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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家的新年

覃摇 覃

新年,不仅是汉族人一年到头来的一次巨大的狂欢,对于人数最多的少

数民族的壮家儿女来讲,也是一年中最为欢欣喜悦的节日。 位于广西大山

深处的壮家儿女们也是过春节的,只是壮家的春节凸显更多的民族特色。
此刻请你跟随笔者的脚步,来体验一次不一样的壮家新年。

第一桶水

壮家的新年开始得和汉族春节一样早,都开始于腊月二十三。 送灶节

过后,壮家人便开始着手准备二十七的 “宰年猪冶,土话叫“卡姆景冶,二十八

“包粽子冶,土话叫“包口瓬冶。 壮族春节习俗中,待农历腊月二十三“送灶冶
一过,壮家便处处洋溢着喜迎新春的气氛:扫房梁,制作肉粽、糍粑、米花糖、
糯米饼等新年食品。

然而壮家真正的新年是从大年初一开始的。 大年初一是壮族最隆重的

节日,这一天的活动也最丰富。
壮家的大年初一从新年的第一桶水开始。 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便从

睡梦中醒来,每家每户的大姑娘和小媳妇都要挑着水桶,拿着三炷香火,去
河边挑新年的第一桶水。 壮族人在大年初一这一天是绝对不喝去年存水

的,因为他们相信大年初一的水最纯净、最吉利,可以给一家人带来整年的

好运气。
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美丽的壮家女子们在山间唱起有关新年的山

歌,动听纯澈的歌声在山间环绕,唤醒了壮家的山川大地,也唤醒了沉睡的

草木万物。
到了河边取水处,大家先把香插好,再把“利是冶(红纸包好的钱币)投放

到水里,以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讨个好彩头。 在挑新水之余,还要捡几

块河边的石头回家,把这些石头放进猪圈、牛栏里,祈求六畜兴旺。
将挑来的新水放入红糖、生姜和竹叶,煮新年茶给全家喝。 壮家女要喝

伶俐水,就是在汲新水之前,争着喝由村中公认的“伶俐嫂冶捧给大家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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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她们相信这样便可更加聪明伶俐,待嫁姑娘更是借此机会祈求在新的一

年里能够找到如意郎君。 传说喝了伶俐水,小孩会变得聪明伶俐,姑娘会变

得温婉贤淑,老人会祛病长寿。

壮家的酒

壮家人善饮,在节日或者家庭团聚之时更是能饮,每每节诞喜庆,在壮

族家庭的宴会上都少不了酒的身影,更不要说是在一年最重要的年夜饭上

了。 而所饮的酒,往往并不是市面上所售的白酒或者红酒之类,壮家人一般

饮用自家酿造的米酒,浓度低,淡薄醇香。
壮家人在过年的除夕夜要先饮开席酒,各款菜式全部上桌,主人宣布开

席,先往地上洒一点,表示驱邪或敬土地;有的则摆上寿杯,以敬祖先。 上了

年纪的客人,喜欢用右手中指沾酒在桌面上划一个圆圈,表示万事圆满;然
后酒宴的主人才举杯,请大家开饮。

自此之后即可“自由饮冶,嗜酒者一杯接一杯,最好是自己掌握酒壶,边
饮边斟;不胜酒力的人可以不饮,只管吃菜喝汤,但不能把酒杯倒盖桌上,这
是藐视主人无酒,要罚饮三杯酒。

接下来就是敬客酒,席间主客几杯酒下肚又吃过一些菜后,亲戚朋友们

开始一一互相敬酒。 如果提议多饮几杯,须有理由,一般来说,主客均可提

出良好的祝愿,如“饮了这杯酒,除夕夜出入平安冶“来年人畜兴旺冶等,要杯

杯有名堂,寄予良好祝愿。 对于晚辈,主人举杯后要同时饮下。
敬酒完毕,继续吃菜,自此之后则“主随客便冶了,这一套酒规,一般不适

用于女客人。
这样一圈圈喝下来,不知不觉间大家都已经喝了有二十多杯。 喝到兴

起,大家唱起歌来,从当地山歌到如今流行的通俗歌曲,这歌声代表了能歌

善舞的壮家儿女对于新的一年的美好期许与无限向往。

吹吹打打的新年

“正月春堂闭轰轰,今年到处禾黍丰。冶这是广西马山、都安、上林、忻城

等地壮家流传的一首古谚。 壮家人的春节,总是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广西靖西县一带流传着“打春牛冶的古俗。 春牛即土牛,古时用泥土塑

制,现为纸扎的春牛,用竹片巧妙编织而成,牛头、牛角糊上绵纸,画上牛眼,
牛身是一块黑布或灰布。 “春牛冶舞牛人敲锣打鼓在村中表演,钻进布底的

两人,一人在前撑牛头,一人在后弯腰拱背甩尾巴,后面跟着的是一个手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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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架的汉子。 与“春牛冶相伴的还有敲锣打鼓和领唱春牛歌的人,他们走到

哪里,哪里便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的家乡平果县一带的壮族民间春节流行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名为

“打春堂冶。 所谓“打春堂冶,即用捣米之杵敲击木槽。 在一些地方改为以扁

担敲击板凳形式,故又称“打扁担冶。 从每年的除夕到正月十五,轻快悦耳的

“登登打、登登打、登登打嘟打冶的打扁担声,响遍了壮族山乡。 每一个壮家

人都是打春堂演员,妇女的动作轻巧优美,男子的动作刚劲有力,自娱自乐

的打春堂,寄托着壮族人民祈望丰收的愿望。 小规模的打春堂在村内或院

子、厅堂里举行,男女老少持杵或扁担,排于春堂或长板凳两侧,以类似捣米

的动作,有节奏地互相敲击,间或敲打春堂或板凳。 较大规模的则在村边空

旷地举行,数十人排在临时搭起的长凳两侧,在锣鼓的伴奏下有节奏地敲

击,成百上千围观者则不时喝彩助威,场面极为热烈壮观。

飘香的年粽

每每新年之际,年粽的香气总是在壮家的山间飘扬。 在壮乡,年粽对于

过年的意义,就如同饺子之于北方人的重要性。 北方人过年,要包饺子;壮
乡人过年,要包粽子。

每年除夕起,壮乡人即把一个用约十斤至二十斤糯米包成的特大粽粑

“母粽冶和若干个小粽粑摆在案台上敬祭祖先。 直到元宵节,再次隆重祭祀

祖先后,才把供品撤掉,此为“散年冶。
壮家年粽的主要原料是糯米,但要有馅儿。 馅儿是由去皮的绿豆、半肥

不瘦的猪皮拌上面酱制成,夹在粽心里,煮熟后,其味之香堪称一绝。 粽有

大有小,大的一二斤重,小的二三两。 还有一种叫“风莫冶(特大粽子)的,重
达一二十斤。 它使用当地特产的大粽叶,将十斤糯米、二斤猪肉、三斤绿豆,
包扎成大年粽,放在大铁锅中烧煮三天三夜方才制作完成。

在“散年冶时,由家中长女搀扶父母或家中最年长者,坐在堂屋中央,剥
开“母粽冶,按家中年龄长幼依次分发,各人则须恭敬接受并将其食完,此谓

吃“指名母粽冶。 吃完“母粽冶,全家老小便携带粽子香火,到村口岔路边或溪

河畔,边焚香肃立念“避邪诀冶或唱“避邪歌冶,边抛撒粽叶,此谓“卖疥疮冶
“卖咳喘冶和“送凶祸冶。 壮家儿女认为,行此俗即可保新年安康,顺遂吉祥。

我爱壮家的年,因为它不仅代表着团聚和未来希望,更代表着壮族独有

的记忆和她在历史岁月所走过的路。 品味着壮家的新年,我感受到了我们

壮族的骄傲,而我,就置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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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夜市热腾腾

越丽吐斯

新疆的夜市是聚集特色美食之地,每当夜幕降临,夜市就逐渐热闹起

来,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行在美食之间,各具特色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逛巴扎(市场)赶集市的群众购物后要在巴扎里吃些美食,休闲谈天,如

新疆巴楚县色力布亚镇。 色力布亚镇是“南疆商贸重镇冶,约有 6 万人。 每

周四是该镇的“巴扎日冶,来赶巴扎做生意的除当地商人外,还有来自喀什以

及和田地区的商人。 新疆各地的夜市人来人往,有当地人,有外地人,还有

各国游客,人们对新疆各类美食赞不绝口。
在巴扎里,我们看到,商贩云集,购物者摩肩接踵。 夜市的发展不仅丰

富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为新疆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据工商部门

统计,以烧烤闻名的新疆巴楚县城有 2 个夜市。 文化路夜市经营户最多时达

100 多家,人流量超过 10 万,日交易额最高可达 500 万元人民币。
新疆的面肺子,是一种民族快餐,在街头小饭馆和夜市小摊上都能吃

到。 面肺子一般都是和米肠子、面筋等,从一个大锅里捞出来,然后切成小

块,盛在碗里一起吃。 面肺子是一种主食,制作过程比较复杂,从揉面、灌装

到煮熟需要 5 个小时。
馕在新疆的历史悠久,外皮为金黄色,古代称为“胡饼冶“炉饼冶等。 馕以

面粉为主要原料,多为发酵的面,但不放碱而放少许盐。 馕的花样很多,所
用的原料也很丰富。

在夜市上,不仅可以品尝到可口的美食,还可以看到出自新疆能工巧匠

之手的各类艺术品。 新疆现有 47 个民族,主居民族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

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

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所以可以看到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琳琅满目

的艺术品。
古丝绸之路上,夜市一年四季不停歇,人流如织。 每天入夜后,人们在

这美丽的新疆,品尝着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欣赏着各类特色艺术品,悠闲

地谈天说地,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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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摇 家

付摇 婷

生命最开始的地方就是在老家,不管时间怎么流走,都觉得那是最割舍

不下的地方。 后来也有机会回去,每一次都让人觉得心里疼。
最先接触的就是那崎岖的路了,仿佛是专门作对一般,附近的几个村子

通往老家的路只有我们村庄没有修。 可能前几天下过雨,比较重的车子走

过,整个路面大沟小壑全是不平,车速最慢也是颠得七荤八素。 那是直入人

心的土黄色,连石子儿都没有了。
小时候的路是很宽广的,土很硬实,路面铺了一层石子儿,很平,我们那

时候叫这路为大路。 路两旁的树很高,很大,夏天伸展开来路中间都可以乘

凉,大风一吹,十几里路两旁的树都在摇摆,都在哗啦啦作响,顿时就觉得好

凉快啊。
现在树早被砍了,大概已有 5 年左右,只剩下显得格外稀疏的小树,加上

这样的路,越发像 80 岁老奶奶的脸和头发,刺得人心里生疼又不知道说些什

么。 说些什么呢,对谁说呢? 不只是这路,不只是树,还有那墙,那房屋,那
房屋里的人,都经不起岁月的盘剥,又找谁去说呢?

有人在,田就不会荒芜。 在这春冬之时,麦苗已经浓绿浓绿的了,那么

稠,在干干的土里。 记得小时候跟大人一起插秧时不是这样的,卷起裤腿,
在小腿深的水田里隔好远插一个,搅起了泥土的水田里不一会儿就整整齐

齐的了,风一吹,秧苗点头哈腰的,水面也荡起层层波纹。 田埂上的篮子里

好像一直有爷爷挑过来的等待着亲吻土地的秧苗。 而此时,水仿佛更加清

了,相邻田里的麦茬以及枯死的秸秆都看得清清楚楚。
只是好像田埂变宽了,大概是草长得太多,冬天里虽凋零依然像披了一

层厚厚的皮草衣服,远远地望去略微起伏,像是迟暮得落了魄的贵妇人。
有树的地方,就有人烟。 尤其是在这样的村落里,你远远望去,只要是

树特别密集的地方,不管人多人少,是否已经荒芜破败,那绝对有着青瓦红

墙,还有墙里墙外的人,以及人身边的鸡鸭猫狗。
走近了看,树又是触目惊心的,起码在近 20 年里,树还是老树,与那远处

的路边树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屋子旁边的树根高高地暴露在外边,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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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像是人工凿出来的水流道,像是干裂的手指,那种古润,又像是浸满着

老爷爷的浑浊的泪,让人不由得心生怜惜,忍不住伸出手摸摸,摸摸这岁月

的痕迹。 有些树,却连根部的泥土都要完全失去,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可怜

地维持着暂时不倒下。 果然在这人烟稀少的村落里,连树都扎不下根了吗?
看着这略微歪斜的树,不知道是不是村庄的缩影,即将在风雨飘摇中连根拔

起,只是这过程是那么无声无息,结果却令人唏嘘不已。
也有记忆的模糊,也有事物的变迁。 儿时池塘前的老宅子被人霸占了

去,远远地再也看不到,竟然走近了也没认出来那片土地就是之前的那片

地。 也难怪,门前的小枣树早就没有了,后院以及后院门前的青石板也早不

知影踪,只是剩下陌生的砖瓦房,那么突兀地霸道地出现在我儿时记忆的地

方。 直到二爹提醒我,这就是原先的老家。 一开始我还不依不饶地辩解着,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最终却十分不情愿地尴尬地呢喃着,这就是啊。

门前的池塘,大概是因为冬季的原因,水已经干了,还有几坨牛的粪便。
当然看不到那群白白的鸭子了,倒是有几只很漂亮的鸡,若无其事地走走啄

啄。 右边那块大约四五十平方米的空地,是小旺家的门前,那高高的颇有味

道的树,大概是香椿树吧,小时候经常在树旁边的洞洞里等机灵子(蝉蜕壳

前的状态),也曾在那低低的水边用树枝赶着大白鸭,那树真绿,晌午时分四

处的乡亲都喜欢端着满满的一碗饭到这儿来,坐在放倒了的电线杆上,听那

无休止的蝉鸣,唠着无休止的家长里短。
如今只剩下黄土了,路过那门前,向里一瞥恰巧看见了小旺,奶奶经常

说的可怜的傻小旺,因为家里穷,没娶上媳妇。 却又说他一点都不傻,因为

他很勤快,见人爱说话。 而我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就是他端着什么东西,站
在院子里的厨房边,站得那么直,以至于让我怀疑他真的有这么高吗? 他是

笑着的,脸很端正,很黑,牙显得格外白。 也许还有光线暗淡的原因,当时就

是一幅活脱脱的现实主义冷色调的油画作品,暗黑的院子,还是那间侧屋厨

房。 那瞬间我的感觉十分强烈,仿佛遇见的这个场景将会永远留在我的记

忆里。 没有任何一个影视作品里的人物像他那样直透我心,当时想起来的

唯一一个人,是历史书中的那幅油画《父亲》,它没有这个味道深远。 后来在

即将回去的路上又碰上了他,远远地我就对他笑,说不清为什么,他说“回来

了啊冶,我以为他还认识我,直到妈说,他见谁都爱说话。
村里的人越发少,即使是过年也还是很少,除了远远地有四个轮子的大

小汽车带来些属于这里又不属于这里的人,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 小

旺是有多孤单呢,几年前听说他母亲去看地里的庄稼,一不小心一头栽在田

里,去世了。 我叫她瞎老妈,她喜欢在廊檐里吸烟打长牌,小雨淅沥沥地下

着。 那时候她家的栀子花真香啊,那么白,有时候会送我一两朵。 小时候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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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她家,很黑,感觉凉冰冰的,怕人,还有老鼠。 小旺怕黑吗? 家里没人说

话,他害怕吗? 门前的树都没了。 他的笑,让我想哭。
这个村庄,不知道梦到过多少回,梦到被狗追,在水塘边扒着树奔跑,再

回来时才觉得梦是那么真实。
只是岁月的力量太强大。 原先我们眼中的“豪华冶的房子:大块的青石

板院墙,阔气的红砖房子,现在却只剩下残破的断墙了,露出来里面地上的

稻草。 小时候那么宽敞的两个稻场,怎么就长了这么多的草,怎么就像缩了

水呢? 往村庄后面走,房屋的院子里早就长满了高高的野草,正门都用砖块

封了,侧面的厨房像是半塌的旧城墙,里面的锅灶,几个小孩子不经意就踹

倒了。 想要往里面走走,脚下就惊现一只猫的尸体,看起来都快干了,毛发

特别凌乱,凄惨得让人心里发怵。 小孩说,这应该是野猫,旁边这家有着特

别凶的狗。
只有那白得晃眼的白公鸡,还有花色十分精致的母鸡,让人心情愉悦。

沿着田边的小路反复地走着,泥土格外松软,像是故土的温柔。 偶遇菜地里

摘菜的大妈,热情地说了几句话,最终也想不起来她是谁。 想着寻找小时候

的那眼井还在不在,转了很久,它仿佛是消失了。 路怎么变这么短呢,小时

候觉得走过来腿都要累断了,觉得邻村好远啊,就像是隔着跨越不过去的鸿

沟,怎么现在走着走着就到了呢?
张奶奶家的饭真好吃,柴火大锅,炖的鸡和排骨,我向来不怎么吃肉,但

真香;青椒炒杏鲍菇,韭菜炒鸡蛋,鸡蛋金黄金黄的,一大桌,比妈妈做的年

夜饭好吃多了。
临走还碰到扛着锄头的秀红妈,她粗着嗓门喊:“回来啦,看看老家都破

得不成样子啦!冶我笑笑,看着西边,小时候夕阳特别红,整片天都是红的。
最后一眼,是不矮的塘坝旁边,一只小白羊在安静地吃草,风静静地吹

着前面荡着波纹的水田。 仿佛我不曾回来过,也不曾属于这里过。 这就是

我的老家,想带走一把土装起来,等矫情的时候拿出来找找安宁的感觉,也
终究什么都没有带走。

900

摇 第一编摇 新闻通讯摇 摇



“谈冶恋爱:大学生父母恋爱观

李仁和

每逢年节假期,我国各地就会掀起一场又一场“逼婚冶与“反逼婚冶的

“斗争冶。 日前发布的《中国逼婚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曾

被逼婚,其中以青年人为主。
社会青年身上的“逼婚冶现象,在大学生身上正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

一项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现代青年婚恋观冶调查显示,对待大学生恋爱,只有

4. 3%的家长明确表示反对。 为什么众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大学期间

就抓紧谈恋爱呢?

青春就是要有爱情

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的焦某某还在大一的时候,他母亲就已经给他未

来女朋友准备了零花钱,用于吃饭、看电影、出去旅游等,以生活费补助的形

式打进他的银行卡里。 “因为我妈妈觉得,青春就是要有爱情! 她大学没谈

过恋爱很后悔啊!冶焦某某这样解释母亲的做法,“只可惜我一直没遇到合适

的人。冶
他的母亲认为在大学就应该谈恋爱,在平时的通话中母亲总是提起焦

某某恋爱状况的事情,回家后,饭前饭后也会调侃提醒。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故意岔开话题,坚决让自己不尴尬,或者闪

烁其词,现在我妈妈也不管我了,觉得快毕业了,也就破罐子破摔,顺其自然

了。冶焦某某说道。

先下手为强

去年暑假,刚刚高中毕业的潘某某与自己爱慕已久的学长相恋。 尽管

这段恋情持续时间不长,却是在瞒着家人的前提下进行的,因为父母曾经告

诉过她不要在大学里谈恋爱。
令潘某某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寒假回家,父母也开始支持她谈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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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从来不会问,现在他们偶尔会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冶父母认为 18
岁的潘某某已经不小了,女儿的两个已经结婚的小学同学是他们观念改变

的又一原因。 吃饭时,睡觉前,父母都开始有意无意地催着潘某某。
“我妈说谈恋爱晚了,好的男孩儿都让人挑走了。冶妈妈的话让潘某某觉

得很夸张,甚至想笑。

剩男剩女 hold 不住

在除夕年夜饭桌上,历史学院李某某的父亲直白地提出了自己对女儿

的新年愿望:“你下一年什么都不要干,去找个男朋友就行。冶李某某万分惊

讶,总是在意自己学习成绩的父亲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李某某后来也理解了父亲的想法,正常情况下,本科毕业的年龄基本上

是 22 ~ 23 岁,如果自己不在本科期间谈恋爱,那么毕业后连基本的恋爱经验

都没有,结婚更是难上加难,这样下去自然会成为“大龄剩女冶。
我校教育系韩啸老师认为,由于女性在年龄上的劣势,女生的结婚压力

会更大,再加上要生育,还有父母需要赡养,在大学期间谈恋爱,女生的情况

更为紧迫。
面对当今大学生父母的恋爱观,韩啸老师表示理解:“对于父母的提醒

甚至是逼迫,不要一味地反感,这是父母的生活经验,这些提醒也表达了父

母的关心。冶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恰好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在对

待与异性交往上采取“开放性冶的态度,毕竟谈恋爱是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

加成熟的,它是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是谈恋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要看一个人的成熟度,更要看机缘,不

可过分强求。冶韩啸老师补充道。
刚刚告别单身的吴某某对此深有体会:“恋爱婚姻是大事,不可因为压

力就随随便便地去找一个。 我们只要默默磨炼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
学会真正接纳另一个人就足够了,当缘分到了,恋情就来了。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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