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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奔腾话灶王爷
■ 孙晋才

腊月廿三
祭灶王爷

小年是我国汉族传统节日，也被称为谢灶、祭灶节、灶王节、祭
灶。汉族传统节日，也被称为谢灶、祭灶节、灶王节、祭灶。在不同
的地方日期不同，在农历腊月廿三或廿四或廿五（民俗专家说，在古
代，过小年有“官三民四船五”的传统，也就是说，官家的小年是腊
月廿三，百姓家的是腊月廿四，而水上人家则是腊月廿五。像北方，
在南宋以前都是政治中心，受官气影响较重，因此小年多为腊月廿
三；相反，南方远离政治中心，小年便为腊月廿四；而鄱阳湖等沿湖
的居民，则保留了船家的传统，小年定在腊月廿五，“无论是哪天过
小年，人们辞旧迎新的愿望却是一致的”。）

每临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进行一
次大扫除。人们喷刷房子、清洗家
具，拆洗被褥，古称“扫年”。有钱没
钱，洗洗过年，“扫尘”就是一种春节
前全民大扫除的传统习俗。扫尘由来
已久。“帚”字已见于甲骨文。陕西出
土的商周青铜器上，就有“子持帚作
洒扫形”的铭文。可见，人们在几千
年以前就用扫帚扫除了。《礼记》中，
有“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
庭”的记事。这说明，人们在很早以
前就知道污秽、尘沫与传播疾病有关。

扫尘之日，全家上下齐动手，用
心打扫房屋、庭院，擦洗锅碗、拆洗
被褥，干干净净迎接新年。其实，人
们借助“尘”与“陈”的谐音表达除
陈、除旧的意愿。

小时候在乡下扫尘，是件苦累不
堪的活。事先要去集市上买来扫尘笤
帚，我家住在微山湖畔，这种笤帚是
用微山湖中的芦花绑在长竹竿上制
成。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下的房
子大多是泥木结构，一年下来屋内的
房梁上蛛网垂挂，尘垢累累，用这种
芦花扫帚扫除比较方便省事。扫除屋
顶、房梁上的灰尘，是扫尘的重头
戏。此时，母亲戴着斗笠，扎着围
裙，持着尘帚，有计划地从房屋的木
棒上扫到墙上，从里间扫到外间。在
此过程中，尘土飞扬，常熏得人睁不
开眼。一天忙下来，母亲的两个鼻孔
都变成了黑色。房子多而分散的农
家，往往需要两三天才能把这些灰尘
赶跑。

把尘扫下来，还要请出去。这更
是麻烦活，要把屋内所有能移动的家
具都挪离原有位置，把躲在旮旯里的
积年尘垢都清扫出来，碰上那些笨重
的花床、大橱等等，就得一家人全部
出动才能挪动。大人忙得热火朝天，
小孩子也不闲着，被支使着拾掇小
件，比如把凳子、椅子拿到池塘边洗
洗，或者擦拭家具缝隙里的灰尘。

扫尘最忙的是母亲，等扫完擦完
还要把家里的被子、帐子都洗掉。那
几天的池塘里，水面上都漂浮着花色
各异的被面床单和帐子。乡亲们两两
结对，抡着棒槌敲打衣被，末了绞干
水，再抖开来，“哗”一声，床单或被
面就把小半个水面铺满了……如此循
环几次，这一天终于是在洗涮中过去
了。

后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乡亲们逐步拆掉旧屋造起了楼房，许
多人还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扫尘的旧
俗渐行渐远。现在我也有自己的家
室，虽然年前还要照例打扫一番，但
砖混结构楼房显然没那么多尘垢；加
上生活习惯改变，家里每周至少打扫
一次，所以最终的扫尘已经省力很
多，也就没有了那种仪式感。只是，
依旧怀念小时村中池塘里漂满花花绿
绿衣被的情景，以及此起彼伏的棒槌
敲击声。

扫尘除灰迎新年

■ 李海流

这些事都是听我爷爷奶奶说的。
传说中的灶王爷，原本是天上御

膳房的一名伙夫。因烧火不慎，烧了
御膳房，被玉帝罚下人间受苦。然而
他却投胎到人间一户姓张的富户人
家，名叫张万昌。长大娶妻郭丁香，
夫妻和睦，过着衣食无忧的享乐生
活。后来被玉帝知道了，勃然大怒，
责令太白金星施法，让他受苦。于是
太白金星派一名仙女下凡，变成王海
棠去拆散张万昌与郭丁香的婚姻，这
就是童叟皆知，广为流传的张郎休妻
的故事。

张郎被王海棠的美貌迷住了，休
了郭丁香娶了王海棠，郭丁香只好另
嫁他人。

王海棠挥金如土，不几年，张家
败落了。最后，水净鹅飞，家产精
光，王海棠也离他而去，张万昌只好
以讨饭为主，没过几年双目失明，苦
不可言，真正受到了上天的惩罚。

一天，正值寒冬腊月，张万昌讨
饭来到前妻郭丁香门口，郭丁香一眼

就认出来他。出于她的善良，又念旧
情给他做了一碗面，并把自己的头钗
插在面上。张万昌接过面，狼吞虎
咽，猛然觉得有一硬物，用手一摸，
是一根头钗，他慢慢想明白了，知道
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前妻郭丁香。他
又羞又愧，思绪万千，再也吃不下去
了，巴不得找个石头缝也要钻进去。
于是他把碗一扔，东摸西摸进了伙
房，他仍然觉得脸上发热没地方藏，
想找个洞钻进去，正巧摸到了锅灶
口，他不顾一切地使劲往里钻。由于
又饿又冷，身体虚弱，不一会就气绝
了。这一天便是腊月二十三。事后玉
帝因他罪满，死于灶内，封他为灶王
爷。命他专门在人间观察年景和人们
的生活情况，每一年岁末向玉帝汇
报，腊月二十四起程，大年三十再回
到人间。

人们为了给这位朝夕相处的灶王
爷送行，每年在腊月二十三的晚上给
他送纸钱，并且还给他送一匹“宝
马”。所以家家户户扎马。我小的时

候，奶奶做，我在一边看。首先把秫
秸的篾子剥下来，把秫秸穰分三个长
短不等的段子，最长的当马蹄子。然
后用篾子按马的形状串起来，再用花
纸剪成马鞍子放在马背上，用小黑豆
摁在马头的两边作马眼，用苘毛作马
尾巴，形象极了。奶奶说：“这还不
行，必须用公鸡冠子上的血给它开
光，这样才有灵性。”

奶奶看了看我，又说：“到了腊月
二十三日晚上，天黑下来，家家户户
祭灶开始了，人们边烧纸钱和‘宝
马’边祷告，希望灶王爷到了玉帝那
儿，替老百姓多说好话，把人间的疾
苦告知玉帝，让人间风调雨顺，过上
好日子。并且燃放鞭炮为灶王爷送
行。可想这一户一匹马送上天，真是
万马奔腾，灶王爷该多风光啊！”

祭灶完毕，我问奶奶，灶王爷多
会儿能到天宫见玉帝，能替咱家祈福
吧？奶奶笑了，把我搂在怀里说，他
要不为咱老百姓说话办事，党纪国法
是不会容他的。

习俗

所有准备工作中，剪贴窗花是最盛行
的民俗活动。内容有各种动、植物等掌
故，如喜鹊登梅，燕穿桃柳，孔雀戏牡
丹，狮子滚绣球，三羊（阳）开泰，二龙

戏珠，鹿鹤桐椿 （六合同春），五蝠
（福）捧寿，犀牛望月，莲（连）年有鱼
（馀），鸳鸯戏水，刘海戏金蝉，和合二仙
等等。

◆ 剪窗花

过小年吃什么

祭灶节，民间讲究吃饺子，取意“送
行饺子迎风面”。山区多吃糕和荞面。晋
东南地区，流行吃炒玉米的习俗，民谚有

“二十三，不吃炒，大年初一锅倒”的说
法。人们喜欢将炒玉米用麦芽糖粘结起
来，冰冻成大块，吃起来酥脆香甜。

民间传说，灶君爷上天专门告人间罪
恶，一旦被告，大罪要减寿三百天，小罪
要减寿一百天。在《太上感应篇》里，又
有“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的记述。

司命即指灶君，算为一百天，纪指十二
年。在这里，重罪判罚又增加到减寿十二
年了。所以在祭灶时，要打点一下灶君，
求其高抬贵手。

在晋北地区流传着“腊月廿三、灶君
爷爷您上天，嘴里吃了糖饧板，玉皇面前
免开言，回到咱家过大年，有米有面有衣
穿”的民歌，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
向往。

大人、小孩都要洗浴、理发。汉族民
间有“有钱没钱，剃头过年”的说法。吕
梁地区讲究腊月廿七洗脚。这天傍晚，婆
姨汝子都用开水洗脚。不懂事的女孩子，

大人们也要帮她把脚擦洗干净，不留一点
污秽。汉族民间传有“腊月廿七，婆姨汝
子都洗脚。一个不洗脚，流脓害水七个
月”的俗语。

◆ 洗浴

关东糖又称灶王糖、大块糖。一年之
中，只有在小年前后才有出售。关东糖是
用麦芽、小米熬制而成的糖制品，它是祭
灶神用的。清人写的《燕京岁时记》中记
载：清代祭灶，供品中就有“关东糖”、

“糖饼”。关东糖在东北的农村、城市里，
大街小巷、街市上，都有小贩叫卖：“大块

糖，大块糖，又酥又香的大块糖。”乳白色
的大块糖，放在方盘上，一般有三寸长，
一寸宽，扁平，呈丝条状。新做的大块
糖，放在嘴里一咬，又酥又香，有粘性，
有一种特殊风味，是关东男女老少都十分
喜爱的一种糖。它已从灶王爷的祭桌上走
下来，广为百姓享用。

◆ 吃关东糖

过了廿三，汉族民间认为诸神上了
天，百无禁忌。娶媳妇、聘闺女不用择日
子，称为赶乱婚。直至年底，举行结婚典

礼的特别多。民谣有“岁晏乡村嫁娶忙，
宜春帖子逗春光。灯前姊妹私相语，守岁
今年是洞房”的说法。

◆ 婚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