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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关，曾为蜀国之要道，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剑门关的巍峨险峻也成
为守护精神的一种象征。

门神，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新年伊
始，家家户户将之贴于门上，作为祈求
来年平安喜乐的一种仪式。

看似不相关的两者却具有相同的
守护意义。当剑门关遇上门神文化，将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千年古蜀道

剑门关，地处四川东北部，一千多
年前，李白曾挥毫在此写下“剑阁峥嵘
而崔嵬”。剑门关从秦岭蜿蜒至蜀道，
扼入蜀之咽喉，踞地势之险要，历来为
兵家必争之地。

剑门关的历史悠久且传奇。相传
战国时期，蜀国五丁力士劈山开道，
才有了这条令李白惊叹“难于上青
天”的蜀道。东汉末年分三国，一段
段蜀国往事勾勒出剑门关地理位置之
险要。其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羽扇纶
巾，率军伐魏。路经大剑山，见群峰
崔嵬，雄奇险峻，气势夺人，便令军
士凿山岩，架飞梁，搭栈道，修筑工
事。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曾
在此屯粮、驻军、练兵；又在大剑山
断崖之间的峡谷隘口砌石为门，修筑
关门，派兵把守。当年魏军镇西将军
钟会率领十万精兵进取汉中，意欲取
道此地，打开蜀国大门。蜀军大将姜
维领三万兵马退守剑门关，抵挡钟会
十万大军于剑门关外，挽狂澜于既
倒，扶大厦之将倾，延蜀国之寿祚，
遗后人以遐思。

如今的剑门关，早已褪去了战乱纷
争，静卧于崇山峻岭、苍松翠柏之中，为

中外游客亲近自然、聆听松
涛之胜地。

“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
楼阁九天开”，剑门关融雄、
险、奇、幽于一身。作为中国
历史上唯一一处未被正面攻
克的关隘，“中华名关”剑门关
千百年来以“守”道“安”邦的

“守护精神”，成为中国独特的
文化符号。

以年画为媒

提起年画、门神，不得
不令人想起王安石的诗 《元
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
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
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首诗道出了中国民间欢庆
新春佳节时的重要民俗。“新桃”即桃
符，农历正月初一，人们在桃木板上
写上神荼、郁垒两位门神的名字，悬
挂于门旁，用以新年祈福。这一传统
既是民间的信仰，也昭示了千百年
来，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与向往。

门神是中国人心中的“保护神”。
门是每日必经之处，人们自然对其加以
重视，不但祭祀门神，而且将门神人格
化，使之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汉朝门神多为神荼、郁垒，唐代
门神较多见的是秦叔宝和尉迟恭。二
人皆是唐朝开国名将，战功卓著。唐太
宗命画匠将二人的画像画在宫门上，以
镇鬼魅，民间遂纷纷效仿。门神信仰迎
合了普通百姓免除灾祸、祈求平安、渴
望风调雨顺、事事遂心的美好心愿。

在过去，家家户户每逢春节必贴门
神年画。但如今，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

居住方式的改变，作为中国人家居“标
配”的“门神”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贴
门神的习俗，对于很多城市新生代而
言，更是陌生而新鲜。

淡出视野并不意味着遗忘，一场
别开生面的门神祈福活动正在剑门关
展开，来自蜀道、秦岭两地的国家级
非遗大师、木板年画传承人李方福、
邰立平等人，共同在剑门关发起了年
画门神守护活动，以先辈开蜀道的气
魄，力推门神文化再次兴起，让更多
人爱上门神文化。

其实，千百年来，剑门关作为
“守护精神”的文化圣地，实质与门神
信仰的精神内核息息相通。尽管古今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形式千
差万别，但不变的是对幸福安康的追
求。在剑门关，蜀地瑰丽多彩的地域
文化与中原传统的民间文化、民俗活
动交融互渗，相得益彰，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

扬守护精神

在弘扬民间文化、促进旅游开发背
景下，由华侨城西部集团主办、剑门关
华侨城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
剑门关首届门神祈福文化节自 1 月 20
日在剑门关游客中心广场开幕后，活动
将持续到2月19日，贯穿整个春节。

剑门以一关“守”中华气节，扬民间
文化。剑门关首届门神祈福文化节，为
的是让中华门神“归位”剑门关，弘扬传
统文化、传播守护精神。本次门神节，除
了年画门神展外，还设立了丰富多彩的
民俗互动活动，展示五彩缤纷的非遗年
画，让剑门关的春节民俗活动更有味道、
更具特点、更加中国。同时，还将举行剑
门关祀门大典。活动期间，游客在景区
里通过打卡 5个门神祈福点，能收集到

“福禄寿禧财”五福，在剑门关实现“五
福临门”。

剑门关门神节以“让年画重回春
节”的主题系列活动，吸引成千上万的
游客在剑门关过个欢喜中国年。

门神祈福文化节只是剑门关发扬
守护精神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四川
广元市、剑阁县依托剑门关稀缺资源
和优越的区位优势，引入华侨城投资
70 亿打造“剑门蜀道”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在四川“大蜀道”战略中，充
分发挥广元市作为川陕甘渝区域中心
城市的区位优势，建设剑门关国际旅
游度假区。项目以“景区+度假区+特
色小镇+乡村旅游”的布局战略，重
点建设剑门关——翠云廊景区及拓展
区、剑州小镇、剑山旅游度假区、汉
阳特色小镇、乡村旅游示范带五大功
能板块。深入挖掘蜀道文化，创建美
丽乡村典范及乡村振兴样板。

本文照片由华侨城西部集团提供华侨城西部集团提供

剑门关 迎门神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剑门关剑门关 迎迎门神门神
本报记者 何欣禹

临近春节，我们来到古徽州，即
黄山市市政府所在地屯溪。徜徉在古
色古香的屯溪老街，见沿街一些售卖
徽州特色的店铺前围着许多游客，我
们好奇地凑到一家店门口。店铺前，
一位中年师傅在砧板上不停地搓揉熟
面粉和饴糖。他用面粉将饴糖一层层
包裹起来，做成一条“长蛇”。“长
蛇”卷曲在砧板上，又被师傅切成一
块块四方形。两位大姐坐在砧板前，
用红纸将切下来的酥糖包成一个个火
柴盒大小的红包。原来，他们正在制
作当地闻名遐迩的顶市酥。

徽州谚语说，“小时望过年，大了
望莳田。”小孩子盼望过年，过年不但
有新衣服穿，还能吃到各种各样好吃
的糕点，如盐水豆、芝麻糖、芝麻糕
等，数不胜数。在这些丰富的糕点
里，顶市酥是徽州孩子的最爱。

顶市酥是徽州的特色糕点，又被当
地人称为“红包”。顶市酥早在南宋即
有记载，闻名于明清，也是古代徽州书
生进京赶考必带的随身物品。据传乾
隆皇帝下江南，吃了一块用红纸包起来
的糕点后，赞不绝口，说这是顶好的糕

点，于是人们就将它称为顶市酥。旧时
一般人家都很穷苦，过年没钱给拜年的
孩子们做压岁钱，长辈就用顶市酥代替
红包，塞进孩子的口袋。所以，顶市酥
与红包意义相似。顶市酥色泽淡黄，味
道酥甜，香味四溢，历来深受人们喜
爱。民谚说，“拜年不带麻酥糖，请君不
要进厅堂”，由此可见，顶市酥是徽州人
春节走亲访友不可或缺的糕点。顶市
酥的原料为面粉、芝麻、白糖和饴糖，上
品顶市酥抓起成块，提起成带，香味醇
厚，入口香甜，且保质期长。

师 傅 见 我 们 围 观 ， 便 让 我 们 尝

尝，不买也没关系。我用指尖夹了一
块顶市酥送入口中，味道不错，酥软
香甜，入口即化。据说制作顶市酥的
要求很高，非一般人所能，熬制饴
糖、控制火候就是一门技艺。火候嫩
了，易化黏纸；老了，易碎松散。以
前，徒弟学做顶市酥，是要举行拜师
仪式的。看来，熬饴糖我们一时是学
不好了，可我们对包顶市酥跃跃欲
试。出乎我们意料，师傅竟允许我们
到店里学学包装。按照程序，洗手消

毒，带上一次性手套。然后，我们坐
在砧板前，小心翼翼地跟那两位大姐
学包顶市酥。大姐包顶市酥的手法，
看得人眼花缭乱。她们用小铲子将切
好的顶市酥放在一张小红纸上，双手
从四面一叠，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很快就包好一个顶市酥，端端正正地
码放在食品盒里，像用尺子矫正过一
样。我东施效颦，学着她们的动作，
却掌握不了要领，将好端端的顶市酥
卷成了圆筒形状，奇丑无比。看来，
制作顶市酥，连包装都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更别说熬糖了。

虽然包不好顶市酥，但我们吃起
来却一点不含糊。大伙你看着我、我
看着你，忍俊不禁。原来，我们的嘴
唇和腮帮子都黏上了面粉，像长了白
胡子，想不到吃顶市酥还要有技巧。
临别，我们每人买了几盒。入乡随
俗，我们要学做一个徽州人，等到正
月带上喜庆的顶市酥去亲戚家拜年。

徽州能吃的红包，包着浓浓的年
味，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图：徽州顶市酥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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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曾读过余秋雨的《抱
愧山西》，对于这个黄土高原上的省
份，充满了好奇。后来终于有机会
去到山西去看一看。说到山西旅
游，就不得不说说平遥，这个晋中的
小古城，用 2700年的历史，讲述了
一个传奇。

古时平遥的繁荣气息似乎延
续到了今天，这种繁荣里包含了文
化、经济、社会和宗教等各方面。
租辆自行车沿着城门楼转悠一圈，
然后登高鸟瞰古城，只见熙熙攘攘
的人从城中穿过，这一幕或许在古
代哪个朝代也曾出现过。

因为人太多，在古城里自行车
只能推着。平遥县衙里有专供游
客拍照的“过堂”现场，县太爷、犯
人、衙役等一应俱全；中国票号博
物馆——日升昌里，讲述着山西票
号的繁荣和兴衰；平遥城里还有文
庙、清虚观、镇国寺、双林寺，很难
想象，这样一座小城，却包容了多
种宗教和多元文化；马面的墩台、

城墙的角楼、城门的炮台和城外的
护城河，无不透露出古人的智慧。
古城内的交通，纵横交错，有四大
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如果
不记得路，很有可能会把自己弄
丢。南大街上的店铺林立，至今仍
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格局和风
貌，古色古香。这里，自创始以来
就是平遥县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清朝后期，南大街的票号控制着当
时全国大部分的金融机构，被誉为
中国的“华尔街”。晋商也是当时
实力雄厚的商帮，名扬天下。只可
惜最后墨守成规，错失机遇，整个

“票号”业务，也遭遇了“立秋”，败
给了新兴的银行业。山西有部很
出名的话剧《立秋》，讲的就是关于
山西票号的事。

从城楼远眺古城，平遥似乎很
小，在高处，你能一眼扫完繁华。
然而置身古城之中，却感觉平遥很
大，极容易让人迷失在某条小巷。
时间很快，夜幕降临，人群退去，终

于能有机会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这
古城的小巷里。只是还没走多久，
就又迷失了方向。相比于白天的
繁华，夜晚的古城多少有点落寞，
骑着自行车在小巷子里转了很久，
才遇到一位当地的大爷，带我们转
上了“南大街”的主路。

自行车再次驶过“日升昌”，只
见大门紧闭，孤单的牌匾悬在门
上，白天被无数人参观的博物馆，
也终于可以有了片刻的歇息。白
天夜晚的对比，何尝不是日升昌历
史的写照呢？曾经的门庭若市到
后来的门可罗雀，一个票号倒下
了，一代商帮也中落了。不禁令人
遐想，如果当初抓住时代机遇，古
城的南大街就不仅仅是当时中国
的“华尔街”，或许现在也是。

望着眼前的青砖黛瓦，石板古
道，遥想近千年的历史变幻，平遥这
座古城在我眼中更多了一份厚重和
沧桑。

上图：平遥夜景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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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关门神祈福文化节现场。

春节，这个具有千年文化传
统的节日，积淀了深厚的底蕴。
它寄托着亿万人浓浓的情感，承
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年，是最让人牵肠挂肚的节日；
年味儿，是人们心中最醇厚、最
悠长的韵味：它是洒扫庭除的仪
式感，是人头攒动的热闹劲，更
是久别重逢的真情倾诉。它调动
亿万人融入浓浓的“春”之中，
吃腊八粥、购置年货、剃头、贴
对联……有的人期盼在外的儿女
归来，精心准备了儿女们最想吃
的饭菜；有的人挤进春运的大
潮，急切地踏上通往故乡的归
途；童孩们则数着日子，等着穿
新衣、走亲戚拿压岁钱……这味
道，弥漫在大街小巷，流淌在每
个中国人的心中。

老年：团圆

红遍大江南北的《常回家看
看》中这样唱道：父母不图儿女
为家作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
就图个团团圆圆。年关将至，家
里的老人已经开始急切地盼望与
儿孙们团聚，一次次站在路口，
深情地眺望孩子们归来的方向。
大年初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大红的色彩照满厅堂，幸福的滋
味盈满酒杯。桌上摆了满满一桌
热菜，桌中间一个热腾腾的火
锅，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老人们
拿起筷子，往儿孙碗碟里夹他们
爱吃的菜，“大鱼大肉吃腻了，
多吃些绿色蔬菜”。有的儿女们
想尽孝心，想带老人外出旅游过
年或者到餐馆饭店吃年夜饭，但
都被老人执拗地否决了。在老人
们心中，年不是吃喝玩乐，而是
一种庄重的仪式，是一个属于家
的节日。老人们珍惜团团圆圆，
和和美美。在家里，有血脉的传
承，有亲情的汇聚。

中年：圆梦

对于中年人来说，紧张忙碌
了一整年，陪伴同事的时间可能
比陪伴家人还多。春节便是回归
家庭的时候。重归熟悉的家庭环

境，沉浸在浓浓的年味儿中，尽
是说不出的轻松舒展，道不完的
温馨话语。步入中年，越来越感
悟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意
味，越来越懂得尽忠行孝的意
义。在外打拼了一年，回家过
年，免不了盘点一番、展望一
番：事业是否有新的长进，生活
是否有改善，父母身体是否康
健，孩子学习是否满意；新的一
年，有哪些新的目标，有哪些新
的规划……对父母尽孝、对儿女
尽责、对工作尽职，一桩桩、一
件件涌上心头，平添了几分沉甸
甸的责任。

过年是休闲地，更是加油
站。望着老人期待的眼神，抚摸
着孩子可爱的脸庞，不由默默地
对自己说：新的一年，加油！

孩子：玩乐

过年是孩子心中最盼望的节
日。离过年还有一个月，孩子们
就数着天天，摆脱了繁重的作
业，像无忧无虑的小鸟。他们穿
着新衣服，满街打闹，放鞭放
炮，跟着大人串门拜年。现在，
孩子们仍有追逐打闹、捉迷藏的
兴致，也有穿新衣、挣压岁钱的
期盼，但环境变了，生活好了，
孩子们心中的年味也淡了。如
今，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在电脑上
玩游戏，在手机上发信息、群
聊，并且没有父母的干预。年又
要到了，可不知在孩子的心里还
能留存多少对“年”的记忆？也
不知祖祖辈辈留下的过年传统，
到下一代还能延续多少？

悠久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浓
浓的血脉需要代代传承。我们要
在“年”的文化中，对孩子们进
行文化熏陶和传统教育。给他们
讲讲过年的传说、过年的习俗、
过年的礼仪，让孩子们从电脑游
戏中挣脱出来，从各种各样的补
习班中解放出来，酣畅淋漓地玩
几天，真真切切感受一下年的味
道。只有孩子们从小懂得过年、
学会过年，我们的中国才会越来
越红火。

春节的期盼
梁 冬

春节的期盼
梁 冬

剑门关剑门关

绵竹年画传承人、剑门关门神节
国风召集人李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