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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伦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腊八似乎
可有可无。因为在它之前是“大如年”
的冬至，其后则为万民所盼的春节。
“吃了腊八煮（粥），还有二十天另两
宿”，“嫚、嫚，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
年”，流传的民谚，似乎让腊八成了可
有可无的“鸡肋”。
虽无足轻重，但应景的程序还是
少不了的，这天的标配是喝腊八粥。
勤劳的主妇们一般在头天晚上就将
所需材料准备齐全：大米、小米、黍米，
花生、栗子、高粱、黄豆、绿豆……食材
虽琳琅满目，但只能选八种同煮。至
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其说法各异，仅
流传在崂山地区的便有数个版本：
传说早年间有八个在人间管事
的小神，他们品行不端，臭味相投，经
常合伙祸害百姓。后被玉皇大帝察
觉，遂处以不给饭吃的惩罚。这八个
小神饿极了就到人间来抢百姓家的
米粥喝，诸般恶行最终惹得玉帝龙颜
大怒，将其打入阴曹地府变作小鬼。
虽屡遭惩处，他们却仍不思悔改，时
不时溜出去偷鸡摸狗。百姓对其恨之
入骨，担心春节期间再来骚扰，便于

腊八这天将象征八个小鬼儿的八种
粮食放在一起熬成米粥，杀鸡儆猴，
终绝后患。
腊八还与宗教有关。相传“真武
神”当年为潜心修炼远走他乡，得道
成仙后方回家探望双亲。母亲见多年
未有音讯的儿子突然归来，高兴得不
知该做什么饭才好，情急之下，便将
家中刚收获回来的八种粮食掺在一
块，熬了一锅粥给他吃。因稀稠相间
味道独特，遂延续至今。另一说法是
腊八这天为释迦牟尼的成佛日，每到
该日，寺院中便取五谷杂粮煮粥供佛
斋僧，施舍贫民，后传入民间形成节
日。
不过有个曾编入“文革”之前语
文课本里的故事似乎更接地气：古时
候有夫妻俩老来得子，所以十分溺
爱，使其养成了游手好闲、不劳而食
的惰性。儿子长大后娶的媳妇也是一
丘之貉，小两口好吃懒做，不思耕种，
常年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
虫生活。过了几年父母去世，二人依
然我行我素，最终坐吃山空，将家产
耗尽。腊八这天，家中已经断炊，夫妻
俩饿得眼冒金星，挣扎着爬起来打扫
了一下缸底囤边，共收集到八样粮食

熬粥果腹，不久于风雪交加中冻饿而
死。他俩死后邻人引以为戒，于每年
这天煮粥食之，借此教育子女要吃苦
耐劳，勤俭持家。
大凡传统节日都有所禁忌，腊八
亦是如此。对那些口无遮拦的孩童，
大人们会反复叮咛：过了腊八就是年
了，谁再敢说“淡话（脏话）”就给他把
嘴撕成个“破口（豁嘴）！”“冬不推，腊
不捣”也是流传在崂山地区的民间俚
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冬至当日忌讳
推磨，腊八这天不能“捣米”。究其来
历，却没人能够解释明白。
“拖着腿，拉着腰，怎么也得等着
吃了那顿腊八糕（粥）。”这也是与腊
八有关的民谚，其释义有二：一是指
人们对腊八粥的向往，另一说法是指
那些仍在苟延残喘的苍蝇——— 这种
令人讨厌的昆虫，往往到了腊八仍不
绝迹。不管孰是孰非，在滴水成冰的
冬日，清早起来能够喝上一碗香甜醇
厚、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是贫困年代
里对疲惫的身心莫大慰藉。
腊八节当日，人们喜欢用糖、醋
腌制“腊八蒜”。虽然制作起来颇费工
夫，但大家仍乐此不疲。色泽碧绿、味
道酸甜、脆辣的“腊八蒜”，是正月里

吃够了大鱼大肉的人们下饭解腻的
一道美味。
另外崂山过去还有一个习俗，那
就是很多人腊八这天会上山去采摘
映山红花枝，拿回家后插入清水瓶
中。只需每日给它换一次水，那些原
来只有黄豆粒大小的花苞便会一天
天变大、泛红，于春节期间盎然怒放，
营造出一片灿烂的春色来。说来奇
怪，只要换水及时，凡在腊八节这天
折回的映山红花枝，不在除夕就在初
一开放，这一点屡试不爽。
“过腊八，年歘歘（chua）”,一过腊
八，年味便愈来愈浓了。家家户户开
始忙着“扫灰”，赶集采办各种年货。
鱼肉蛋菜自不必说，挑年画、揭“灶
禡”、请香烛、买鞭炮……当然还忘不
了添置碗筷，祈盼来年增添人口，家
业兴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腊八节已
越来越不被重视。面对丰富多彩的
生活，一碗平淡无奇的杂粮粥，已
难以让人感受到昔日的温暖。岁
月不居，时光如流，那些贫困
年代曾经拥有过的“小确
幸”，终将变成一代人心中
美好的回忆。

崂山人的腊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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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晓林

1月18日上午，由崂山区文联和北
宅街道联合举办的“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走进乡村迎春送福活动在
北宅街道卧龙社区成功开展，书画家们
用他们满载心意的作品，为居民送上新
春祝福。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
是从201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
的一项重点文化惠民活动，广受居民欢
迎。文化进万家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旨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满足居民对文化生
活的新需求、新期待。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今年“我们的

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走进乡村迎春送
福活动，是由书画家们自行在工作室完
成作品后，再选派代表将书画作品送到
社区。
书画家们将一幅幅承载着对新春

美好希冀的春联和书画笔墨送到社区
后，由社区发放给居民，在拉近社区与
居民关系的同时，也让居民们提前感受
到了春节的喜庆氛围。

新春送祝福 文化进万家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走进乡村迎春送福活动在卧龙社区开展

书画作品展示。

大循环断热是咋回事？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晓林
通讯员 王煦栋

冬日教研暖如春，复习研讨意
正浓。1月13日，青岛市小学数学“数
学素养”教学成果推广研讨会在凤
凰台小学召开。青岛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老师刘仍轩和来自崂山、李沧、
胶州三个区市的教研员及骨干教师
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上，来自凤凰台小学的老师

陈莉娜、李沧路小学的老师杨冬以
及胶州市向阳小学的老师庄瑞莲通
过巧妙点拨，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
有效促进了学生数学素养的提升。
课例展示后，三位老师针对自己的
课堂教学分别从教材解读、教学设
计、目标达成等方面进行了细致深
入的反思，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老师刘仍轩对本次研讨会做了精彩
的会议总结。

沐冬日暖阳，赏教研花开[校园新闻 ]

研讨会现场，老师正在讲课。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一婷 整理

大循环系统也称为串联系统，串联其
实就是一根管子从进水到出水，依次按顺
序将单元内各个暖气片走完。跟电路的串
联一样，单口流入，依次流出，最后闭路。正
常使用时，任何一家暖气片的阀门都不能
关，否则将影响其他用户的正常供热。断热
时，工作人员需将每组暖气片与系统完全
断开，用短管将原有系统连接。断热和恢复
供热都需要在每年10月16日之前办理，一
旦供热公司进行充水试压，大循环串联系
统是无法进行断热和恢复供热的，因为拆
除和安装暖气片需放掉整栋楼供热管道中
的水，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并且再次充水
试压需本单元或楼座其他用户全部在家配
合，否则一旦因再次充水导致漏水事故，将
给其他用户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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