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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乡间，大年初二是民间约定俗
成的“女婿节”“迎婿日”，素有女婿拜丈
人的乡风民俗。

作为中国年这部大书的温情篇
章，大年初二拜丈人，既体现了情深意
长的感恩情怀，也演绎着传统礼仪的
无穷魅力。

我们不难想象，大年初二这一天，
城乡到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一
条条大道或者土路上，一对对穿戴一
新的夫妇，或徒步而行，或骑着自行车
摩托车，或开着小汽车，满心欢喜走在
回娘家的路上。大年初二这一天，在
城市的居室或者农家的院落里，又有
多少位老人望眼欲穿地期待着女儿、
女婿和外孙、外孙女早点到家。年前
煮的喷香肉块还留在锅里，给孙辈们
准备的崭新压岁钱正揣在兜里，只盼
着女儿女婿们跨进家门叫上一声暖心
的“爸、妈”或者“爹、娘”，只等着外孙、
外孙女那一声稚嫩的“姥爷姥姥”或者

“外公外婆”在耳畔响起。
河南乡间，男女结婚的当年春节

要备新客礼，新女婿陪同新媳妇去拜
望岳父母，俗称“认门”“认亲”。过去，
新女婿给岳父岳母拜年的日期也有讲
究。正月初一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娘
家，民间认为女儿在初一这天回门会
把娘家吃穷，只有在大年初二以后才能
回娘家。

新女婿大年初二拜丈人所带的礼
品有：带肋骨的猪肉一块，俗称“礼条”，

重约三四斤；糕点两包；四样青菜。猪
肉和青菜均用红纸条绕缠。新中国成
立前，新女婿当年春节去岳父家时，对
其家族中每一户都要施礼拜祖先，所以
去之前要请人教施礼的方法，主要施
三拜九叩礼和二十四叩礼。如果一些
新女婿对礼数不通，又不善饮酒，大年
初二拜丈人之时还需要懂礼仪之人相
陪，俗称“架礼人”。这个人不仅熟谙
民间礼仪，还要有一定的猜枚划拳技
巧和酒量，保证新女婿不被岳父家的
人灌醉。

头一年的新女婿俗称“新客”，岳
父家不管家境贫富都要设酒宴款待，有
些富裕人家还要设好几桌，主要是请那
些闺女结婚时送礼而没有去男方家做
客之人，过年时新女婿来家时设宴相
陪。女婿、女儿到家稍事休息后，出嫁
的闺女由本家的嫂子或者婶子陪同去
本族各家进行拜年。新女婿则由妻子
娘家弟弟或者侄子陪礼，先在岳父家对
其先祖进行大礼跪拜，后由陪礼者带领
去本族各家拜年，也是祭拜先祖。

新女婿去各家拜年时，会遭到一
些不怀好意的嫂子的戏耍，譬如，故意
在跪席下面放上几根细木棒，使新女
婿在跪拜时感到膝盖疼痛，但是碍于
面子只好咬牙忍着，而此时那些刁钻
的嫂子们则站在旁边捂着嘴偷笑。新
女婿到岳父岳母家拜年时，往往会让
新女婿先吃一碗饺子，以示尊重。这
一礼节本无可非议，不过，这碗饺子往

往被别有用心的娘家嫂子提前做了手
脚，成为戏耍新女婿的辅助道具。早
在包饺子之时，嫂子们就用辣椒做馅
包了几个饺子煮熟放在了碗里。若新
女婿对此有所了解，吃时先用筷子夹
开上面的饺子就不会出洋相。有的不
知此俗，端碗就吃，即使辣得满头大汗
也得勉强吃完，结果就会在丈人家落
下笑柄。

当然，出嫁的闺女给本族各家拜
年，不纯粹是只出不进的“赔本买卖”，
也会有一份不菲的收入。收礼的娘家
各族户，要给出嫁女封子钱，还要烙一
个厚实实的油馍送给出嫁女带回婆
家。所以新媳妇过年时从娘家返回
时，不少人围着新媳妇争着抢着要油
馍吃，民间认为吃了这种油馍吉利。
此外，过年时新婚夫妇无论给哪家亲
戚送礼拜年，收礼者都要给新媳妇一
个封子钱。新婚夫妇对岳父家送礼拜
年后，岳父家要在正月初九前后对新
女婿进行回礼。回礼的礼品是糕点，
收礼者每户一包。回礼人多是新媳妇
的叔伯或者哥。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后，新婚
夫妇头一年过年去岳父家拜年送礼演
变为送礼为主，拜年一词成祝贺用语，
新婚夫妇不再去本族各家问安跪拜，有
的夫妇亲自将礼品送到各户，有的则由
娘家人代送，而其他习俗仍流传至今。
礼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迁，但猪肉
礼条仍是必备主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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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噼 里 啪 啦 ”
“噼里啪啦”……

零碎的鞭炮声
已炸响春节的热闹
与喜庆，大人孩子
开始弹拨新年的欢
快与喜冀。此时，
与鞭炮同时炸响的
是儿时过年的快乐
与美好。

记得农历腊月
二十二，我们便放
寒假了。放寒假最
重要的一件事，就
是去小镇上买画。
三五个同学结伴去

镇上，凛冽的北风吹得脸疼，我们就
拉着手倒着走。听到后面有人时，扭
头看一眼给他们让让路，然后又拉起
了手。碰到结冰的小河，就在上面滑
着走。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我们留恋在一个个画摊前，搜罗
自己的心头好。山水花木有远意，清
新淡雅，适合送给老师；我们迷恋的
那些故事《宝黛读西厢》《林冲风雪山
神庙》《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等，
适合买来送给同学。我们每人挑了
七八张，用纸筒卷了，兴高采烈地回
家。到家后在画上面的空白处郑重
地写上：赠给敬爱的老师或亲爱的同
学，落款处写上自己的名字。待老师
和同学在家时，就喜滋滋地送，美滋
滋地归。时隔一半天，同学来家回赠
了。送走同学，迫不及待地打开来
看，画面更美，纸张更厚实，把同学赠
的画张贴在屋里，顿觉蓬荜生辉。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
二十六割块肉，二十七杀只鸡。其
间，大人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小孩子
也被呼来唤去，帮点小忙。

到了腊月二十八贴春联时，我们
就派上了用场。一早我和弟弟就被
妈妈叫起，把用白面反复打好的黏性
糊糊放在门口，让早点贴春联，抢喜
庆。我和弟弟就把春联对折，然后用
刀子割开，抹上浆糊，小心翼翼地往
门框上贴。定不准上下联就问爷爷，

爷爷笑眯眯地说：“上联贴东边，东为
上！”有时贴错了，再揭下来重新贴。
春联贴好后，妈妈拿出一个她珍藏的
日记本，让我们把各家各户的春联都
抄在本子上，集结下来。

走家串户，看着红纸上或端庄或
秀雅或灵动或朴拙的字迹，闻着那淡
淡的墨香，再认真品读那对仗严谨，
或祝福或祈愿的美词佳句，心里的喜
悦由内而外层层扩散。

春节的喜庆被家家户户张贴在
门楣上，我的幸福荡漾在日记本里，
常看常新。现在想想，妈妈不失时机
地激励我们学习，对我接近文学、爱
好文学是多么有益的影响！

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
子。爸爸包得快，我们几个都赶不上
他。鞭炮声里，一家人欢天喜地吃年
夜饭，然后打扑克，玩至深夜。妈妈
把新衣新裤放在床头并嘱咐：“明天
早上起来穿，起床别等大人喊，争取
早起，初一的举动关乎一年，你们要
有一个好的开端。”

初一早上，我们睁开眼就起床，
穿上新衣，开始了崭新的一年。

妈妈做好饺子后，开始放鞭炮，
然后盛一碗饺子，敬天敬地敬祖宗
后，才允许我们开吃。吃完饺子我们
就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拜年。拜完
年，拿着压岁钱买吃食，去街上和小
伙伴疯玩，到中午妈妈做好饭才被唤
回，掀开锅盖儿一看，妈妈炸的各种
油食都有，酥肉、鸡块、鱼块、丸子等，
盛上一碗，美滋滋地吃了。那美味
儿，已贮存在记忆里，再也寻它不来。

初二开始走亲戚，先去姥姥家。
吃完早饭，我和弟弟用书包拎了几盒
果子就出发了。路上人来人往，步行
的较多，遇到同村的小伙伴就说说笑
笑一同前往。路两旁光秃秃的树枝
抖擞着喜悦，沟沿上，鸟儿欢快地跳
来跳去。到姥姥家后，姥姥、姥爷、舅
舅他们就拿出崭新的压岁钱给我们，
并祝福下一次要考得更好。我们把
压岁钱折好，放在最保险的口袋里，
生怕它们插翅飞走。

我家亲戚多，从初三开始，我们
分别去看望姑奶、姑妈、姨妈，一直到

初十才基本走完。我和弟弟把压岁
钱数了又数，放在各自的抽屉里。

中间歇一天，十二那天妈妈抽不
开身，又让我们去看望她的舅爷。妈
妈的舅爷是一位七八十岁的独居老
人，瘦瘦弱弱的，住两间茅草房，屋里
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每扇门上都贴
着红红的对联，小院温馨宁静。见到
我们，先给我们掏压岁钱，然后就喜
眯眯地踩着凳子，把吊在屋梁上的一
个竹篮子取下来，拿出春节炸的丸子
和豆腐干，做一小锅菜。至今还记得
那丸子好像是变味儿的，但那时也觉
得别有风味儿。那么远的亲戚，可去
可不去，但妈妈惦记着她的舅爷，给
孤独的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让我们
敬佩。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忙活
一年的人可以借此机会乐和乐和，
走亲访友，让亲情友情在这个时间
节点重新迸射出火花，意义实在不
同寻常。

在那个物质匮乏、音像媒体皆
无的年代，春节走亲戚、吃美味、数
压岁钱、存放压岁钱是儿时最开心
的事儿。现在的春节，民富物丰，开
车一天就能把十几家亲戚走完。每
当开车走上熟悉的道路，儿时过年
的种种美好和情趣就纷至沓来。

春节的记忆，丝丝缕缕都让人怀
想，那淡而悠远的香，芬芳着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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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在雪花飞扬的冬天回
老家，给爷爷奶奶拜年。

那时候我上幼儿园，不知道怎么向
小朋友和幼儿园老师描述我奶奶的模
样，只是说，我的奶奶满脸都是双眼
皮。奶奶给我煮土鸡蛋让我带着路上
吃，我数啊数，数不过来，只知道比一巴
掌的手指头还要多一个；奶奶给我们准
备的包包也数不过来，也是比一巴掌的
手指头多一个；我们要出发了，奶奶留
我们多住一天，为的也是出发的日期比
一巴掌的手指头多一个……

后来我会数数了，于是知道奶奶是
多么喜欢“六”这个数字。我的小名也
被奶奶叫作“六六”，因为我是她和爷爷
的第六个孙子，每当她叫我六六的时
候，双眼皮就皱成了金色的菊花，在阳
光里闪闪亮。

有一年寒假，我想带几棵草莓回城
里，奶奶专门让种草莓的大伯给我挖了
六棵；我想种葡萄，她也是给我挖了六
棵葡萄苗。不仅喜欢“六”，奶奶还喜欢

“九”，她会盛放九个饺子在我的小碗
里，以至于家乡那硕大的饺子在我的小
碗像坦克都堆得快要飞出来！她说，吃
啊，六六，你吃啊，吃了长高高，长壮壮！

妈妈还曾经告诉我，在我出生的时
候，奶奶准备了三件棉衣，三双棉鞋，三
个婴儿被。“三六九”，这都是你奶奶喜
欢的数字！妈妈笑着说，她跟爸爸结婚
的时候，奶奶给他们缝了九条大棉被，
里面装满枣、花生和桂圆，那喜气洋洋
的大红大绿让贺喜的人眼花缭乱，大家
不禁说道：“九是幸福！”奶奶听了，又是
喜得一脸菊花开！

妈妈说，奶奶年纪大了，讲究好兆
头，她的心上，只为顺利平安，余下的都
是身外物。一年一年，奶奶是这么说
的，也就这么希求，平安是富，顺利为
贵，久久长长……

生活是无限的，生命终是有涯，爷
爷和奶奶都是九十三岁高龄离开我们
远去了。如今又到春节，给爷爷奶奶拜
年了，漫天的雪花洁白无瑕，是我们心
头的思念，也是奶奶的数字情在飞舞。

奶奶的数字情
◎宋易泽（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