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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五毒裹肚  护童肚脐不受凉  毛丽娜

这两天，西府人只要回一

趟老家，准能看到有巧娘坐在

树荫下、屋檐下，飞动着手里

的针线，为孩子们赶制着一件

件红色的裹肚。在关中地区，

裹肚又被称为“肚兜”“兜兜”，

是小儿佩戴在肚子上的一种

保暖衣饰和装饰品。

在西府农村端午节前，

很多长辈就开始给娃娃们准

备一件件红色或金黄色的裹

肚，再搭配以白色、黑色或

绿色的彩线缝制。一般裹肚

里外两层，两边附有大小口

袋，口袋有单层和双层，有

些口袋上还有袋盖。裹肚的

口袋是给小孩装糖果或小

物件，以此希望孩子健康成

长。西府人把农历五月称为

“毒月”，把五月初五称为疫

疠聚集的“恶日”，认为无忧

无虑玩耍的孩童容易受到有

毒动物的侵害，所以人们在

这一天戴香包，悬艾蒿，民间

选用五毒图案的裹肚给幼儿

穿戴。“五毒”一般是指毒蛇、

蝎子、蜈蚣、壁虎、蟾蜍。入夏

后，温度升高，易流行疫病，

病虫也进入高繁殖期，特别

是孩童更容易受到有毒动物

的侵害，为了祈福孩子平安，

西府民间便有了在肚兜上绣

“五毒”的习俗。“五毒”这一

称谓据说源于宋明时期。不

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所说

的五毒有一些区别。古人认

为，它们都是高度危险的动

物。所以，入夏之后，长辈祈

盼用活灵活现的五毒绣品来

防御灾害与疾病，让孩子们

能够健康成长，表达一种美

好愿望。

一件裹肚演变成一个礼

节，足见其重要性，刚订婚

的“新亲戚”更是不敢马虎，

裹肚除了舅舅家送外甥，西

府人还送订婚后未过门的媳

妇。前不久，刚刚订婚的张波

兰就收到了一件做工精美、

古色古香、素朴典雅的五毒

裹肚，这让她爱不释手、百看

不厌。原来，这是未来婆婆特

意找人绣的。据说，戴上这种

裹肚，可以给未过门的媳妇

祛邪纳福。

小小的裹肚，满满的祝

福。如今，这些制作精巧的裹

肚不只护在孩子肚上，也陈列

在民俗馆的展台上，作为工艺

品展示着西府民俗的魅力。

油糕粽子  寓意生活甜如蜜 毛丽娜

在西府，谁家要是生了

女娃，人们便会十分羡慕 ：

“以后有人送油糕粽子吃

了！”端午临近，众多的女

儿女婿为岳父母送去油糕粽

子，这是西府人传承了两千

多年的传统习俗。

“给你丈人家送油糕粽子

了没？”这两天西府人见面这

样打招呼。6 月 6 日，住在市

区汉中路南段的亚宁一大早就

到一家油糕摊点前排长队买油

糕，他说：“这家油糕买的人特

别多，我 7点就过来排队买，今

天要给丈人家送油糕粽子哩。”

他说，端午节给岳父母家买油

糕送粽子，就是为了感谢他们，

培养了好女儿，也希望他们的

晚年生活能够甜蜜。笔者在现

场看到，一口大铁锅里，一个个

鸡蛋大小的油糕在油锅中翻

滚，炸熟上色后，被捞起倒入箩

筐中。一旁，几名女工正麻利地

搓面、包糖、捏油糕。摊主讲：

“一年端午这几天最忙活，从天

刚麻麻亮开始做到上午八九

点，三四百个油糕就下锅烹炸

了，很快就被排队的顾客抢购

一空。”

端午节送油糕粽子还有

不少讲究，其中油糕和粽子是

给丈人家送的主要礼品，时间

上要赶早不赶晚，送的礼品讲

究双数，一般是油糕十个、粽

子十个，绿豆糕一盒，时令水

果（西瓜、桃、杏、樱桃）若干，

还有二斤五花猪肉必不可少。

亚宁对笔者说，自己还有个姐

姐，上周末姐姐和姐夫已经早

早给他父母送了油糕粽子。端

午假期，他们还要一起回老家

陪父母给外婆送油糕粽子。当

天，他们采购完后，孩子刚下

舞蹈课，一家人收拾妥当，出

发前父亲又叮嘱再带上烟酒，

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开车直奔

凤翔区柳林镇。柳林镇的集市

上，卖油糕、粽子的摊点比平

常多了一倍，到处飘散的是香

甜的味道。俗话说 ：“丈母娘

见女婿，杀只老母鸡。”这边，

岳父岳母见了女儿女婿外甥

女高兴得合不拢嘴，打鸡蛋，

擀面条，不一会儿餐桌上就摆

满了各种菜肴, 一家人高高

兴兴地围在一起吃端午饭。席

间，女儿女婿说些感恩孝顺的

话语，老人则叮嘱孩子要和和

气气过日子，一家人温馨和

睦，其乐融融。

西府娃的端午

 编者按 ：西府的端午节，除了炸油糕、包粽子之

外，人们关注更多的其实是小孩子。这一天，孩子们穿

着外公外婆或舅舅送来的五毒肚兜，手里拿着花花馍，

跟着父母去给外公外婆送油糕、粽子、绿豆糕，一家人

其乐融融。

圈圈曲联 盼孩子平安健康  本报记者 于虹

做面花是宝鸡乡间妇女

擅长的手艺之一，她们用一双

巧手、一捧麦面，把对长辈的祝

福捏成寿桃，把对逝者的哀思

捏成“献祭”，把对孩子健康成

长的期望做成曲联、圈圈等。端

午节，太白、凤县、千阳一些地

方有一个流传至今的风俗，就

是给小孩或未过门的媳妇制作

赠送圆圈状花馍——“圈圈”。

所谓“圈圈”，就是圆环形

蒸面馍，馍上会做出各种寓意

吉祥美好的花纹、图案及动植

物造型，意在祝愿孩子长大后

生活美满。圈圈中间是一个大

寿桃。有的圈圈是多层，一圈

比一圈小，层层垒起来如同一

座金字塔，看起来格外漂亮。

民谣曰 ：“麦场卸拨枷，

娘去看冤家。”就是临近端午

或端午节当天，这里所说的娘

去看冤家，就是外婆给外孙

子、外孙女送“圈圈”。到了女

儿家，女儿和外孙子早在门口

等候，热情迎接招待，孩子拿

下圈圈上的图案，活蹦乱跳地

在院中或村巷，吃着玩着。女

儿家盛情款待娘家人，以示隆

重。待送“圈圈”的娘家人走

后，女儿的婆家人就将“圈圈”

掰成小块分给左邻右舍的小

孩们吃，共享口福，沾沾福气。

最早的送“圈圈”，其用意是不

让小孩挨饿，安排好小孩子的

生活，也是老辈人为了提醒后

辈，出远门时不要忘记安排好

孩子的生活，就在麦收后端午

临近时送“圈圈”。人们希望孩

子们健康成长，在“圈圈”上，

人们还可以看到捏着象征吉

祥意义的花纹，寓意女儿家吉

祥如意、幸福美满，孩子平安

健康。

在岐山、凤翔一带，也有

给小孩送圈状花馍的民俗，大

家把送给满月孩子的圈状礼

馍，称为“曲联”或“弧联”。作

为新生命的满月礼，曲联饱含

祝福意味，小孩满月当天，舅

家给孩子做一大一小的曲联

馍，大的直径约一尺五寸，能

让孩子从曲联中钻过，寓意平

安渡过一生成长中的难关。小

的曲联馍可套住孩子的脖颈，

意为把娃娃拴住，祈盼其一生

中无病无灾，健康成长。

曲联和圈圈还传递着爱

幼和分享精神，妇女们把对小

孩朴素而真诚的爱意，捏成一

个个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面

花，蒸成一个个圆圆的圈状礼

馍，祈愿孩子的人生如礼馍一

样圆满。此外，曲联和圈圈决

不能被独食，主家将其切开，

赠送给乡亲们分食，意思是大

家一起沾沾喜气和福气，饱含

分享意识。大家居住在同一个

村庄，甘苦共尝，西府人通过

馈赠、分食曲联和圈圈，传递

亲友对小孩子的关爱和祝福，

也让年轻人意识到，要从老一

辈西府人身上传承分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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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市民冯玉珍制作的“圈圈”

村民李惠莲将绣好的五毒裹肚戴在孩子身上

市民李波和妻子为丈母娘送来油糕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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