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过年了，春节期间有哪些欢乐的事
呢？近日，我们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区人
民在新年春节期间，将看到诸多的节日文
化活动，享受一道道的“文化大餐”。

丰富多彩的春节系列活动从 2 月 1 日
拉开了帷幕，这一天在市图书馆将举办楹
联文化展。2月2日，市中春节晚会也将和
大家见面。2月5日，“科技、文化、卫生”三
下乡活动将新春的喜悦和欢腾送到农民身
边。与此同时，民间的庄户剧团也将精心
准备的节目奉献到了当地群众面前。2月9
日，在市博物馆将能感受到“汉文化”的熏
陶。2 月 12 日，浩浩荡荡的民间游艺团队
将走遍市中的大街小巷。群众新闻乐见的
猜灯谜将于2月17日在市图书馆和大家相
遇。元宵节的花灯会更将春节的喜庆推上
了高潮。

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将让全区人民过
上一个形式多样、主体多元、多姿多彩的春
节。而我们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春节前夕，
结合近期如火如荼的城区环境集中整治，
我区开展了“干干净净迎新年”活动，让人
民群众欢欢喜喜过大年。

除了吃喝玩乐，在春节里还能体
验许多富有文化趣味的活动。市图书
馆今年推出了楹联文化展和新春灯谜
会两项活动，让许多爱好文化的市民
狠狠的过了把瘾，文化过年让这个春
节变得“有年味”。

楹联又称对联或对子，是写在
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
的对偶句。楹联对仗工整，平仄协
调，是一字一音的中华语言独特的艺
术形式。许多市民对这项从古就颇受

文人墨客追捧的休闲活动很感兴趣。
2006年，楹联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文化展将
于2月1日至22日在市图书馆举办，喜
爱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猜灯谜是春节活动中的保留节
目，是从古代就开始流传的元宵节特
色活动，能启迪智慧又迎合节日气
氛。新春灯谜会将有涵盖了谜语、歇
后语、成语、古诗词等多方面的3000
余条灯谜供观众猜射。所设谜语内容

丰富，包罗万象，雅俗共赏，寓教于
乐，涉及文学、汉语、历史、地理、
科普艺术等多门类。新春灯谜会将于2
月17日至18日在市图书馆举办，想挑
战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机会，猜对了还
有奖励哦。

而我区两家颇有名气的清和文化
馆和千山美术馆，春节期间也是照常
向市民开放的。美术馆内的艺术作品
也照常展示，油画、国画、书法等多
种书画作品应有尽有，据说还有国内

外大家的“国宝级”作品惊喜展出
呢。新春时节，在热闹中寻找一丝静
谧，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也是极
好的。

市博物馆也推出了“着汉服 学
汉礼 体验汉文化”春节主题活动。
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身着仿制汉代服
饰，了解汉代礼仪基础知识，学习跽
坐，揖礼、跪拜礼等汉代礼仪，了解
中华民族礼仪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
时间的宝贵。其实不止是孩子，许多
成人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对传统的
汉文化也知之甚少，这次体验活动，
相信能让很多人接受一次心灵的洗
礼。“体验汉文化”春节主题活动将于
2月9日在市博物馆举行，来给自己的
文化和学识充充电吧！

对对猜谜“晒”智慧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元宵节。正月为元月，古人称夜为“宵”，
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
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上元
节”。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一元复始、大
地回春的节日夜晚，人们观彩灯、猜灯谜、
吃汤圆，合家团聚、其乐融融。

旧习元宵之夜，城里乡间，到处张灯
结彩，观花灯，猜灯谜，盛况空前。届时，
不论皇室贵戚，平民百姓，深闺淑女，均
可破常规，顺习俗。制灯玩赏，出游嬉
闹。而在人民公园，春节大型艺术灯会
也展现在市民眼前。灯会以喜庆、炫丽
为基调，将形、色、声、光、动有机结合，规

模宏大，做工精细，展示大型灯组数十
组、各种工艺灯数千余盏。华灯竞彩，火
树银花，公园内将再次呈现一场精心制
作的文化盛宴，一派“风箫声动、玉壶光
转、一夜鱼龙舞”的盛况。

其实，作为煤城，枣矿集团新中兴
公司制作花灯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

了。当时的枣庄煤矿每年元宵节，煤矿
工人亲手制作的各种大型电动花灯曾吸
引全城人们倾城而出，竞相观赏。最近
几年，他们取消了消耗人力、物力的大
型花灯和电动满天星组灯，节俭过节。
心灵手巧的矿工们自己动手，就地取
材，利用往年旧灯架和竹条、宣纸、皱
纹纸和浆糊做出了一个个简简单单的纸
灯笼，虽然看起来有一点点粗糙，但元
宵佳节里在工厂区域挂上一盏自己手制
的灯笼，定会别有一番风味吧。

今年春节期间，有兴趣的朋友们一
起来看看吧！

赏灯游园“放”心情

税郭镇庄户剧团到辖区各村进行下乡演出。 （黄加芳 马天伟 摄)

孟庄镇大郭庄村文化大院挤满了
前来观看演出的群众，“各位父老乡
亲，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
事如意、阖家欢乐！”现场响起阵阵喜庆
的音乐，舞蹈《开门红》拉开了演出的序
幕。豫剧《朝阳沟》、《七品芝麻官》选段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为广大村民送
上一道道精美的节日文化大餐，观众对
演员们精彩的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
最后，艺术团自编自演的柳琴戏曲小品

《害婆婆》，则是把整场演出推向了高
潮，引来阵阵掌声。

春节期间，全区群众在享受经济
发展成果的同时，还尝到了文化建设
送来的甜头，他们不仅能看到“庄户

剧团”演的“地方特色戏种——柳琴
戏、鼓儿词，而且，还能跟着农民舞
龙舞狮队跳着自编自演的乡村舞蹈。
税郭镇还组织人员进行普查和编撰，
补充完善搜集和整理了民间戏曲、传
说民俗、舞蹈以及民间体育竞技等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0个，其中，西南
村的民间舞蹈 《四蟹跑船》 和曲艺

《鼓儿词》 等已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如今，俺农村人一点也不寂寞，和
城里人的生活一模一样。”在光明路街
道雷村的农民文化广场里，王爱娟和
她的姐妹们正在跳健身舞。说起农村
生活，她们个个充满了自豪。如今的雷

村环境优美，生活富足，文化活动丰富，
生活的有滋有味。

谈及这里的业余生活更是丰富多
彩。村里建起了庄户剧团，唱地方戏
的、唱流行歌的、跳健身舞的，会民
族、西洋乐器的人都有。每天傍晚，
广场上音乐悠扬，爱跳健身舞的姐妹
们舒活起身体，跳起欢快的舞蹈。

一场由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农民
“村晚”，2月1日下午在齐村镇柏山村即
将拉开帷幕。届时，这里会到处充满祥
和喜庆的节日气氛，民间艺人齐聚这里
共庆柏山第四届农民“村晚”，你会体验
到一场不一样的农民“村晚”。

“现在，干部们一心一意为群众办

事，想法设法带领群众致富。建设美
丽乡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又给我们农民生活汇聚了更多幸福，我
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只是想借助这种
方式来感谢党的好政策。”大院的主人
曹栋宜兴奋地说道。

十里八乡的文化名人曹栋宜和他
的农民“村晚”，记录一个普通民众视角
下时代的缩影，乡村的文化大院记载着
一段叠彩新生活的乡村历史。

民间游艺和庄户剧团丰富了农村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足不出
户就能亲身感受农民“村晚”的魅
力。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
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也不断发生变
化。我区因势利导，积极帮助群众开
展自娱自乐文化活动，加强配套设施
建设，搞好组织发动。目前，很多村
庄成立了庄户剧团，丰富了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使群众在参与文化
建设中享受文化成果。

庄户剧团“火”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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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二十四扫尘、祭灶

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把自己的卫生里里外外的
打扫一遍，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扫尘”。虽然，每到这
个时候，大家都会扫尘，但是，风俗讲究却不一样，
对于枣庄地区来说，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如果碰到小
蜘蛛的话是不能动的。这里所说的小蜘蛛，一般多藏
匿于角落里，这种蜘蛛结成的蜘蛛网也就仅有硬币大
小，如果碰到的话，最好不要动，因为，这种蜘蛛网
用俗语说就是“拘钱子”，意思是把家里的钱财都聚在
一起，有聚拢财运的意思，是一种好的兆头。其次是
祭灶，二十三、二十四也是我们所说的小年，这个时
候祭灶也是必须的。

置办年货

过年置办年货是必需的一个过程，不论贫穷、富
裕，家家户户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置办年货，置办
的年货中基本上都是过年期间用到的青菜、五香大
料、竹竿、春联、鞭炮烟花等。

与众不同的是，买来了竹竿之后，家家户户都会
把竹竿插在自家的磨盘之上，象征着青春常驻。同时
也是对新的一年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另外，竹竿还可
以用来放鞭炮。

二十九炸丸子

在枣庄地区，每逢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炸
丸子，将萝卜、土豆、肉等食材和面粉和在一起然后
放在油锅里面炸。在炸丸子的时候，一般都是把自家
的门插上，而且，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尤其是一些小
孩子，像“油少吧”、“炸糊了”之类的话在这个时候
都是禁语，是说不得的。

三十贴春联

过年的时候，贴春联是一个必须的步骤，一般在
三十的时候，各家各户都开始忙着贴春联了，而且，
贴完春联之后也尽量不要随意乱走动，在贴春联的时
候，一定要把以前存留的旧的春联清理干净，因为存
留的春联意味着陈账，如果不清理干净，预示着陈年
旧账永远都会跟着你，这也是对新的一年一个好的期
盼，贴完春联之后，讨债的人就不会再去讨债。

贴完春联之后，不要忘记在自己的门前放上一根
棍子，俗话叫做“拦门棍”，意思是让自己的钱财不要往
外流，也有聚财的意味。

熬岁敬天

在除夕晚上的时候，大人小孩都会熬岁，而在枣
庄地区，熬岁有一种特殊的风俗。到了夜里12点，也
就是子时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开始放起鞭炮，这也叫
做“发纸”，是一年之中最隆重的时候，此外，在山
亭，人们还要敬天，每家每户都会自己弄一个棚子，
北面靠墙，只留下一面，然后，在棚子上面插上一面
旗子，叫做“天地旗”，来迎接各路神仙的到来，在这
个时候，如果有煮好的水饺，要用碗盛几个放在桌子
上，用手掰开一点，这说明各路神仙已经吃完了。这
种风俗在山亭比较常见，也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习惯。

拜年

拜年时，不吉利的话是不可以说的，而且有“初
一不动针，初二不动线”的说法，拜完年之后，孩子
们就可以出去玩了。枣庄地区有一些民间活动，例
如，舞狮子、旱船等活动，很是热闹。而且，过年这
一天也是化解矛盾的好时机。

老枣庄有“过了十五才算过完年”的说法，从二
十四到三十这段时间，人们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事，
二十四各路神仙都“回”天上去，三十晚上的时候他
们才回来，在这个时间段，“凡间”就不受神仙的“管
理”，大家可以做自己的事。

元宵节悠（rou）灯

元宵节这一天不仅仅是要吃元宵，放烟花也是必
不可少的，像什么“泥垛垛”、“地老鼠”等烟花很受
小孩子的欢迎。80年代的滕州地区有一种与众不同的

“打花”的方式，也叫做“悠 （rou） 灯”，用铁丝编制
一个笼子，大约40-50公分，在里面放上铁、木炭、铜
等物品，再放上火种，找一根近10米长的绳子，把编
制好的铁笼子放在一个转盘上面，当笼子里面的木炭
被火种点燃之后，里面的铁、铜也跟着融化，这个时
候，用绳子转动，融化的铁汁、铜汁以及木炭因为受
离心力的影响而飞溅开来，特别漂亮。现在，这种方
式已经很少见了。这也是枣庄地区比较具有地域特色
的一种风俗。

新的一年，从古代传下来的这些禁忌现在听起来
都有些荒诞，但是仔细想想，春节期间所有的禁忌无
外乎是为了新年有一个好兆头。禁忌和习俗在现在看
来早已不是迷信，而是为了新的一年有一个好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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