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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年俗

□ 王会

“孩他爹，零点的钟声一响，你马上拧开水龙
头，放满水缸、水桶，可别忘了。”大年初一晚上
11点，临清市烟店镇王集村鞭炮声此起彼伏，王亮
家老老少少依然在幸福地忙碌着，笑声不断从庭院
内漾出来。

在灯火通明的王亮家堂屋正中央右侧，离房顶
2尺的地方，贴着一幅财神爷年画，大红大绿很是
漂亮。年画前方的木板上，摆放着白面做熟了的
“刺猬”。它身着红点衣，口衔硬币，身坐盘旋
蛇，与旁边燃烧正旺的香火共同守候着上面的官
神。而院内的三只新水桶，也贴上福字，等候着清
水的注入。

在临清，年初二零时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个很讲
究、很有象征性的时间节点。祖祖辈辈认为谁在这
时刻能第一个祭上财神，抢到水吃，就预示着自家
一年财源滚滚，幸福安康。

“12点啦，快放炮，快点香，快抢水……”伴
随着王亮媳妇的一阵吆喝，农家小院开始了一阵骚
动，媳妇忙祭拜，王亮去抢水，孩子们点鞭炮。香
烟袅袅，水声哗哗，鞭炮震耳欲聋。

临清：初二祭财神

抢水吃

□李梦 报道
本报莱阳讯 在莱阳，正月初二送完年，正月

初三就要“出门”了。“出门”是莱阳话，就是走
亲戚的意思。莱阳的规矩是“初三看姑姑舅舅，初
四看丈母娘”，有点由近到远的意思。也有“姥姥
家越走越大，丈母娘家越走越小”的说法，就是
说，随着你慢慢长大，到姥姥家去，就要正儿八经
的把你当客待了，而丈母娘家头几年还会把你当成
新女婿待，以后就是半个儿了，招待也就随便了。
平时亲戚们都是各忙各的，很少见面，春节期间，
互相走动一下，一起说说去年的收成，讲讲今年的
打算，很是惬意。

莱阳：初三要“出门”

□赵峰 若愚

枣庄人的大年初一主要任务是拜年，晚辈要正
儿八经给长辈行磕头礼。

大年初一，年轻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
到父母跟前，请父母端坐，自己双膝跪地，正儿八
经地行磕头礼，然后再和伙伴们一起串门拜年。所
以初一这天，你会看到大街小巷都是男青年三五人
一伙，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串门拜年。

拜年也有很多讲究。去别人家拜年要早去，初
一的上午就要拜完，这样才显得对别人尊重，除非
自己的直系尊长，下午一般不拜年。进门前要看看
人家贴没贴春联，没贴春联的就说明过去的一到三
年里有重要的亲属去世，是不能去人家拜年的，这
样的人家，一般都会在初一上午紧闭大门。磕头时
也有讲究，跪前要伸手打个长揖，再跪下磕，一般
是磕两个，“磕双不磕单”，口中还要念念有词
“给姥爷拜年了，祝您身体健康”、“给大爷拜年
了，祝您新年发财”，有点仪式化的味道。行磕头
礼要不紧不忙，落落大方，这样长辈就会夸你很
“板正”，意思是做事有规矩。别人家的孩子到自
己家拜年，一般要遣着自己的孩子去回拜。邻居的
孩子来拜年，一般是不用给压岁钱的，小孩子就抓
把糖果，年龄大的就递根香烟。

邻居少还好些，如果你在农村住，邻居多，那
任务就重了。天刚刚亮父母就会催你起床，该去谁
家，先去谁家，交待一遍，来不及吃饭就得出门拜
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整个庄你要跑一遍，一上
午，要磕下去几十个头。当然，你也会收获不少糖
果和香烟，有的关系不太融洽的邻居，也会在孩子
这一个“头”之后和好如初。

枣庄：初一拜年要磕头

□ 高元

2月1日一大早，家住郯城县惠民小区的李荣珍
就在家里蒸起了年糕，这是她特意为回娘家而准备
的“厚礼”。吃过早饭后，她和儿女们带上事先选
购好的各色礼物，连同专门来“叫客”的娘家侄子
一起开车回娘家去了。“虽然现在交通发达了，回
娘家很方便，平时也经常回去看望老人，但我还是
很重视大年初二回娘家的传统习俗。”李女士说。

大年初二，在郯城有“叫客”的风俗(这里的
“客”读kei)。这天，出了门子(出嫁)的闺女便乖
乖地在家等候娘家兄弟、侄子来请她回娘家，俗称
“叫闺女”、“叫客”。 叫闺女必须是娘家人亲
自到婆家去接，一般是兄弟、侄子。女婿一般不跟
去娘家，闺女只带孩子回娘家小住几日，但一般不
能超过农历二月二。现在则不讲究住多长时间，女
婿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一起去小住几天。

回门，古称“归宁”，亦即“回娘家”。“如果要按照
老风俗，正月十六才是出门子闺女回娘家的好日子。
不过，由于春节过后大人们要上班或外出经商、务
工，孩子们也面临开学，逐渐地都改成初二或初三回
门了。”郯城县民俗研究者孙绍林说，大年初二，传统
上称为“开年”，也是拜访亲友的好日子。

郯城县有“正月十六叫(闺女)，二月二送，
一辈子不生病”的俗语。“正月十六是个好日
子，按照古代的读音，六念作“lu”，“十六”
读起来，就是“食禄”。食禄，就是有饭吃，有
俸禄，有福分。”孙绍林说，按照老规矩，“嫁
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女子嫁到夫家便是
夫家的人了，就要把夫家的事儿放在首位。从正
月初一到十四，都要替夫家操劳，走夫家的亲
戚。而正月十五这天，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团圆
日，这天回门，夫家就不能团圆。而正月十六这
天，不但是个好日子，而且新年该忙的事儿已经
忙完。

郯城：初二回娘家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6日至7日，山东省杂技

团的精彩演出吸引了众多观众。青岛胶州从
大年初一开始每天举办的“红红火火闹新
春”柳腔专场演出、临沂市百场柳琴戏下乡
等活动，也都开展得红红火火。春节期间，
省文化厅组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
惠民生 全民共欢乐”全省文艺院团新年演
出活动，全省专业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深
入城乡送演出，已经演出4000余场。至本月
底，计划演出场次超过6800场。

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刘敏说，演出涉及
京剧、话剧、地方戏、交响乐、舞剧、歌舞
晚会等众多艺术门类，各地还组织举办了群
众参与性强的综艺晚会、庙会演出、民俗展
示、广场健身舞展演等文化活动，将惠及群
众700余万人次。

省直文艺院团新春演出活跃。山东省京
剧院携刚刚在十艺节获得文华大奖的新创作
剧目《瑞蚨祥》赴孟子故里邹城市演出，受
到观众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该院还在春节
前后遴选《柜中缘》、《春草闯堂》等经典
传统剧目和《奇袭白虎团》、《沙家浜》、
《红灯记》等20余出深受观众欢迎的现代戏

选场、选段，深入济南市平阴县、泰安市泰
山区先后演出13场。

山东省吕剧院组织艺术家于2月上旬赴邹
平县青阳镇化庄村、郭家庄等地，演出了
《小姑贤》、《红丝错》、《打金枝》、
《龙凤面》等经典传统剧目。山东歌舞剧院
自2月5日起先后举办了交响音乐会、民族音
乐会、歌舞综合晚会等多场演出。

山东省话剧院早在春节前就深入广饶县
各乡镇开展了免费送戏活动，并遴选《灰姑
娘》、《青蛙王子》、《小红帽》、《丑小鸭》等儿童
剧，从2月5日起为省城小朋友演出。山东省柳

子剧团和省戏剧创作室、省艺术研究所合作，
于1月24日组织老中青三代柳子戏演员举办了

“齐鲁柳色新——— 2014庆新春柳子戏专场晚
会”，2月中下旬还将组织传统柳子戏唱段，赴
济南历城区董家镇柿子园村开展“文化惠民”
送戏下乡演出。元宵节前后，山东省杂技团还
将分别举办多场精彩杂技演出。

“欢乐新春”十艺节文华奖山东获奖剧
目观摩展演备受观众欢迎。省文化厅与有关
市文化主管部门一起组织十艺节我省获得
“文华奖”的15台优秀剧目，将在济南集中
进行近40场展演。春节前，已经完成了3台

“文华大奖”剧目、1台“文华大奖”特别奖
剧目的演出；其他11台剧目将于元宵节后到3
月20日陆续上演。

第五届国际小剧场话剧展演也是亮点之
一。山东国际小剧场话剧展演于去年12月29
日至今年1月24日在济南成功举办。来自日
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北京、天津、上海、
山东、江苏、黑龙江、辽宁、江西等省市的
15部优秀小剧场话剧累计演出30场。刘敏
说，“国际剧协主席托比亚斯专程前来参加
展演开幕式。活动期间，中国国家话剧院导
演吴晓江、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曹其
敬、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丁如如等专家
还前来与我省的话剧工作者进行艺术交流，
深入大学校园开办高峰论坛、艺术讲座，对
普及话剧艺术，提升广大观众艺术欣赏水
平，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我省还组织举办多项美术展览展
示。1月24日至2月22日，省文化厅和临沂市政
府在临沂联合举办“我们的中国梦——— 情系
沂蒙”水墨绘画精品联展，共展出国画精品
200余幅。山东省美术馆春节期间则先后推出
了四场“重量级”展览迎春贺岁，每天约有
500余人前往欣赏展览。

全省文艺院团走城乡开展惠民演出
至2月底，计划演出场次超过6800场

◆全省文艺院团春节期间已完成4000余场演出

◆15台获“文华奖”优秀剧目将展演近40场

◆15部优秀小剧场话剧累计演出30场

◆推出“我们的中国梦——— 情系沂蒙”等多个

美术展览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月31日，喜庆的威风

锣鼓声中，“骏马奔腾庆新春”2014青岛
文化大拜年广场文艺天天演活动在五四广
场启幕。

舞蹈《马年大吉》首先登场，来自
青 岛 海 艺 学 校 的 少 年 儿 童 ， 或手捧
“福”字，或手持灯笼，或捧着“中国
结”，为新的一年送来吉祥的祝福；青
岛专修老年大学舞蹈队的队员们舞动紫
扇，表演了舞蹈《希望的田野》，以曼
妙的舞姿庆祝新春的来临；七彩风京剧
团的演员们则表演了京剧联唱《中国
人》，唱响梨园春色里数不尽的久远故
事；歌曲《欢天喜地》、《田野的春
天》，嘹亮的歌声唱出心中的喜悦。

青岛海艺艺术团带队的徐老师告诉记
者，这是孩子们第三年在大年初一登上五
四广场舞台进行演出了，这次孩子们表演
了舞蹈《马年大吉》和《如火的青春》。

她说：“新年新气象，孩子们希望有一个
朝气蓬勃的开头，通过舞蹈，表现出龙马
精神，表现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好好学
习，同时把新年祝福送给爷爷奶奶、爸爸
妈妈、老师同学，祝福他们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

刘雪梅鼓乐队负责人刘雪梅说，10
多年来，鼓乐队几乎一年不落地参加了
文化大拜年广场文艺演出，表演威风锣
鼓、梅花锣鼓，给岛城的父老乡亲拜
年，祝福大家新年虎虎生威，马到成
功。通过广场演出，鼓乐队不断发展壮
大，由最初的20人，发展到了160多人。

“今年的大年初一到初四，我们邀请
了岛城的演出团体和社区演员，用精彩的
节目向岛城市民拜年。”青岛市群众艺术
馆馆长陆玲说，由青岛市委宣传部、市文
广新局主办，市群艺馆承办的青岛文化大
拜年广场文艺天天演活动始于1997年，至
今坚持了18年，经过引领和培育，已成为

春节期间喜庆又热闹的百姓演出品牌。
“文化大拜年演出以喜庆欢快为基

调，立足于服务百姓，按现在的话说，
就是很‘接地气’，节目有少儿的，有
百姓喜欢的京剧，有奖猜谜，民俗的
‘变脸’，以及歌舞等。”陆玲说，一
方面，这些节目的演员以社区居民为
主，是百姓自编自演。另一方面，这些
节目中凝聚着文艺工作者辛勤的付出。
多年来，文艺骨干走进社区，引导和培
训居民踊跃参与公益文化演出。经过培
训，市区形成了五六百支演出队伍，人
数达两万多，在全市各类文化广场进行
演出。今年春节期间，全市各类社区广
场公益文化演出在1000场左右，不仅让
更多的居民参与到公益文化中来，使公
益文化成为节日演出主战场，成为百姓
的舞台、市民的乐园，也让更多的人享
受到文化给他们带来的精神愉悦，从而
提高了整个城市的文化品味。

青岛文化大拜年“拜”了18年
公益文化成为节日演出主打戏

□通讯员 李荣新 王麦菊
记 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今天是咱们凑到一块，进行
最后一次排练！大年初一咱就演出了。”1月27
日，在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姚家文化大院里，
随着姚家居委会女党支部书记刘建芬的吆喝声，
90余位村民身着彩色服装、按平日里的排练队形
整齐站好。

随着鼓声的响起，男女老少踩着鼓点，舞起
红绸、迈开轻快地步子，扭动着腰肢，整个文化
大院顿时活跃起来，笑声与鼓声相互融合，为村
庄注入了动感与活力。

作为“总导演”的刘建芬，这下忙活起来，
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指挥队形，一会儿跑到队
伍中间对个别动作进行指导，精彩的表演在刘建
芬的指导下，平时不协调的习惯动作没有了，展
现的是不亚于专业水准的动作。

在大伙的欢笑声中，姚家村的新年节目单上
的《四个老汉夸老伴》、《四个婆婆夸媳妇》、
《赞书记》等节目都依次排演了一遍，演的都是
村民家里的实事，赞的都是身边的好人，方言味
极浓的语言里流露着村庄的变化、家庭邻里的温
馨与和谐。

像姚家村一样，滨城区602个村一改过去的过
年方式，争相过起“文化年”。“原先生活条件差，村
民们过年图的是能吃上顿好的饭菜、穿上件漂亮
的新衣。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不愁、穿不愁，物质
生活上去了，都想借过年这个时机，凑到一起乐呵
乐呵。”姚家村63岁文艺骨干姚连才说。

近年来，滨城区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发展农
村文化事业，大力支持村居文艺队伍建设，先后
在村居建设文化大院200余个，搭建起群众娱乐
的活动平台，演节目、搞活动，除下雨刮风外，
一年四季活动广场天天有群众参加文艺娱乐项
目。“群众想啥、政府干啥，净想着心思为群众
办些实事、好事。”滨城区三河湖镇王立平村村
民王国立说。

村居的秧歌队、锣鼓队、戏剧合唱团等在滨城
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间文艺队伍100余支，“村
村有队伍、队队有特色、人人都参与”的文化活动
氛围在滨城区形成，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打造城乡群众文化生活的“高地”。

一年一度的新春，更是群众欢庆新年热闹一
番的大好时机，农村的文艺队伍自进入腊月开
始，纷纷忙活起来，编节目、排节目、演节目，
1万余名群众参与其中，自娱自乐，排演联欢
会、演出节目100余场，在欢声笑语中一起欢庆
“文化年”。

百姓喜忙

“文化年”

在文化大拜年广场文艺天天演活动中，青岛海艺学校
的儿童表演舞蹈《马年大吉》。

日前，山东博物馆举办的杨家埠木版年画展吸引了众多观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的张殿殿英先生多年来收
藏和创作的200余件(组)木版年画作品，让观众享受到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 马朝霞

正月初三，是临清市传统的出嫁女儿回
娘家的日子。

笔者到松林镇尚官营村崔玉林家拜年，
正巧碰上他的两个女儿、女婿分别带着鸡、
鱼、肉、蛋、奶、烟、酒等丰厚的“四色
礼”回娘家。

崔玉林夫妇高高兴兴地把礼物收下，从
里屋拿出一大摞花糕。呵，这花糕蒸得真是
讲究。两张厚厚的圆饼里面整齐有序地摆放
着枣子和各式面团，上面用面团制作或龙或
鱼，或花或鸟，再加上颜料的点缀，竟成了
一件件红红火火的艺术品。

崔玉林递给大女儿蓝青一摞三个，递给
小女儿蓝敏一个。“呀，两个女儿，怎么还
不一样对待呀！”两个女儿喜盈盈地收下，
笔者却在一旁感到不公嚷了起来。

原来，出嫁女儿回娘家，当地有两个风
俗：

一是女儿吃大年初一早晨娘家特意留的
饺子。老年间，当媳妇的在家里地位低，有
吃不饱的可能，回娘家总要添补一下。后
来，寓意就变了。饺子形状和元宝相似，象
征着“财”，吃点娘家的饺子，希望能沾点
财气，日子越过越好！

二是回“花糕”。女儿女婿带上丰厚的礼
物拜见岳父母，岳父母要为出嫁的姑娘蒸花

糕以示答谢。做为“回礼”，拿回婆家的花糕也
是乡村邻里争看的焦点，人们会评论花糕的
大小、样式是否漂亮。因此，当地在春节前家
家户户都有蒸花糕的习俗，尤其是新嫁闺女
的人家在蒸花糕时特别讲究。新婚第一年的
回一个。第二年的回一个，但必须比第一年的
大。第三年，回三个，一个比一个大，上面再顶
一个面做的“石榴”“封顶”，取意新婚三年的
生活结束，更有“团团圆圆、步步登高，多子多
福”的寓意。三年之后，每年初三都“回花糕”，
但就不这么讲究了！

“大女儿结婚第三年，小女儿年前刚结
婚，怪不得！”细想一想，年味不就是一缕
剪不断的牵挂，不就是一股浓浓的亲情嘛！

三年花糕步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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