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责任编辑 关秋丽2024 年 2 月 10 日 星期六 年俗

最甜最美是除夕
□郭志刚

1995 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 著名歌唱家
张也演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万事如意》：

三百六十五个夜晚，最甜最美的是除夕
风里飘着香，雪里裹着蜜
春联写满吉祥，酒杯盛满富裕
红灯照，照出全家福
红烛摇摇摇，摇来好消息
亲情乡情甜醉了中华儿女

一声声祝福，送给你万事如意
歌曲不仅唱腔动听、寓意美好，而且还是一幅

色彩优美的图画， 描绘了除夕夜如诗如画的人间
烟火气和人们欢度春节的喜气、吉祥气。

除夕，是每年腊月（十二月）的最后一个晚上。
“除”，即去除之意；“夕”，指夜晚。 除夕因常在农历
十二月三十日，故又称为大年三十。

除夕这天，人们一大早就张罗着贴春联。 早些
年，春联都是请村里有文化的人写的，内容大都是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
家庆有余”“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
吉祥语。 不仅门上贴春联， 院子里还贴 “满院春
光”，一出门贴“出门见喜”，粮仓上贴“五谷丰登”，
猪圈里贴“六畜兴旺”，车上贴“出行平安”，到处是
春意融融、喜气洋洋的景象。 在贴春联的同时，人
们还在屋门上、 墙壁上、 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
“福”字。 春节贴“福”字，是中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
俗。 “福”字代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
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为了更充分地体现
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
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

说到除夕写春联，在历史上，明朝解缙小时候
有一个故事很有趣，供大家一乐。 解缙家门口正对
着一片竹林。 除夕这天，小解缙在门上贴了一副春
联：门对千根竹，家藏万卷书。 竹林的主人想为难
解缙，遂叫人把竹子砍掉。 解缙于是在上下联各添
了一字，成为：门对千根竹短，家藏万卷书长。 主人
一看，下令把竹子连根挖掉。 但这也难不住解缙，

他在上下联又各添一个字：门对千根竹短无，家藏
万卷书长有。 竹林主人终于无可奈何，低头认输。
这段佳话，表现了神童解缙的聪明伶俐。

除夕这天还要贴门神。 门神最早见于南朝梁
时，左神荼、右郁垒。 唐时，太宗李世民做噩梦无法
安寝，大将秦叔宝、尉迟恭仗剑执锏，侍立在宫门
两旁。 此后，李世民命人画了他俩的像，悬在宫门
口“避邪”。 此事传到民间，人们争相效仿，门上贴
“门神画”，以求吉利。 后来，门神又有关羽、张飞，
岳飞、韩世忠等忠臣良将，都有除邪去恶、保佑平
安之意。 我们后来看电影《白毛女》，喜儿家虽然贫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但还是要请门神。 喜儿曾唱
到：“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
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 ”贴门神、贴对联是除夕
最重要、最神圣的仪式，人们都祈盼新的一年里吉
祥平安、幸福美满。

除了门神，人们还贴年画和窗花。 年画最初都
是木版印的，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朱仙镇木版年
画、周家口木版年画都非常有名，有老寿星、胖娃
娃、松鹤延年、鲤跃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图
案，十分喜庆。 窗花都是剪纸，也都是些吉祥图案。
总的来说，这些都叫贴“年红”。 “年红”，是春联、门
神、窗花、年画、“福”字等过年时所贴的红色喜庆
元素的统称。

除夕、清明节、中元节、重阳节都是中国传统
的祭祖大节。 古时，这种礼俗很盛。 “天地者，生之
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 ”意思就是说天地是生命
的根本，祖先是人类的根本，祭祖就是一种传承孝
道的习俗。 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

有的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宗祠拜祖，而大多是
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供品，然后
祭拜者按长幼顺序上香跪拜。 豫东农村的风俗，是
到老坟院里，请过世的老人回家过年。 一般要由有
地位的当家的男人到老人坟前去请。 过完年，初一
还要把老人送回去，它寄托了人们对祖先、对父母
的感恩和怀念之情。

除夕这一天对华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人们
不论离家多远，都要千方百计地赶回去，为的是和
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 家庭是华人社会的基石，一
年一度的团圆饭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家庭成员的

互敬互爱， 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更
为紧密。 人们辛劳一年， 从腊八起就开始准备年
货， 就是为了过年这顿年夜饭。 家庭主妇自不用
说，使出浑身解数精心烹炒，连平时难得下厨的男
人们也来了兴致，卷起袖子偶尔露峥嵘，做出一两
个拿手好菜。 一般来说，要有饺子象征团团圆圆，
有面条象征长长远远，有鱼象征年年有余，有红烧
肉象征红红火火。 饭菜的数量也讲究吉利，6 个菜
是六六大顺，9 个菜是长长久久，10 个菜是十全十
美。

除夕还有个重要的习俗就是守岁。 全家人团
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
旁闲聊 ，通宵守夜 ，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
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据说除夕之夜
人的记忆力非常强， 爱学习的孩子就通宵读书，
希望学有所成，将来有大出息。 后来，有了电视，
有了《春节联欢晚会》，守岁就变成了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享受“春晚”这道全国人民最丰盛的大餐。
从 1983 年至今，“春晚”雷打不动，一直是除夕夜
的固定保留节目。 除了本文开始的《万事如意》，
还有《难忘今宵》《常回家看看》《祝你平安》《中华
民谣 》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及小品 、相声 、舞蹈 、魔
术等精彩节目，它成了时代变迁和我们几代人成
长的集体记忆。

除夕的色彩是红色的，红色象征热烈喜庆。 大
红春联、红窗花、红灯笼、中国结、红蜡烛、红鞭炮、
大红包，伴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呈现出热热闹
闹、红红火火的节日氛围。 真是红彤彤的春节红火
火地过，红火火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

（文中配图来自周口手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