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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一过“小年”
□ 赵连友赵连友

7月 16日，农历六月初一的
清晨，细雨纷纷，天刚蒙蒙亮，
地处鲁南地区的乡村便响起“噼
噼啪啪”的鞭炮声，鞭炮声此伏
彼起，连绵不绝，一直延续到中
午。

不年不节的，放得哪门子鞭
炮呢？经了解才知道，“六月初一
过小年”这是鲁南乃至整个山东
的民俗。建市以来，枣庄逐渐成
了一个移民城市，在地域文化上
有着很强的包容性。随着枣庄矿
务局的发展壮大和市直工业门类
的建立健全，许多青岛等胶东沿
海城市的干部和工人等来到枣
庄，因此，也有部分市民随胶东
一带的说法，叫“过半年”。

过半年的习俗起于哪朝哪
代，已无据可考。它尽管没有春
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传统节日普及，但有不少地区都
有这个习俗。中国的好多节日都
与农事有关，人们之所以选择六

月初一过半年，大概也是基于
此。民间至今尚有“有钱难买五
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的俗语。
人们便在六月初一这一天备些水
饺、馒头、瓜果之类供品为老天爷
上供，祈求雨足年丰。据说在旧
时，商号店铺于该日犒赏职工，摆
酒宴吃喝以酬其劳，并放假一日。
是日中午，农村家家户户包饺子。
过半年的习俗仍然在延续，只是过
节也与时俱进，从程序到内容都
大大简化了，现只保留了吃饺子
或者吃大包子的习俗。

山东的许多地方都有过半年
的习俗。各地过半年的时间不太
统一，有的地方是阴历五月十三，
有的地方是阴历六月初六，绝大多
数地方是在阴历六月初一。过半
年的这天被称为“半年节”。

为什么要过半年呢？这似乎
可以从“年”的民俗意义中寻找
答案。关于“年”的民俗意义虽
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种说法比较

为专家认可，并且能够从字源方
面得到印证——这种说法认为年
与粮食瓜果丰收有关，过年其实
就是一种庆祝丰收的仪式，而且
认为“年”这个字本身就是谷穗
饱满被压弯了腰的样子的非常形
象的象形。过半年的民俗活动非
常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

过半年的习俗中，敬天是主
题。敬天的供品主要是用新打下
的麦子磨出面粉后蒸的馒头，而
且是刚刚出锅的热馒头，还有刚
刚成熟的新鲜瓜果，比如西瓜、
桃、杏、李子等。敬天时摆好供
品，点燃香烛，焚化纸钱，奠酒
奠茶，然后家长在供桌前跪下，
向北磕头，感谢上天赐福，粮食
瓜果丰收，仪式与春节期间过大
年敬天时完全一样，所以有的地
方又称之为“过小年”。许多地方
都有在这天祭祖的活动，祭祖时
的祭品除常规的纸钱水酒之外，
主要是用新麦面粉制作的食品和

新鲜的瓜果桃李，究其用意，一
在于给祖先“送钱”，二在于让祖
先看到后人的劳动成果并“尝
新”。

旧时农村孩子接种牛痘时要
在门上挂两条红布，谓之“挂红
子”，半年节这天，要取下“红
子”，焚香磕头，以感谢“痘疹娘
娘”对孩子的保佑，同时把“红
子”烧掉，叫做“交红子”。在

“交红子”以前，亲戚们要携带馍
馍烧饼、油条、水果等前去探
望，称为“掉牌”。随着天花的消
灭，“交红子”的习俗已经在二十
世纪六七十年代消失，但半年节
走亲戚的习俗至今仍然在当地农
村流行。

半年节这天，枣庄一带的人
们大多吃肉馅的大包子、吃水
饺、喝羊肉汤，在晚饭时炒菜喝
酒，情形类似于过春节时的合家
吃团圆饭，但炒菜的丰盛程度次
于春节，胜于平时。

捉金蝉
□ 闫业坡

新月湾
□ 侯铭

□ 张运海

父亲

儿时的我，
总认为父亲无所不能；
我小小心愿天真疑惑，
大都能得以满足解答；

父亲是童话，
带来了无数童年的暇想，
在父亲故事里成长，
我的梦想和童话一样；

睡在父亲身旁，
那宽阔的脊背；
如沉稳的大山，
使我一夜酣畅；

牵着父亲手走路，
好像有无穷力量；
黑夜恶煞不惧，
风雨坎坷无恙；

父亲如耕牛，
只会写一字行；
在他黑土般脊背上，
已播种春天的希望；

父亲是矮矮的老房，
历经沧桑其貌不扬；
阻挡了风雨抵挡不住时光，
渐老身躯把冬天温暖收藏；

我们走出巢穴去飞翔，
父亲失去往日的模样；
记忆大不以前眼神无光，
从没有的无助一脸惆怅；

为了把全家点亮，
父亲只剩半截烛光；
什么事情都说问问你娘，
什么事情等孩子再商量；

父母逐渐老去，
子女他乡正忙；
全家人的相聚，
已是一种奢望；

每次回到那座老房，
那熟悉的吱啦一声门响；
父亲看到儿女惊喜目光，
不亚于获得了诺贝尔奖！

后来父亲老年痴呆病重，
儿女象看三岁孩子一样；
只要父亲能认出一个子女，
全家都喜极而泣的鼓掌；

现在再回家乡，
路不遥远不知有多漫长；
父亲坟上荒草招首相望，
你如金品格已烙在儿孙心上。

吃过晚饭，妻子和孩子便嚷嚷着
要去树林捉金蝉。这让我猛然间想起
了小时候的事情，那时我们刚刚解决
了温饱问题，可对于那些垂涎欲滴的
肉食，我们只有想想的份，于是想着
想着就勾起了肚里的馋虫。幸好，一
到夏天，野外的食材便多了起来，池
塘中的泥鳅、草地里的蚂蚱、树干上
的金蝉都是我们餐桌上的美味。

记得家后的河堤上杨树林子很大
很大，一到傍晚，我们就像一只只欢
快的黄莺穿梭在林子里。我们拿着家
里唯一的手电筒搜寻着猎物，很快就
会有二三十只的收获。我们将金蝉洗
净，撒上些盐腌上一夜，第二天用油
煎过，在煎饼里一字排开和葱卷在一
起，吃起来外酥里嫩，真可谓人间美
味。

今天，我们来到杨树林的时候，
太阳还没有落山。林子里的人已经不
少了，他们有的拿着小铲子，有的拿
着铁锨，一副要把林子翻个底朝上的

架势。我没有理会他们，告诉孩子天
快黑的时候，就会有金蝉出来，我们
仔细检查每一棵树的树干就会抓到它
们。孩子听出捉金蝉是那么的简单，
于是高兴地跑到一棵又高又粗的杨树
旁。我和妻子也往林子深处走去，当
我一脚踩到地上翻过的软土时，不禁
眉头一皱，开始有些担心今天晚上或
许捉不到金蝉了。一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一家三口连一只金蝉也没有捉
到，这时夜幕已经完全降临，黑沉沉
的林子里充满了手电筒的亮光。

捉不到金蝉，我就开始留意我身
边拿铁锨挖金蝉的人了，只见他在树
旁挖了下去，然后把下面的土翻了上
来，再用铁锨打碎，不一会儿，他竟然
捉住了五只。我不得不佩服他挖金蝉
的高超技巧，早知道现在都是用这种
方法，我就带把铁锨来了。我在翻起
的土里发现了几个白白的比蚂蚁大些
的虫子，好奇地问他：“这是什么虫
子。”他笑笑告诉我：“这些就是金蝉

的幼虫啊，你不会没见过吧。”小时
候我是捉过很多金蝉，可是真的就没
见过它的幼虫，不过我从小就知道金
蝉要在地下生活三年才爬出来，现在
把它们翻出来恐怕是活不下去了。

过了一会，我听到有人在一旁吆
喝：“收金蝉了，六角钱一个。”我这才
明白为什么有人下这么大力气捉金蝉
了，也理解了那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
害”的道理。回到家我看到一则新闻：
某地捉金蝉一夜赚二三百元，新闻图
片是每一棵树的树干上都缠了一圈胶
带，金蝉爬到胶带处就爬不上去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蝉是食物链
中重要的一环。这样的灭绝性捕捉，
恐怕将来受到伤害的也不止是金蝉
吧。如果有一天在哪个音响里响起罗
大佑的《童年》：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我们的孩子
一定会问：“知了是什么，我怎么没
见过呢？”那时我们该给孩子怎样一
个解释呢？

一条河是大地的脉搏，一湾
月是苍穹的精髓。西沙河泽润了
一方土地，蕴育了一泓新月般的
湾；在我心中，新月湾是梦的幻
化、情的寄托。

爱寻朦胧、缥缈。河畔，翠
柳含烟，梨花笼雾，小月初照，
空溪滴雨，如斯，皆幻化着隐
约、依稀之韵。长于斯，未及
弱冠曾经的我，临新月湾见证
了它的自然之美，于新月湾
留下了曾经情窦初开的眷
恋。它就像一弯圣洁、
明亮之月；更若一颗感
情洋溢之心，血液般
澎 湃 ， 春 潮 般 汹
涌，与蓝天交映
千秋绚烂。新月
湾 ， 心 的 寄
托，心的港
湾 。 小
桥 、 流
水 、 伊
人，皆成
为观景者
的 风 景 。
于 是 乎 ，
愈加地仰
慕 曹 子
建，《洛
神赋》中
拟出了我
心目中她
的形象。
于是一晃

二十年。于此，再一次凝望一湾
碧水，一川烟草时，我亦题写了
赋作，亦算是对那段思念的留
恋。新月湾，衍生着月的浪漫，
汪洋着红豆的情感，潺潺的水
畔，没有留下“执手相看泪眼”
的想象，只剩下追忆的惘然，一
如既往地流淌了如许年。

新月湾，犹如它的名字。溪
水在岁月中流逝，人们在溪畔徜
徉、耕耘。一湾水绵延着它初月
般的明净、皓洁。这一湾寄托着
我梦的水啊，时时走进我的生
活，时时润泽我笔下的文字。我
喜悦于它的风景，感受它的魅力
在《徜徉于西沙河畔》；《早行西
沙河》中寄托着我梦的追逐，闲
适着我的生活。爱在河畔久坐，
有种“相看两不厌”的感觉。爱
享受那份静谧，朋友说这儿的意
境犹如“空山松子落”的美，我
欣然点头顺意。更爱用心去体
验，用眼去寻觅。一湾水在潺
湲，田垄、楼阁在交融。这儿是
城与乡的碰触点，使人从心里感
受田园之闲适；从眼中感知城市
之繁华。而最应称赞的是一河的
精灵，那烟渚，那红蓼，那青
荷，那翠苇，还有那拂风的柳，
那逐水的萍。一湾如镜，纳浮云
映蓝天，一只野凫的身影在游
动，身后留下一串串涟漪，这一
切皆留在我的眼中。我乐了，乐
在那娇小的身影，乐在一如映日
绽放的红蓼的红。这难道不是一

幅画吗？于是只有用诗才能抒
怀，只有用诗才能表达我对斯处
之爱。曾临岸见到“蜻蜓栖苇
末，游鱼戏水中。浮萍逐岸柳，
缕缕潜清风”（《临岸》）的自由
时光，曾见到“绿莎环玉砌，远
径伴曲河。蛙戏芙蓉影，凫游动
水波”（《西沙河早行》） 的和
谐。这些皆由心而生，抒发着我
的怜爱与情思。

月有盈亏，人亦渐长，其内
涵丰富了人生之哲理。于是新月
湾又成为我对岁月，对生活，对
人事的谭思、感悟之地。生活亦
如月，人生正似水。求学、成
家、服务社会，人成长的经历，
不正是一如月之消涨般吗？月所
衍生之朦胧，其浩浩于苍穹之圣
洁，不正是幻化着一种对美好未
来所憧憬之梦吗？新月湾，一处
留住记忆的地方，一处感悟闲适
与幽雅之地。行之于此，览之于
斯，逐渐步入不惑之年的我，更
是带着一份使命去追求，去生
活，去工作，而这些皆因了这湾
水的美，这湾水的形，给了我的
无尽思索，我愿带着梦去追逐，
去寻觅，去生活，亦求皓月当
空，静影如璧。

清晨，朝旭初升，再一次闲
步新月之湾。去领略、投入这块
旖旎之地，思索之地，感悟之
地。新月湾——心的港湾，心中
最美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