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62025年1月10日 星期五
责编 熊雅雯 美编 阳晖渝周刊·巴蜀文旅

华夏明珠，艺术宝库；巴蜀锦
邑，千载衙府。肇始唐乾置县，寓
意大丰大足。三教同龛，融儒释
道和合之精髓；五山化石，蕴慈善
孝义廉于鬼斧。永昌筑寨，韦君
节度；宝顶弘法，智凤筚路。濑溪
蜿蜒缠玉带，川东故道接商埠；中
敖火龙腾，万古鲤鱼舞；九宫十八
庙，南北双塔矗；梦回昌州盛世，
游历天下大足。

大足石刻，精湛绝伦；最后丰
碑，世界遗存。北山画廊，荟萃日
月、普贤、数珠之美神；宝顶石窟，
蕴含民族、世俗、艺术之大成。石
门三皇古洞，石篆十哲封神。古
文孝经，环宇间仅此一刻；南山翠
屏，王德嘉寿媲三门。释迦涅槃，
彰头枕大足、手摸巴县、脚踏泸州
之势；父母恩重，感生儿育女，含
辛茹苦、望子成人之艰。千手千
眼，喻示法力无边、智慧无穷；华
严三圣，巧托万钧浮屠，千年不
坠。置身佛湾，仰观胜迹，大型连
环组雕栩栩如生，有一睹千年，洞
察世间万物之妙。

每逢农历二月十九，观音佛
诞；游者信众，慕集香山。遥见旌
幡猎猎，架香佛偈不断。历经千
载，震炫云贵渝川。民谚有曰：

“上朝峨眉，下朝宝顶”，堪称盛况
空前。宝顶烟云，龙腾鱼跃惊寰
宇，圣迹池畔，燕舞莺歌兆锦春。
圣寿古刹，梵音祥绵；香焚宝顶，
福满人间。

旧说海棠无香，惟昌州海棠
有香。坡公“故烧高烛照红妆”之
雅兴，李德“独让佳名在此州”之
慨叹，致使“海棠香国”名播四
方。海棠路、海棠湖、海棠桥，疑
是海棠绽放；香霏街、香霏阁、香
霏亭，犹如奇葩竞芳。西池嘉莲，
梦里荷塘；谢家湾流光溢彩，雅美
佳琴韵悠扬。观世音莲台高坐，
荷花宴享誉八荒。

龙水五金，源自晚唐；随石刻
相伴而生，与兵器打造而旺；根植
民间，转入寻常。永定典章，官府
首创；“十八行”盛极一时，“小五
金”满目琳琅。“邓家刀”劈开致富
路，“飞天剪”剪出新花样；齐名义
乌，比肩阳江，“中国西部五金之
都”四海名扬。

红岩重汽，驰骋辽疆；天南
地北，马达声扬。三五阅兵式
上，承载大国重器，隆隆驶过天
安门广场；接受伟人检阅，定格
历史殿堂。

如意大足，茶艺茗香；诗意大
足，桃李芬芳；禅意大足，石韵悠
长；情意大足，梦里荷棠；善意大
足，享誉八方；合意大足，美食流
芳。新时代风起云涌，新征程逐
梦远航；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之路，踔厉前行，再创历史，续写
辉煌！

春节，民间叫过年。由于各地生活习惯和文化传
统的差异，过年的习俗也各不相同。城镇有城镇的过
年方式，乡间有乡间的过年习俗。

过年，是乡间一年一度既隆重又繁忙的传统节
日。为了过好年，家家户户要从腊月二十三忙碌到大
年三十晚。

“二十三，打阳尘。烧敬茶，送灶神。”据说，每年
腊月二十三晚上，是灶神上天的日子。这天，各家早
早吃了早饭，忙着打阳尘、扫院子、理阳沟、浆洗衣服
等，把屋里屋外打整得干干净净，准备送灶神上天。
晚上，各家就在灶台上摆放一杯香茶、一碟水果、一碟
糕点，点燃香烛，焚烧钱纸，送灶神启程。一边烧纸，
一边祈祷：“灶神，灶神，上天多言好事，保我一家安
宁。”烧纸也有讲究，将点燃的钱纸塞进煤炭灶灶膛，
关上灶门，灶膛内立即发出轰隆隆的响声，随即纸灰
从烟囱排出，直冲云天，这便是灶神上天了。接着放
鞭炮，面对灶台作揖。

过了二十三，各家就忙着准备吃团年饭和正月待
年客的菜肴。要洗腊肉、香肠、猪头猪耳朵等香腊制
品，要杀鸡、宰鱼、办年货，要熬糖、打炒米糖、蒸白泡
粑、推汤圆，还要贴对子、贴门神等。

年饭的饭字与犯法的犯字同音，乡间忌讳这个字，
就把吃年饭叫做“团年”或“过年”。如问别人吃了年饭
没有，只能说“团了年没有”或“过了年没有”。

乡间“团年”有很多讲究。首先要选个吉利的日
子，“犯冲”“逢破”的日子都不适合团年。要等一家人
到齐，哪怕是吃奶的娃娃，离家在外的亲人，也要给他
们摆上碗筷，留出席位。团年饭桌上的菜肴要做十二
道，象征十二个月“月月红”。要有鸡，取其吉祥如意；
鱼，取其年年有余；猪头、猪尾，取其有头有尾，还要有
一道青菜，表示清吉平安。团年饭的菜、饭要多做些，
确保一顿吃不完，叫做有余有剩。

“团年”要敬天地，祭祖宗。首先，在堂屋外的阶沿
用两根条凳合拢当供桌，供桌上摆放一个“刀头”（菜刀
大小的一块熟肉），一壶酒，焚香烧纸，感谢天地神灵给
予了好收成。然后，在堂屋“香火”面前的大桌上摆好
了酒菜，点燃香烛，烧钱化纸，祭拜祖宗。祭祖时，由家
庭中的长者领拜，其余成员跪在后面叩拜。同时，燃放
鞭炮，以驱邪迎祥，表示喜庆。

祭祖之后，团年饭就开始了。根据家庭人口多少，
在堂屋内用两张或三张方桌合成一张长桌。长辈坐首
席，其他成员分男女，按辈分依次入席。一家人团聚一
桌，边吃边饮边摆龙门阵，其乐融融，甚是祥和。有一
首《竹枝词》就记载了这一盛事：“一餐年饭送残年，腊
味鲜肴杂几筵，欢喜连天堂屋内，一家老小合团圆。”

团年饭要慢吃慢饮，吃的时间越长越好，象征长长
久久。这顿年饭，一般从中午开始，一直不下桌，吃到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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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夜幕降临，家家户户灯火辉煌。晚辈向
长辈叩拜辞岁，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据说，“压岁
钱”要压在各自的枕头下面，到“明年”才能拿出来买
东西。孩子们放好了“压岁钱”，便三五成群地聚在院
坝里放烟花，点鞭炮玩乐。

大年三十晚，老人们站在院坝观天象，预测新一
年庄稼的收成。如果天空中红云多，要防干旱；黑云
多，要防水患；黄云多，便是丰收年。俗话说：“要吃来
年饭，三十晚上天上看。”

大年三十晚，女人们要带着孩子给房前屋后的桃
木李果树灌年饭。做法是，用刀子在果树上砍几道
口，把米饭塞进口子里。据说，灌了年饭的果树，来年
果子结得多，就像饭粑团一样。

女人们还要在灶台上设香案，把上天言好事的灶
神接回来。还要点锅灯，埋火种，藏扫把。点锅灯，就
是用一个小碟子做成的菜油灯，点燃后放在锅里。说
是点了锅灯来年灶房没有偷油婆。埋火种，是把一个
整树疙蔸埋在火灰里，让其慢慢燃烧，第二天刨开灰
能见红火，表示吉利，烟火不断。三十晚上，还要把房
屋里外的地面清扫一遍，然后把扫把藏起来。大年初
一不能扫地，扫地会把财扫走。初一开门不能见扫
把，否则不吉利。

大年三十晚，各家还要把大红纸条贴在猪、牛、羊
的门柱上，以示“血财兴旺”。

大年三十晚，家庭中的壮年男子要去井边封井。
就是在井台上用一块石头压住一张冥钱，然后焚香烧
纸，放鞭炮，送水神去龙王庙过年。大年初一寅时，男
人又去井边开井，揭去压在井台上的冥钱，仍要焚香
烧纸，燃放鞭炮，迎接水神复位。开井后，从井里取第
一担水回去。这担水是寅时取的，称为银水，表示新
年发大财，银水滚滚来。

守岁，也是乡间过年的重要习俗。大年三十晚，
一家人围坐火堆旁，嗑瓜子，剥花生，喝香茶，猜谜语，
摆龙门阵，谈一年的收成和来年的打算。大人们还要
告诫孩子们，大年初一这天的各种禁忌，如不说死，不
说鬼之类的不吉利话，不给别人要东西，大年初一不
出财等。守岁一直要到子时以后。到了子时，各家都
要焚香烧纸，燃放鞭炮，烧“子时香”，欢天喜地迎接新
年的曙光。

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开始了。一起床，全家老小
都穿着新衣新鞋，戴着新帽子，女人们头上也扎起喜
庆的红头绳，欢欢喜喜迎新春。

吃了汤圆，由老辈人领着全家大小去祖宗坟前拜
年。每到一座坟前，老辈人都要介绍这座坟是哪一辈
的老祖公或老祖婆，还要说说他们的生平。然后，在
坟前焚香烧纸，放鞭炮，作揖磕头。

拜完祖坟后，各自才尽情去玩耍。老年人和他的
老哥们坐在一起摆摆家常，回忆回忆年轻时的往事。
男人们领着婆娘儿女到街上看耍狮子，玩龙灯。

大年初一，乡间还有“偷青”的习俗。所谓“偷青”
就是不经允许到别人家的菜土里掐把豌豆尖或冬苋
菜之类的青菜。说是“偷”，实际是明目张胆到别人菜
土里拿。主人见了也装着没见，更不会张口骂那“偷”
菜的人。据说，大年初一骂了人不吉利。但是，“偷
青”人“也不会“偷”很多，只用手拿一小把就行了。

到了大年初二，各家才开始走亲串友互相“拜
年”，一直要到正月十五过大年。过大年，各家还要焚
香烧纸祭天地，祭祖宗，还要到祖坟前挂白色灯笼。
同时，一家之长对全家要作新一年的安排。正如俗话
说：“火烧门前纸，大的做生意，小的捡狗屎。”过完大
年，各人去做各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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