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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十二月是一年里最后一个月份，故称“岁尾”，
还有腊冬、残冬、穷冬、腊月、冰月、余月、极月、清祀、冬
素、大吕等多种称谓。腊月也是12个月当中传统风俗内
容最多的一个月。比如吃腊八粥、过小年、供“灶神”、熏
腊肉、泡腊八蒜等等。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
介绍说：“这一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放进醋里，封起
来，为过年吃饺子用。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
了辣味，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

总之，腊月可以看作是新春佳节的一个准备阶段。
在这腊月里，北方人一定会冒着寒冬打扫屋子，准备年
货。南方人也在积极地为过年做准备，比如做年糕等
等。如果说，春节是一年当中最欢乐的节日的话，那么
在众多的人看来，腊月里的欢乐，腊月里的忙碌，腊月里
的期盼，丝毫不逊色于正月的春节。

农历的蜡（腊）月，其“腊”者，原是岁终的祭名。汉
应劭《风俗通义》讲：“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
改为腊。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
还有一种说法，即“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
也。”“腊”与“猎”通假，“猎祭”亦为“腊祭”。《玉烛宝典》
云：“腊，一岁之大祭。”《独断》云：“腊者，岁终大祭。”《荆
楚岁时记》云：“孔子所以预于腊宾，一岁之中盛于此
节。”而《礼记·月令》记载得更详细：“孟冬之月，门闾腊
先祖五祀。”早自周代便在这个月举行“岁终之祭”，亦称

“腊”。有道是南北朝时期，在十二月初八这一天，民间
要猎杀禽兽举行大祭活动，拜神敬祖，以祈福求寿，避灾
迎祥。称之为“猎祭”。腊祭的对象，则是列祖列宗以及
五位家神。五位家神指的是门、户、天窗、灶、行（门内土
地）。虔诚奉上各式祭品，答谢祖宗与家神的保佑恩赐，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合家康宁。

一进腊月的门，人们开始变得端庄起来，讲究起来，
为人处事也变得更加宽厚起来。长辈会将祖上传下来
的种种规矩，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告诉自己的下一代。回
环品味，从中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敬
畏、恪守与传承了。这样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民风民愿，
对中华民族的优美秉性，不仅起到保鲜作用，在育人济
世上也有极大的益处。

北方小年为腊月二十三，而南方小年则是在腊月二十
四这一天。不知何故也。腊月二十三是腊月里最隆重的
日子，全民都要恭送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在民间一定要
请灶君吃了胶牙糖，意思是粘住灶王爷的牙，使他无法对
玉帝说咱的坏话。所以一进腊月，到处都是卖灶糖的摊
贩。鲁迅先生在《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云：“只鸡胶牙
糖，典衣供瓣香。”丰子恺在他的随笔《过年》中讲：“廿三
这一天，家家烧赤豆糯米饭，先盛一大碗供在灶君面前，然
后全家来吃。吃过之后，黄昏时分，父亲穿了大礼服来灶
前膜拜，跟着，我们大家跪拜。”

腊月就是个忙年的月，家家户户蒸豆包、包子、馒
头，东北蒸黏豆包、黏火烧，包冻饺子。民间有这样的风
俗，直到正月十五之前是不能再蒸馒头的，所以，腊月里
一定要蒸够一家人半个多月所吃的东西才好。所以有
人说，过年呀，应该从“过小年”，或说从喝腊八粥就已经
开始了。这个年一直要过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甚至到
二月二“龙抬头”那天，这年才算结束。

腊月是一年中最冷
的时候。从冬至开始起
计算寒天的“九九”，到
了“三九”最冷，它一
般都在腊月。华北一带
有 《九九歌》，反映了人
们对冬春时节冷暖变化
和物候农事的关心：

一 九 二 九 不 出 手 ，
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
和六九，河边看杨柳。
七九河冻开，八九雁归
来，九九加一九，耕牛
遍地走。

当然，进入十二月
后，春天还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唐人李贺在他的《十二月乐辞·十二月》中这样写：

日脚淡光红洒洒，薄霜不销桂枝下。
依稀和气排冬严，已就长日辞长夜。
日光开始偏红偏暖，虽然薄霜还没有消却，但温和的气息已推开冬日的严冷，白

天渐渐变长了，诗虽写的是十二月，但实际是以喜悦的心情描绘了一幅早春的气候。
因为正月初一春节是中国传统最为隆重的节日，为了过好春节，人们常常要拿

出整个腊月的时间来准备，所以腊月的活动远不止是打猎祭祀。从喝腊八粥开始，
人们要扫房、请香、祭灶、封印、贴春联、办年货。

小年过后，家家就真正进入过年的日子。民谚称：“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蒸枣泥；二十八，贴年画；二十九，去买酒；年三
十，吃饺子。”除夕是腊月的最后一天。除夕夜，人们的活动很多，放鞭炮、贴春联、贴挂
千、摆供桌、吃饺子、守岁。夜里子时，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刻，午夜一到，腊月结束，迎岁
完成，新的一年开始。

□ 物候

腊月三九 祭灶守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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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

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

作尘，只有香如故。

□ 诗意

卜算子·咏梅
（宋）陆 游

潘文海书潘文海书

腊月说腊
阿 成

腊月说腊
阿 成

沸
腾
腊
月
：
弹
一
曲
迎
春
前
奏

郁

华

农历十二月是一年

之岁尾，正值寒冬，迎

着“冻掉下巴”的凛

冽寒风，人们在农闲时

节里可劲儿奔忙着，办

置年货、烹炒煎炸、打

扫庭院，汇成一首欣欣

向荣的迎春前奏曲。

过去，在家庭卫浴设施还没有普及的
时候，再不讲卫生的人，也要在腊月三十
之前洗澡，因此前两天公共澡堂简直是人
山人海，常见好几个人共用一个淋浴头的
景象，往往摩肩接踵，说不上体验舒坦。
但那时的人们也不急，也不恼，真是一团
和气，连洗澡都透着过大年的喜庆。老北
京有“廿七洗疚疾，廿八洗邋遢”的民
谚，这一洗，除去了一年的晦气，以一个
全新的自己好迎接来年的希望，是中国人
独特的“洗礼”。

到了腊月二十九，春节的气氛就越来越
浓了，大戏马上就要上演了。这一天，也有

别称，叫“小除夕”，家置酒宴，人们往来
拜访叫“别岁”；焚香于户外，叫“天香”。

至此，一年中中国人最庞大的迁徙也达
到高潮。人们从五湖四海出发，搭乘各式各
样的交通工具，目的地只有一个——家。不
论是古代的游子，还是今天的北漂；不论是
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是倦鸟归林；家是港
湾，过年团聚，是中国人内心永恒的母题。
哪怕短暂，再出发时也能重新灌满勇气。

经过这一系列隆重的前奏，除夕款款而
来。除夕夜的活动也是千姿百态——贴挂
千，在红纸上镌刻着吉祥的话语，大约一尺
长，粘到门框上，与春联、桃符交相辉映。

摆设天地供桌，从简单的瓜果到隆重的三
牲，都表达着这天地祖先的敬意。年夜饭、
讨压岁钱、辞岁、守岁、迎岁……庆祝活动
一个接一个。除夕夜的烟花爆竹声彻夜不
绝，尤其当 12 点的钟声敲响，胜景简直照
亮天空。

午夜一到，腊月就结束了，新的一年也随
之开始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既有巅峰的快
乐，也带着一丝年华不驻的惆怅、落寞。

腊月，体现了中国人告别的艺术——用
近一月的时间筹备一场盛大的新旧交替。好
好告别，跟即将离开的人告别，跟即将逝去
的光阴告别，是最深情的无可奈何，也是最
积极的泰然处之。年关将至，挥手作别，下
一站是新生。

（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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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

农历十二月，是阴历年的最后一个月
份，俗称岁尾，有腊冬、残冬、穷冬、腊
月、冰月、余月、极月等 30 多种称呼。其
中，人们最熟悉的当属“腊月”。

为什么叫腊月？因为很多地方冬天要腌
制腊肉吗？当然不是，这其实与古代的祭祀
传统息息相关。古代很重视祭祀祖先和百
神，有“冬至后三戌祭百神”之说，即每逢
冬至后的第三个纪日干支中含有地支“戌”
的日子，汉族民间都要猎杀禽兽举行大祭活

动，拜神敬祖，以祈福求寿，避灾迎祥——
这种祭奠仪式称为“猎祭”。因“腊”与

“猎”通假，“猎祭”遂写成了“腊祭”。腊
祭的风俗起源于秦汉时期，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下令制定历法，将冬
末初春新旧交替的十二月称为“腊月”。

还有一种说法，“腊者，接也，新故交
接，故大祭以报功也。”不论是打猎后以禽
兽祭祖，还是因新旧之交而祀神灵，反正都
要搞祭祀活动，所以说腊月是个“祭祀之

月”。
很多人都知道“祥林嫂”的文学形象，

她出自鲁迅先生的小说 《祝福》。《祝福》
中，鲁四老爷家每年年底都要祝福，这祝福
实际上就是腊祭，祭祀祖先诸神，供物丰
盛，场面隆重，气氛肃穆，祈祷虔诚，是名
副其实的“一年之大祭”。

而十二月初八被称为“腊日”，即后来
的“腊八”。每逢腊月初八，民间习俗要
喝腊八粥，这个传统沿袭至今。各地熬制
腊八粥用的原材料未必统一，但都讲究添
加两味。谚语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
啦啦二十三”，以表示过了腊八很快就要
过年了。

祭祀之月

老什年间，“春节”专指立春，把农历
新年称作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明朝时
称之为“正旦节”，后来俗称新年，北京人
叫“大年初一”，除夕叫“大年三十儿”。从
筹备开始，人们就进入“年关”了。

一般来说，年前的准备阶段有二十多
天。“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
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
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去打酒，三十晚上熬
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这首民谣充分说
明了年前人们的忙碌，自“腊八”至初一，
所谓“家无虚丁，巷无浪辈”，街上的行人
脚步似乎也加快了。

尤其是腊月二十三，不可小觑，又称

“小年”，这一天汉族民间要祭灶。不过，这
是一个男性专属的节日，汉族民间有“男不
拜月，女不祭灶”，因此祭灶王爷，只限于
男子。在中国的汉族民间诸神中，灶神的资
格算是很老的。自周朝开始，皇宫就将祭灶
列入祭典，在全国立下祭灶的规矩，成为固
定的仪式了。这一天，人们要向灶王献糖
瓜、糖饼等甜品，希望他嘴上抹蜜，“上天
言好事，下地保人间”。你看，千百年来人
们对灶王爷的贿赂，真是赤裸裸啊！值得注
意的是，有的地方是腊月二十四祭灶。

一进腊月，市面骤现繁荣，这是一年内
的特有市场，叫腊月市。先是卖腊肉和粥果
的，为“腊八”做准备，如核桃、枣、柿

饼、栗子、乾菱角米等等。过了初十，开始
卖卫画门神、金银箔、烧纸等。二十以后，
以卖糖瓜、糖饼、江米竹节糕、关东糖、草
炒豆等物，为“祭灶”做准备。二十五以
后，卖芝麻橘、松柏枝等物，为除夕之夜做
准备，货物齐全，琳琅满目，价格也相对涨
高，所以北京话有“腊月水土贵三分”之
说。

值得一提的是，腊月十六是尾牙节。尾
牙是商家一年活动的“尾声”，这一天百姓
家要祭土地福德正神，祭拜房屋地基主；各
商家行号则要宴请员工以犒赏过去一年的辛
劳，并给员工放假，让他们回家过年。如果
掌柜的要解聘某位员工，就会把酒宴上的鸡
头对准这位员工，人人便会心里了然。因
而，这段犒赏宴，同时也可能是散伙饭，几
家欢喜几家愁。

置办之月

团聚之夜团聚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