拿起手机
搜 索 无 线 信
号，向主人询
问WiF i密码成
了过年期间常
见的现象。

年夜饭要在凌晨吃
进入腊月，土家族过年的气氛便渐渐浓了起来，这种喜庆气氛

直到正月十五堂屋中撤下祭祀围帐，摆手锣鼓收场，整个年事活动
才算落幕。不过，土家族过年比汉族要早一天，这也是土家族过年的
独特之处。

据导游介绍，赶年的习俗来源于传说。据传，在明嘉靖年间，倭
寇入侵中国，那时土家人正在热热闹闹地准备着过年，朝廷突然给
土司王下了一道圣旨，调集土家族士兵赶赴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
寇。为了让这些马上出发的士兵也能过上一个年，土司王决定提前
过年，待官兵们与家人团年后，再带领士兵赶往抗倭前线。这一战大
败倭寇，为了纪念征战的胜利，每逢过年，土家族人便要提前一天。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土家族人的一种过年习俗了。

土家族人过年，讲究合家团圆。过年之前，距离千里之外的亲人
要赶回家来，全家老少团聚共同吃团年饭。汉族人的年夜饭会在大
年三十的傍晚，而土家族则在凌晨。土家人为了“抢年”，会将年饭早
早准备好，谁家吃年饭越早，就寓意谁在来年吉祥如意。在吃团年饭
期间，则不允许敲别人家的门，否则会被看作破坏掉一年的好运气。

糍粑是必不可少的年货
“二十八，打粑粑。”在土家地区，忙碌了一年的土家人从置办年

货开始，便将过年一步步推向高潮。在杀年猪、推豆腐等年货的置办
中，糍粑是必不可少的年货。

糍粑也称年糕，做糍粑是过年前一项重要的准备。糯米蒸熟，再
把它放在石臼里，然后用一根大木棒将其捣成糊状。打糍粑非常费
人力，需有几个人一起才能完成，即使寒冷的冬天也会打出一身汗
来。

对土家人来说，他们有吃糍粑的习惯，无论是平时还是年节。粑
粑做的多，一时吃不完还可以用清水浸泡在水缸里，储藏两到三个
月都不坏。蒸熟的糍粑可趁热制作成团状，有团团圆圆的寓意。一位
当地的居民说：“糍粑储藏时间长，可蒸、煮、炒，在古代士兵外出打
仗时，食用方便，这也是糍粑流传下来的重要原因。”

长龙宴是重要的节会盛宴
长龙宴是湘西凤凰苗家传统的宴客方式，每逢丰收季和重大节会都会摆席，过年自然不例外。寨子里家家户户都摆出自自家最拿手

的菜肴，一桌与一桌相连非常壮观，沿村的小街从街头到街尾摆上丰盛的酒席，弯弯曲曲，蜿蜒似龙，所以称之为长龙龙宴。长龙宴席上的
菜肴也是一大亮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

摆宴席前，族人们排着长队等候传自家的菜品到龙头处，龙头的人选必须是家里儿女双全、无偷盗行为、不吵架打架、、无重婚行为
的村里德高望重的男子。长龙宴开始，龙头率领祭祀人员祭拜天地，祝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宴会开开始，龙头不动筷，其
他族人不能动，而吃长龙宴则要族人们轮流转着圈吃。

在长龙宴上，族人们一起喝酒，一起吃菜，一起祝福。

游客们体验糍粑制作过程。

无线网络成时尚，串门先问WiFi密码
“你家无线密码是多少？”今年春节，记者走访亲友时发现，无线网络已经成为农村生活的新时尚。大年初一村里拜年年时，记者打开

了手机上的WLAN功能，扫描到了不少无线网络信号。
“村里很多人的手机都换成了智能手机，对于上网的需要也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人又买来了无线路由器，向周围发送WiFi信号。”村

民金学太说，有了无线路由器后，他们不再局限于待在电脑前上网，直接用手机就可以看新闻、玩游戏了。
今年春节期间，央视春晚和各大卫视春晚纷纷推出了网络抢红包环节。“用无线网抢红包太给力了。”在农村老家过年年的周玲说，

跟父母一起看春晚时，父母还会提醒她开抢。周玲说，春晚抢红包的人太多了，好多同学都说在老家信号差，网速不给给力，“可我就用着
家里的无线网，盯着手机不断抢红包，特爽。”

不过在去年，这个小村子里上网的人还不是很多，很多在老家过年的年轻人只能用手机流量上网。“近几年农村生活变变化可真大，
不仅物质条件提高，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村民王福明感叹道。

今年51岁的村民老王在电脑前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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