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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眼

首次回婆家过年
一根“拦门棍”引尴尬
本报记者 宋贝贝

去年8月，
我与老公结了
婚。按照风俗，
2015年我要在
婆家过年。在
回 婆 家 过 年
前，我向老公
打听过广饶的
习俗，感觉和
我们老家潍坊
差不多。只是，
从腊月27回家
后，我慢慢体
味到了两地风
俗的差异，比
如年前就开始
串门，准备的
年 货 不 太 一
样，甚至还因
为一根小小的

“拦门棍”闹了
个笑话。

在我的潍坊老家，年前大家都忙着准备过年
的东西，年后才出去串门儿。但是在大王镇，串门
儿从年前就开始了，走在村里，经常可以看到一
些人带着礼品匆忙走过。从腊月27回家后，每天
晚上我都和老公带着年货到姑、姨、大爷、爷爷等
各个亲戚家拜年。

大年初一的拜年也和我们那儿不一样。早上
5点半起床，吃完水饺后，公公、婆婆、老公和我要
给家里的长辈——— 奶奶磕头拜年，然后我们四人
再出去给别的长辈拜年。在我眼中，我们的这支
拜年大军很庞大，大约三四十人，老公说这都是
五服之内的亲戚。由于不清楚这里的习俗，在大
家到我家给奶奶拜年时，我还闹了个小笑话。进

屋门时，我看到门前横着一根竹棍，差点把一个
小朋友绊倒。为了防止再绊到别人，我就“好心”
把竹棍拿起来放到一边。只是刚拿起来没走几
步，几个亲戚就边笑边喊我，让我放回去。经过解
释，我才明白，门前放拦门棍是这边的习俗。所谓
拦门棍，意思是过年时的一家人，进进出出，可能
会把家庭的“财气”也带出去。在门口放一根棍拦
着，金银财宝之类的财气，就会被“拦”在屋里。一
根拦门棍，可保全家人来年的日子，更加兴旺发
达。

说实话，成家后的第一个春节很忙碌，不过
我和老公也从中感受到我们肩上的责任，当然，
也对未来的日子满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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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赶“穷汉集”

炸丸子、藕盒、虎头鸡
从回家起，我就进入陀螺模式，忙个不

停。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一直以来的
传统习惯，在广饶也不例外。腊月27，我就和
婆婆一起进行年终大扫除，洗衣服、打扫卫
生、晒被子。而公公和老公则去赶腊月26的
年集，准备过年时需要的东西。此外，当地
在年三十那天也会赶集，俗称“穷汉集”。老
公解释道：“年三十这天，集上的东西都便
宜，那些比较穷的人会在这一天置办年货。
现在大家的生活好了，年三十的物价和平
时区别也不是很大，但这个称呼还是一直
沿用了下来。”

除了购买的年货，还有自家动手准备
的。广饶比较特色的年货要数各种炸货了，
过年待客时可以直接当做一道菜上桌，省
去很多麻烦，因此很多家庭都会炸丸子、炸
鱼、炸藕盒等等。腊月28，我和老公剁馅，公
公负责炸，大家通力合作，很快就把藕盒、
鱼、肉丸炸好了。在各种炸货中，我最喜欢
的是虎头鸡，还特地跟公婆学习了做法。第
一步把鸡剁成很多小块，用面粉和盐、葱花
腌好；然后把鸡块裹上鸡蛋液后再放到热油
里炸，等鸡块表面金黄后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时的鸡块并没有炸透，是不能吃的，需要
二次加工。按照公公的做法，葱姜炝锅后，加
入酱油和水，把鸡块再炖一下，炖的过程中
可以加入想吃的菜，比如白菜、木耳、土豆
等。这就是传统菜品“虎头鸡”的做法。

大年初一五服之内的亲戚一起拜年

穿新衣、吃饺子
福利院里有年味浓
本报记者 聂潇潇

“郭鑫，轮到你了，
过来换新衣服吧。”大
年三十上午十点，东营
市综合福利院的保育
员正在给孩子们换新
衣裳。这些衣服一部分
是福利院买的，一部分
是社会上的爱心人士
送来的。因为衣服码数
并没完全适合孩子们
的身材，保育员范大姐
和负责辅导学业的李
老师要给大家一件件
地试穿，显得有些忙
碌。

33个孩子中，15岁的赵云志年龄最大，换好新衣服的他边帮着范大姐
照顾其他人，边收拾房间里的衣服包装袋。“衣服还是名牌的呢！”赵云志
看着包装袋上的品牌标志，高兴地说。

看到记者走进房间，换上新衣服的孩子们显得更加兴奋。患有先天视
力障碍的园园是个健谈的孩子，上前拉起记者的手说：“阿姨，你看我的衣
服漂不漂亮？有了新衣服我可高兴了！”“阿姨，你过来坐下。”6岁的刘磊活
泼可爱，拉着小板凳让记者坐下，还即兴演唱了一首《小燕子》。

自打进了屋，记者就一直被这群渴求被爱的孩子围绕着。“孩子们喜
欢被关注、被肯定的天性是不会改变的。”福利院的负责人邢玉民说，“春
节前夕，经常有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到福利院来，孩子们都非常开心。只要
花些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孩子们从心理上就多了份安全感。”

“过年就是吃饺子！”当记者问大家“过年”的含义时，赵云志这么说。
虽然大部分孩子都不知道过年意味着什么，但福利院的春联、新衣服、吃
饺子、看春节晚会的安排，也在处处洋溢着年味儿。“春节晚会不会让他们
看太晚。”范大姐说，过年值班的保育员只有她一个，加上李老师和护士，3

个人要管33个孩子，照顾他们洗漱和睡觉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所以晚上
8点以后，孩子们就要准备休息了。

边说着，范大姐又要帮躺在床上的孩子们换洗衣服了。“来吧，小美，
穿新衣服咯！”小美今年一岁半了，长得白白净净得讨人喜欢。“除了小美，
这几个躺在床上的孩子有的智力残疾不会走路，有的天生膝关节发育不
全，对他们来说，过年的意义就不那么重要了，我能做的就是仔细照顾他
们，给他们洗澡穿新衣服。”

除夕夜，
记者与公婆一
起包水饺。 本
报记者 李玉
亮 摄

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北京的大街小巷安静了许多，但在张灯
结彩的地坛公园处却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原来今天是赶庙会的日子。

北京地坛庙会今年已经是第三十届，过年期间来地坛逛庙会已成了许多
北京人与外地游客来感受年味的好去处。

地坛庙会最精彩的要数“仿清祭地表演”，19日上午不到9点，在“方泽坛”
周围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观众，等待着祭地表演的开始。

上午9点半，“皇帝”仪仗队开始向“方泽坛”前进。据了解，在乾隆皇帝时
期，这支仪仗队要几千人，在祭地的那一天声势浩大的从故宫出发一直绵延
到地坛。在挂满大红灯笼的地坛内，300余位举着各式旗帜以及道具的表演人
员神情严肃向“方泽坛”前进。

仪仗队前行到“方泽坛”内，首先看到的是“侍卫”们表情严肃地站在坛外
守护，接着两队人举着旗散开在“方泽坛”周围，仪仗队紧跟着来到“方泽坛”
正前方，并分开。“皇帝”这时才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慢慢走向“方泽坛”。

“祭地表演”遵照乾隆皇帝的祭拜程序进行，严格按照迎神、撤馔、送神等
九个步骤进行。“皇帝”时不时要经行叩拜，而仪仗队则根据不同的步骤表演
不同的舞蹈。在有百年历史的地坛内，这样的表演让人身临其境，仿佛真的回
到了百年前，见到“皇帝祭地”。

“祭地表演”结束后，人群从地坛的各个门内涌来。在狭长的小路上已经
可以感受到“人挤人”。

在公园西侧的名家名店精品展示区是本次庙会新打造的项目。来逛庙会
的人可以在此买到各种各样的传统手工艺纪念品，包括糖画、陶笛、兔爷儿
等。还能品尝具有老北京特色的小吃。

在糖画及吹糖人的展台前，许多人驻足观看。糖浆熬好后，老师傅舀起一
勺在板上挥舞着，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糖人便做好了。而吹糖人的师傅要比糖
画师傅做的速度更快，师傅手嘴并用，一边吹气一便快速地捏着。

继续前行是拉洋片的老师傅正在讲故事，那师傅一边不停地讲述着，一
边不断地拉着旁边的木质箱上的绳子，而观众看得图片也跟着变化着。除了
拉洋片以外，感受抬轿子、看“天桥杂技”，还有观看摇滚乐队的表演等等都让
游客们流连忘返。

北京地坛庙会上看“皇帝祭地”
本报记者 徐文君

年夜饭，坚守岗位的职工干杯庆祝。图片
由通讯员提供

北京地坛庙会正在举行“皇帝祭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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