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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而 复 始 ”、“ 万 象 更

新”是中国古老的成语，常见

于温州民居的春联之中。我们

的祖宗早就知道地球绕太阳转

一周走完了一年，接下来又要

重 复 开 始 第 二 个 一 周 的 新 一

年。几千年来，代代人人都希

望这个“复始”不是照老样子

的重复，而是万象更新。可是

天不尽如人意，正如温州谚语

说的：“泥”“白”（块） 翻颠倒

（耕田），一世穷到老。过去，

中国的农民与劳苦大众年年盼

望过富裕的太平日子，而实际

仍旧是过世代贫穷艰苦的旧生

活，甚至是“王老五过年，一

年不如一年。”如今，我们这

一代人生逢其时，赶上社会主

义奔小康快车，得以享受国家

改革开放的优惠，不但农民种

田免征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

还享受多项种田补贴；工人们

的工资福利待遇连续十数年改

善。全国人民医有医保、老有

所养、学子业务教育阶段读书

免收学杂费。而且随着城镇化

步伐的进展，大批农民进入城

镇。“周而复始”，真正实现了

走向新征程、新生活的复始，

是创新的复始，于是在过年节

点上，国家和人民都对新年充

满崭新的希望、计划、憧憬，

并制定新的蓝图，中国民族照

着新蓝图，在神州大地上描绘

创 新 的 图 画 ， 真 正 是 万 象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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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温州谚拾零
■宋维远 编写

马年就要告别，羊年即将来临。在辞旧

迎新之际，笔者随手拾取数则有关“过年”的

温州谚语，略作拙劣说明，供同好们作为过

年时与亲友们酒后茶余时的谈笑材料，以博

一笑。

家和国兴 睦邻敬亲
说起关于“过年”的温州谚

语，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初

一拜庙门，初二拜丈人，初三拜

邻舍，初四拜屋底，初五完真

……”“拜”，是中国人的礼节，对

亲友中上辈的看望称拜谒、祝

福、问候，同辈之间的看望称拜

访、看望、问好、慰问，是人们在

充满友善、团结、亲爱、和谐的气

氛中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初一

拜庙门”，庙门指神灵、祖先的庙

宇，初一指大年初一，是一年

365 天的第一个刚（阳）日，定于

祭拜天地、神灵、祖先的神圣节

日，故称拜庙门。初二拜丈人，

正月初二是每年第一个柔（阴）

日，是一年中最温馨的日子；丈

人即岳父、泰山，古人定正月初

二为女婿、外甥，向岳父、舅翁拜

年，也是女儿“回家看看父母”的

传统日子。翁婿、舅甥是姻亲中

的正亲，理应排在拜年次序中的

前列。初三拜邻舍，常言道：远

亲不如近邻，邻里友爱是全社会

和谐至关重要的纽带，虽然平时

邻舍间开门相见，但作为礼仪，

选取过年这个节点，邻舍间相互

拜访、致礼，当然不可忽视。初

四拜屋底，“屋底”指同宗、同房

族的堂叔伯、堂兄弟。古代同族

常聚族而居，按“先上辈后下辈，

先外亲后内亲”的原则，拜过祖

先、岳父、邻舍后，堂叔伯堂兄弟

间当然更应该互相祝福、互表敬

爱了。初五完真，“完真”又称圆

珍；真（珍）是指祖先的照片、画

像的写真，是下辈怀念上辈的珍

贵纪念品，在一年肇始的日子

里，当然不能忘祖，要思源、尊

祖，人们在除夕夜把祖先的照

片、图像悬挂在厅堂，以备家人、

外亲拜谒。到正月初五，年节假

期已毕，第二天（初六）商店即将

开业，百工之乡的温州百工就要

出门做工，农民就要下田备耕，

所以初五要把“真”收藏起来。

宣告“过年”这个隆重假期基本

结束。

过年放假五天，又叫“五日

年”，是中国长期形成的习惯，

民谚有：“三日重五，五日年，一

日清明种籽好落田。”意谓，端

午节各业人等放假 3 天，过年

是大节日，则放假 5 天，清明节

放假一天，是为让百工回家把

春 播 的 稻 谷 种 子 播 下 田 。 古

时，过年放假 5 天，而现在放假

3 天，加上前后两个周六、周日，

放 7 天长假，也是承袭着传统

做法。至于某些特殊职业者如

戏曲演员、水陆交陆从业人员

等，过年无法度假或因事出远

门来不及拜年的怎么办呢？也

有古人传统习俗可依，民谚有：

“有心拜年，重五不算迟。”一年

中第一个长假 5 天内如果没有

时间拜年，也可延至第二个长

假 3 天的端午节内弥补，亲友

们定会加以谅解。

中国人最讲礼节，有拜年，

必有“回年”，回年即回拜、回礼

的意思。婿拜翁、甥拜舅，下辈

拜上辈叫拜年，此后，按习俗，

翁、舅或亲自或由下辈代表到

婿、甥、下辈家中回年。

“拜 年 ”看 似 过 年 中 亲 戚

朋 友 间 的 简 单 走 动 ，但 它 是

“过年文化”的重要环节，是增

进家族和气、邻里和睦、亲戚

情浓、乡邦团结、国家兴旺、国

强民富、民族生息、文明进步

以至世界大同的大事，也是中

华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一 大 亮

点！

热爱生活 劳逸结合

中华民族以勤劳俭朴著称，

但勤劳中亦要讲究劳逸调剂，俭

朴中亦应讲求娱乐享受。过年

恰逢农闲，正是一年辛苦难得放

松休息的节日，温州民间对于一

些当勤不勤，当逸不逸者，也会

给予适当讽喻，民谚有：“正月初

一开‘田眼’，不像勤力不像懒。”

“田眼”指冬季每丘田用犁耕过

后，剩下的田角，农民要及时用

锄头掘土翻晒。这件简单农活

要在年前完成。但有些人把它

拖下来没做，已是耽误农时了，

说不上勤力，而正月初一大家都

休息，他却偏偏去劳动，又不算

懒，成了不像勤力、又不像懒惰

的农人，颇具规劝注意劳逸结合

之意。民谚还有：“腊月三十日

的式，正月初一的吃。”意谓腊月

内如裁逢、做鞋、理发师傅以及

家庭妇女要赶工，替人缝制过年

衣服、鞋袜或理发修边幅，母亲

要不分日夜地替儿女们赶制衣

帽鞋袜、蒸糕作饼，备办年货，十

分忙碌，叫“赶式”。到正月初

一，任务完成，一切就绪，便可以

安闲过节了，用一个“吃”字概

括，确实十分形象、贴切。

如今，我们祖先几千年来期

盼的小康幸福生活，在我们这

代人身上得以实现，过年时一

家人不远千里团聚一起，不但

享受舌尖上的美味、服饰的美

丽、住所的舒适、环境的不断

改 善 ，还 有 精 神 大 餐 可

“ 吃 ”—— 全 家 团 聚 看 戏 、听

词、舞龙、逛街、观灯……尽情

享 受 生 活 乐 趣 。 只 有 热 爱 生

活的人，才会为美好明天付出

更多的智慧与创造力。故“正

月初一的吃”在生活中也不可

或缺。

周而复始 万象更新

贺羊年新春诗词
■蔡永淼

东风辞旧岁，冰雪绽梅花。

绿染千重岭，福临百姓家。

治贪潮浩荡，依法日光华。

适应新常态，神州耀碧霞。

■周崖冰

百年强国梦，泰运自天开。

法雨横空下，廉风拂地来。

乾坤留正气，山水毓英才。

盛世安耕读，康衢舞輿台。

■蔡圣栋

万马奔腾去，三阳开泰来。

东风舒柳眼，急雨涤尘埃。

强国民为本，凌寒志比梅。

新年新梦想，九域响春雪。

■陈其良

值岁三羊送吉祥，家家纳福日初长。

红梅早报春消息，绿酒欣倾玉寿觞。

惩腐民心歌善政，图强国策谱华章。

千门九陌东风里，泼彩诗花意气扬。

■戴其鑅

击壤声声涌赞歌，新常态势壮山河。

驰风万马争圆梦，螳臂当车奈我何。

■李鸿楷

羊传春讯到天涯，和煦熏风入万家。

老少高歌中国梦，城乡遍绽小康花。

■蔡圣波

旗扬特色春潮涌，羊跃新程万物苏。

爆竹声声驱腐恶，梅花朵朵展宏图。

■周建平

和风煦煦暖心田，锦绣江山万里天。

爆竹声迎新气象，轻歌曼舞贺羊年。

■叶美红

梅葩破腊现春妍，万里河山沐紫烟。

岁稔时平昌国运，庶民举盏庆开篇。

■王思雅

春风送暖草芊芊，紫气东来又一年。

反腐倡廉擒恶虎，飞天擎箭会婵娟。

南疆烽火心何惧，北国丝绸月正圆。

长治久安施上策，神州处处谱佳篇。

■沈振新

民安国泰贺新年，举盏高吟诗满篇。

春到河山舒画卷，千家万户庆团圆。

■黄伟志

新春处处喜羊羊，五福临门瑞气扬。

各族共圆中国梦，前程似锦谱瑶章。

■戴逢凯

骏马腾飞振九州，三羊开泰展新猷。

倡廉惩腐顺民意，强国乘风万里舟。

■鲁邦志

旭日临门腾瑞气，满园梅蕊竞朝晖。

太平盛世春来早，人寿年丰五福归。

■叶桦

岁临乙未近新年，瑞邑迎来七彩天。

柳绿桑楼描素韵，花飞玉海泛春烟。

啁啾轻转庭前燕，雅淡悠扬琴外弦。

同庆山河添丽色，香风满路赞仁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