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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王永红 报道
本报讯 进腊月门说好话、排队碾

上“打”地瓜、除夕上午贴春联、挑着灯
笼去“请年”……这些都是段作成记忆
中的年味道。“我们小的时候，过年可是
一家人一年中非常大的事，为了过好这
个年需要做很多准备。”段家埠社区60
岁的段作成回忆道，1月14日，记者采访
了段家埠社区的段作成，听他讲述了他
小时候沙子口的年俗文化。

排队碾上“打”地瓜

“沙子口这边早期的一些年俗习惯
也都越来越少了。”14日，在段作成家里
记者了解到，原来他们小的时候，一进
了腊月门家人们就会嘱咐童言无忌的
孩子们说话一定要小心，要只说好话不
说坏话，“当时家里的长辈们对孩子童
言无忌说不好的话都很忌讳，如果在过
年的时候说了不好的话，就会觉得不吉
利，在新的一年可能不是很顺利。”段作
成说，所以那会的小孩子，一进了腊月

门说话就要绷紧一根弦，生怕一不小心
说错话，不然指定会挨揍。
“小的时候大家生活都苦，当时过年
意见比较大的事就是全村人到村里的碾
上排队‘打’（碾碎）地瓜。”段作成回忆道，
当时大家都通宵排队，为的就是把地瓜弄
得碎一点，可以包豆包，这样吃起来会比
较好吃，在那会也算是比较好的饭了。

挑着灯笼去“请年”

“这边最大的一个习俗就是除夕下
午四点到六点钟差不多天黑的时候，一
大家人挑着灯笼上山‘请年’。”段作成
回忆道，这个意思就是上家里已故老人
坟墓所在的山上，在坟前缅怀慰藉先祖，
告知现在要过年了。“这个仪式类的活动
说起来好多地方都有，但是我们这边不一
样，我们这里就是年纪大的，比如七八十
岁的老人行动不便可以不去，但是除此之
外的上到六十多岁的大人，下到五六岁的
孩子，全家老小都得去，而且也不分男女，
只要是这个家族的都得去。”段作成说道，
在墓前摆上烟酒糖茶，燃放鞭炮进行祭
奠。咱们中国人最是看重和讲究血缘亲情
这种家族关系，在过年时候通过这个活

动，可以让家里小辈多了解家族。
“晚上六点多回家了就开始准备年
夜饭，做完年夜饭差不多晚上八点多还有
一项仪式就是‘接灶’。”段作成回忆道，这个
的意思有点像为远方来客或外地归来的亲
人接风，将酒菜作为供品，让从天上下来的
灶神享用，以示恭敬。“要是不认真就可能得
罪了灶王爷，他到时候回天上说了这家坏

话，这样就可能一年不顺利。”段作成笑着说
道。“吃完了年夜饭，就开始拜年了。”段作成
说道，以前拜年都是从年夜饭以后天亮之
前要求全部拜完年，自家“五福”以内都要上
门拜年，街坊邻居都得一个一个走，不能落
下。“大年初二晚上进行‘送年’。”段作成说
道，“送年”的讲究是要先吃饭再放鞭，这
里跟过年是相反的。

剪好的福字。

剪好的寿字。

居民展示收到的福字。书法家正在为居民写福字。

小朋友正在剪纸。

艺术家们进行现场剪纸。

□半岛记者 王永红 报道
本报讯 “艺术家们过来给我们送福，我们心里非常

开心。”大河东社区王女士笑着说道。近日，沙子口街道与
崂山区文联和崂山区老年书画协会联合举办了“送福进社
区·欢乐进百家”千幅对联进社区活动。
近日，崂山区文联和崂山区老年书画协会分别在沙子

口街道大河东社区和小河东社区文化大院内挥毫泼墨，创
作了春联、福贴、国画、剪纸等作品。为社区老党员、老干
部、贫困家庭、书香家庭等群众送去了订报卡和新年的祝
福。为了搞好这次活动，老艺术们精心准备了许多寓意吉
祥的对联，有描绘祖国新景新物，赞美神州巨大变化的；有
针贬时弊、反腐倡廉、抑恶扬善、赞美新风的……有的书法
家更是结合实际，即兴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特点、反映居
民幸福生活的春联。
本次送福下乡活动，在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同

时，又为社区群众送去了报卡、福字、对联等实惠的文化福
利，受到了居民的一致欢迎。下一步，街道将结合各社区实
际开展庆新春文艺汇演、猜灯谜、扑克比赛等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为广大社区居民献上新春贺礼。

进了腊月门，童言得注意
听段家埠社区段作成讲述沙子口的年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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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作成展示他小时候“请年”时用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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