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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荟萃

重 温 年 俗    记 住 乡 愁
◎李福蔚

什么是乡愁？乡愁就是你离开这
个地方会想念的。春节过大年是我们
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是炎黄子
孙的踪迹，更是中华儿女牵挂的乡愁。

春节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由于农
业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定居生存，长
此以往，便积淀起重团圆聚合而非分
散离别的意识，孕育了厚重的家族观
念和乡土意识。过大年，正是对这种意
识观念的大展演。

回家过年，阖家团聚的人情世故

最能体现中国人团圆心结的节
日就是除夕，就是一年中最后一天，叫

“大年三十”，即所谓“月穷岁尽之日”。
在岁末来临之际，中国人最重要的事

就是回家过年了。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古今如此，

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交通多么拥挤，一
定要从四面八方赶回父母身边，全家
团聚，吃一顿年夜饭，给过去的一年打
一个大团圆的句号，并用这个大团圆
的句号作为新一年的开始。讲究人情，
必须盛大 ；讲究世故，皆大欢喜。

走亲访友，相互拜年的人伦情怀

中国人有很强的传统家族伦理观
念，重视血缘联系和亲族情谊，追求和
睦团圆的民俗心理。春节最重要的交
际活动是拜年，拜年有三种类型 ：一
是同宗族拜尊长，二是亲族之间拜访，
三是朋友之间互相拜访。

晚辈向长辈拜年，长辈赏赐晚辈压
岁钱和礼物，这种一拜一赠、一礼一馈
的来往礼赠，长幼等基本人伦关系与相
关的道德规范得到重新确认。人伦关系
得到重新确认，也是自然人成为具有文
化意义的人的确认，这也是异国他乡的
海外华人坚持过春节、再次证明自己是

一个文化上的中国人的确认。

热闹狂欢，张扬自我的生命活力

怕冷寂、好热闹是人的性格中的
一大特点。从“祭灶”后闹年锣鼓敲响
开始，到年货市场、社火游演和正月
十五的观灯闹元宵，始终呈现着热闹
的“年气”。叫卖声、锣鼓声、欢笑声此
起彼伏，人们一扫日常生活中的劳累
状态，一个个笑逐颜开，做好吃的、穿
新衣，尽情欢乐，甚至参与社火、秧歌，
戏曲表演，在众乡亲面前一显身手，玩
出“真我”的味道。

在普天同庆的节日里，寻找愉悦、
洒脱的生活情趣，使人的生命活力得
以尽情张扬。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河
水开冻、草木拔节、虫鸣鸟叫，在勃勃
生机令人喜悦的时令中，呈现出生命
的喧哗和热闹，闹出个春天来，闹出个
红红火火的新一年。

重温年俗，记住乡愁的历史记忆

春节期间的各种过年的民俗事

象，称之为“俗套”。俗套，是节日里人
们创意和安排而积淀的一系列规范
行为的准则程式。

周而复始的年节使这些俗套世
代 相 传，承 前 启 后。如，逢 春 节 回 家
过年的团聚、吃年饭、守岁、说年、团
拜、祭 祖 和 走 亲 访 友 等 俗 套 是 春 节
的 重 要 内 容。这 些 俗 套 在 年 节 循 环
的 周 期 中 重 复、层 积、叠 加，强 化 了
人 们 对 历 史 文 化 的 记 忆。只 要 你 是
这 个 民 俗 文 化 圈 中 的 一 员，就 得 按
约 定 俗 成 辈 辈 遵 循 的 习 惯 办 事，如
若违反或忽略，就被认为是“失记”
或“失礼”。这些俗套说它是人类生
存的方式也罢，说它是一种“枷锁”
也 罢，但 却 能 使 你 的 日 常 生 活 情 趣
盎 然、有 滋 有 味，并 留 下 永 恒 的 怀
念，永恒的乡愁！

（作者系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宝鸡炎帝

周秦文化研究会理事、宝鸡孔子

研究会副会长、宝鸡民俗博物馆

特邀顾问。）

宝 鸡 的 塬
◎王国庆

戏楼竟然不叫戏楼，上面赫然写
着 ：白家凹礼堂。说它是戏楼，是因为
它承担了演戏的功能，因而也便称之
为戏楼了。

我的故乡就在凤翔南指挥镇白
家凹村，戏楼位于村子中央的广场北
侧，与村里的涝池一路之隔。戏楼很早
就矗立在那里了，所以它的身世成了
一个未解之谜。普遍的说法是，戏楼与
村委会大楼一并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前几年，戏楼被粉饰一新，成了新
农村建设的亮点。

戏楼一直矗立至今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白家凹爱唱戏”，这是方圆五
镇十村的普遍说法。其他村子一般隔
几年唱一台戏，而白家凹一年一台，甚

至一年几台。这样一来，戏楼就年年要
收拾，年年都会迎来不同的使用者。戏
楼，自然而然成了白家凹的形象。

村子里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有古
会，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来赶会。那时，
已是农闲时节，伏天已过或者即将过
去，北方迎来了阴雨连绵的季节。基本
是每年一到七月十五，雨水也就如约
而至。因此也有“白家凹锣鼓一响，房
檐水乱淌”的说法。

七月十五古会，是有名的大会。众多
商贩被吸引过来，连着好几天不挪窝，生
意红火得会都过去了，摊位还撤不走，直
到七月十九临近村子赶会时才会在当天
早上转移走。如果赶上唱戏，往往提前一
个礼拜就支起遮雨棚，吆喝个不停了。

七月十五会，一般都会唱几天戏。
以三天四夜居多，也有唱五天六夜的。
正会那天晚上，会请省里或者市里剧团
的名角来助阵。那天晚上，整个戏楼前

的广场早早就聚集了来自附近村子的
人。他们有的开车，有的骑车，有的三三
两两走着过来，戏楼下不同年龄段的戏
迷黑压压坐了一大片。人们说着闲话等
着开戏，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时间一到，礼花“开道”。戏楼下的
人齐刷刷抬起头张望礼花在头顶绽放
出各种形状。礼花行将结束时，一声锣
响，人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目不转
睛地盯着戏台。一阵精彩激越的乐器齐

鸣过后，大幕渐开，大戏就上演了。
戏楼在夜幕下显得庄重。一左一

右两头爬山的老虎塑像呈回头望的姿
势，前爪搭在山巅，气势恢宏。稍中间
一点是两幅对称的凤鸟开屏石雕图，
中间就是“白家凹礼堂”五个大字。整
体看上去大气，充满了力量之美。彩灯
在戏楼顶端蜿蜒巡回，配合着夜幕里
的其他灯光，照亮了戏楼下的人群一
张张聚精会神的脸。

戏不可谓不精彩，戏楼却并不在
乎此时被冷落。它知道，戏年年不同，
戏楼却一直都在这里。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

有小说集《虹》，是省作协主办“文学陕

军 80 后作家培训班”学员。）

戏     楼
◎王小勃

来稿要求：
1. 以宝鸡地区的历史文

化、民俗文化为主题，选取特

别的角度，进行生动叙述。

2. 字数千字左右，可提

供相应图片。

3. 稿件后面请注明作者

姓名、联系地址和电话。

4. 来稿一经刊载即付

稿酬。

咨询电话：
0917-3273456

8条自驾游精品线路让你玩尽兴
本报讯 春节临近，如何让市民和游客在宝鸡

看得过瘾、玩得尽兴? 笔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

到，春节期间有 8 条精品线路供市民选择出行。

这 8 条精品线路分别是，滑雪温泉两日游 ：市

民从市区到太白鳌山滑雪场滑雪之后，可以到太白

山泡温泉、游张载祠、游法门文化景区和扶风七星小

镇。祈福文化两日游 ：市民到法门文化景区、周原博

物院游玩后，夜宿麟游怡心谷，第二天游览碑亭景

区。休闲度假两日游 ：从市区到九龙山景区泡温泉，

第二天游览灵宝峡景区。七彩凤县两日游 ：到黄牛

铺镇东河桥村品尝豆腐宴，然后到凤县革命纪念馆、

凤州古镇游览，晚上欣赏凤凰湖景区夜景，第二天游

灵官峡景区、凤县工合运动基地。民俗文化体验一日

游：从市区到岐山周文化景区、北郭民俗村、水城·三

国小镇，游览五丈原风景名胜区和钓鱼台景区。雍城

探古一日游 ：从市区到灵山景区、周家大院、凤翔东

湖风景区，最后逛凤翔六营村买泥塑鼠。陇县社火一

日游 ：从市区到陇县看社火、看李家下冰挂、游龙门

洞景区。市区美食休闲一日游 ：到中华石鼓园景区，

凭身份证参观青铜器博物院、石鼓阁，然后游陈仓老

街，再到炎帝影视基地游玩，之后到金台区游览太极

源景区、大唐秦王陵，在西府老街品美食，游排灯。这

8 条自驾游精品线路，是市民春节期间在宝鸡游玩

的“文旅年货”，不仅有好玩好看的景致，还有西府风

味十足的美食一饱口福。
   （张晓燕）

本报讯 “照片上是我和我老伴还有老母

亲，今天拿到全家福高兴得很！”扶风县杏林镇

西坡村村民陈新礼高兴地说。1 月 10 日上午，

我市 10 多位文艺工作者来到西坡村，为村民送

上装裱好的全家福照，以及宝鸡本土文化方面的

图书，书法家们还为村民现场书写了春联。

此次“我们的节日——送春联、赠全家福”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由政协宝鸡市大楼精神文明

领导小组、市文联、市书法家协会、扶风县杏林镇

党委联合举办。

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会科介绍 ：“拍

赠全家福、写春联、赠福字等，是文联‘六一四

有三践行’文艺志愿服务模式的重要内容，开

展工作中了解到，这个村的不少老年人近几年

没有拍过全家福了，我们想有针对性地给他们

做一次有意义的文化服务。前不久，我们来到

村里为他们拍好照片，回去打印装裱好后，今

天给送了过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配合赠送的全家福，还有

一幅装裱好的书法家书写的大号“福”字 ；赠送

的图书有《宝鸡文学六十年》《文化名人与宝鸡》

《宝鸡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人物》等十多种，突出了

本土图书特色。

活动现场，李晔、贾若愚、任爱国等书法名

家还为村民现场书写了四百多副春联。
本报记者 麻雪

《陈仓荟萃》栏目投稿邮箱：
bjrbwtb@126.com

喜庆全家福送给西坡村

在古诗词中，“塬”出现的频率很
高，“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离
离 原 上 草，一 岁 一 枯 荣 ” 等 不 胜 枚
举。这里的“原”与“塬”是相通的。

故 乡 宝 鸡 在 地 形 上 整 体 呈 西、
北、南三面环山，东面一个大开口这
样一个特征，地势北高南低，北边是
一排排的黄土隆起的大土堆，家乡
人称为“塬”。细数宝鸡大大小小的
塬，有马家塬、贾村塬、蟠龙塬等等。
塬下望塬上，总感觉崎岖陡峭不方
便，其实塬上是很开阔平坦的，当你
真正地上了塬后，你会发现，塬上比
塬下还平坦、还开阔。长年生活在塬
上的人，也都被赋予了塬上的一些
自带的特征。

塬上的人纯朴、大方

记得有一次，带一位从西安来的
朋友到塬上去逛，中午在一家农家乐
吃饭，朋友觉得端上来的油饼非常好
吃，便想着带点回去给家人尝尝。问
了经营农家乐的乡亲，他说油饼要现
烙，得费时间等一会。

我 和 朋 友 便 到 门 口 去 等 着，我
们看到有一小片地里种着绿油油的
小青菜长势很好，很是喜人，朋友便
紧紧盯着。我说 ：“怎么了，没有见

过青菜吗？”朋友说 ：“青菜当然
是见过，但是这么多年了，还没

有见过这么绿、这么新鲜的青
菜，隔着空气，闻着就香。”

我 看 朋 友 这 么“ 憧 憬 ”
青菜，便给正在干活的老乡
说 ：“ 你 这 菜 咋 卖 呢，我 能
买 点 么？”没 想 到 老 乡 对

此“不屑一顾”，说道 ：
“还买啥呢，都自

己 种 的，又 没
啥 成 本，自

个 又 吃 不

了 这 么 多，随 便 拔 去。”说 完，嘴 里
的长旱烟一吧嗒，锄头一抡又开始
锄地了。我和朋友拔了一点，朋友说
少拔点，虽然人家让咱呢，但也都不
容易。

等我们回到农家乐时，油饼也刚
刚烙好，经营农家乐的乡亲有点不好
意思地说 ：“时间有点紧，烙得不太
薄、不太到位，你们给十块钱对了。”
这么一大份才十块钱，朋友说 ：“你
要收够，不要赔了。”乡亲笑着说道 ：

“赔不了赔不了，都自己种的麦、磨的
面……”

在回来的路上，朋友说，你们宝
鸡人真实诚。我说，宝鸡人实诚，宝鸡
塬上的人更实诚。

塬上的人粗犷、豪迈

我在内蒙古上的研究生，上学之
初，和班里的同学在外边一起聚餐吃
饭时，有个同学不仅说话声音大，而
且吃着吃着就要唱歌，时间一长，确
实 发 现 氛 围 很 浓 烈。和 他 了 解 了 一
下，内蒙古的牧民每天眼里看到的都
是一望无垠的草原，心里很舒展，走

路时、干活时、吃饭时，都不由自主地
就会哼唱起来，给人一种很畅快的感
觉。也许和这种地形情况类似，宝鸡
塬上的人也有一些类似特征，表现为
粗犷、豪迈。

塬上的人在说话的时候，明明两
个人离得很近，但嗓门声音却很大，
而且两人说话时唯恐对方听不到，两
个人之间说个话，周围的人也就都听
到了。同龄人之间称呼对方也不是尊
称，而是以他叔、他姨来代替 ；吃饭
的时候也不在家里边坐着吃，而是老
碗一端，跑门口去蹲着吃 ；走路的时
候也是迈开腿大步伐地向前走，有时
候走着走着竟成了一路小跑，好像后
边有人赶似的。睡觉的时候呼噜声也
是很大，在塬上寂静的夜晚，躺在自
家炕上睡觉打呼噜，可以说是“肆无
忌惮”，大到站在院子里都能听得见，
这绝不夸张，是由于干了一天的农活
太累的缘故。

塬上的人勤劳、善良

我的老家在眉县农村，父母每年
来宝鸡都要在我这住一段时间，每次

来 后，总 觉 得 在 超 市 买 的 面 粉 不 筋
道，让我去蟠龙塬上买小麦自己磨面
吃，说是塬上的麦吃着喜人，磨的面
粉白，揉的面、擀的面吃起来口感好。

父母说塬上地势高、光照强，小
麦都能熟到位 ；再者塬上的人在晒
麦的时候不打盹、不偷懒，该晒两天、
绝不晒一天，晒干装袋子的时候，都
要一锨一锨扬得干干净净才装袋。总
之，塬上产的麦就是好吃。这是长期
形成的一种口碑效应，不做宣传、不
打广告，不管离得有多远，地处多偏
僻，好就是好，全靠着口碑宣传。这也
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你不糊弄生活，
生活也就不会糊弄你。”

塬上是平坦的、开阔的，塬上的
生活是朴素的、沉静的，生活在塬上
的 人 是 善 良 的、大 方 的、豪 迈 的、勤
劳的、勇敢的。只有天长地久由大自
然高高垒起的厚土上才能培育出这
样 的 人 们 和 造 就 这 样 的 生 活。正 如
陈忠实先生所说的 ：“水深土厚，民
风淳朴。”

（作者系金台区作协理事，本土

文化、民俗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