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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年俗 ， 总是牵
动着中华儿女关于生活的
记忆和思念。俗话说，十里
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毗
邻上海的浙江， 就保留着
许多个性十足又底蕴深厚
的年俗。例如，湖州菱湖的
“干鱼塘”、海宁硖石的“烧
十庙香 ”、温州苍南的 “拔
五更” ……在绍兴安昌古
镇 ，有一项名为 “祝福 ”的
传统年俗更是被当地百姓
视 为 春 节 前 的 “头 等 大
事”。

在 鲁 迅 笔 下 ， “祝
福” 是这样的———这是鲁
镇 年 终 的 大 典 ， 致 敬 尽
礼， 迎接福神， 拜求来年
一年中的好运气 。 杀鸡 ，
宰鹅， 买猪肉， 用心细细
的洗， 女人的臂膊都在水
里浸得通红， 有的还带着
绞丝银镯子 。 煮熟之后 ，
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
类东西上， 可就称为 “福
礼 ” 了 ， 五 更 天 陈 列 起
来， 并且点上香烛， 恭请
福神们来享用， 拜的却只
限于男人， 拜完自然仍然
是放爆竹。 年年如此， 家
家如此， 只要买得起福礼
和爆竹之类的， 今年自然
也如此。

如今， 虽然少了爆竹
声， 但小镇安昌浓郁的年
味， 依旧是吸引很多游客
在冬日纷至沓来的重要因
素。 悠闲漫步在腊月里的
安昌小镇， 随处可见高挂
的红灯笼和酱制品， 还有
那不停忙碌的原住民， 这
多少会让人回想起记忆中
少时热闹的 “年味 ”。 沿
着小河边走走 ， 扯白糖 、
灌腊肠、 社戏、 祝福这些
地地道道的 “安昌风情 ”
一 个 不 少 。 游 人 看 着 稀
奇， 但 “年年如此， 家家
如此” 的当地老百姓早已
习以为常： “过年， 本就
该是这样忙忙碌碌、 热热
闹闹的。”

家门口，百姓成了“村晚”主角
如果说腊肠传递的是来自家乡的

味道， 那能在春节的家门口看一场甚

至演一场 “社戏”， 便是很多绍兴百

姓实打实的 “新春愿望”。
今年 72 岁的徐关浩，在安昌街道

的盛陵村当了 28 年的支部书记。骨子

里热爱文艺活动的他，样板戏、越剧、
绍剧样样精通。从前每逢新春佳节，他
总会组织村里的老百姓， 在村委门口

的空地上，排上一出大戏，为父老乡亲

以及外出归来的游子，一解岁暮乡愁。
没想到，今年，这出大戏升级了。

春节前夕， 盛陵村新建的文化礼

堂里锣鼓喧天 。 1200 平方米的室内

场地上， 大家都铆足了劲， 为今年的

“村晚” 做最后彩排。 演出当晚， 这

里足足涌入了近 700 位观众。 平日里

聚少离多的村民， 纷纷在此刻相聚。
为了这场演出， 原本要 6 点半吃

晚饭的村民寿国君， 提前到了 4 点半

吃晚饭， 并在晚会开始前一个小时赶

到了会场： “我女儿一会儿要上台表

演的。” 寿国君显得格外兴奋。 “这

些节目都很好， 是我们喜欢的！” 坐

在一旁的村民阮慧芳指着排得满满的

“村晚” 节目单， 喜笑颜开。
“与水相连的老村庄，繁荣和谐美

丽风光，家家勤劳致富迎朝阳……”徐

关浩这位 “台柱子” 不出意外地又登了

台。 他所唱的， 是盛陵村的村歌 《水泽

盛陵》。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 台下村民

便使劲地鼓起了掌。 于他们而言， 村歌

歌词所描绘的农村大变迁， 这些年在徐

关浩的带领下 ， 统统实现了 。 上 世 纪

80 年代将村办纺织厂 “盘活”， 90 年代

将其转为股份制……徐关浩用他的智慧

让盛陵村的老百姓先富了起来。 而他自

己， 还将工作期间积攒下来的六十多万

元未领的工资、 奖金， 全部捐给了村里

的慈善公益事业。
这台“村晚”的节目，题材大多出自

田间地头，家长里短。 蔬菜瓜果，炊具农

具都能当道具，黄毛幼童、古稀老人也都

争相登台。看似草根，却带给台下看客最

真的快乐。 除了村民们自导自演的十多

个节目，当晚的演出，还邀请了柯桥区心

连心艺术团和文化礼堂艺术团 前 来 助

阵，前者拥有多位梅花奖、牡丹奖得主以

及国家一级演员， 后者则是由柯桥区热

爱文艺的百姓组建而成。 莲花落 《绝办

法》、越剧《送花楼会》……大小名角纷纷

上台，将乡愁唱成一出温婉的戏曲。 “现
在日子好过了，年味却在逐渐变淡。 能

借着 ‘村晚’ 让大家围坐在一起， 边聊

天边看节目 ， 仿佛又找到了老 早 的 感

觉。” 看完节目的村民丁淑芳很是感慨。

这两个艺术团的团长赵叶军， 其主

业其实是柯桥区的驾校校长。 身为一名

80 后， 赵叶军从小热爱地方戏曲 。 自

从加入了心连心艺术团， 他的绝大多数

业余时间， 都献给了公益惠民演出。
“仅 2017 年， 我们心连心艺术团

就演出了 68 场。 春节期间， 每年都有

3 到 5 场的演出。 很多村争相邀请我们

去， 我们的演员也都是争着要去下乡演

出。” 赵叶军告诉记者， 只要一有演出

邀请， 他便会在艺术团的微信群里发出

相关信息， 通常情况下， 一台十五六个

节目的演出， 用不了半天， 名额就被抢

光了。 “以前我们最远受邀到内蒙古演

出， 今年， 我们计划走出国门， 有村民

在斐济投资了项目， 我们打算去那唱唱

地方戏。”
2016 年， 当地开始兴建文化礼堂。

为了让建成后的文化礼堂不闲着， 柯桥

区宣传文化部门发起组建了文化礼堂艺

术团， 赵叶军又担任了团长：“现在各个

村条件都好了， 很多老百姓也希望能有

参与或观看节目的愿望。我们要做的，就
是尽可能多地为大家创造良好条件。 ”

但凡晚上的演出， 结束通常都已是

九十点钟， 但赵叶军还会回到办公室，
把刚拍好的演出素材， 编辑上传到微信

公众号 ， 保证演出咨询在第一 时 间 发

布。 听上去， 这更像一个专业媒体人

而非驾校校长的常态， 但赵叶军却用

他满腔的热情， 完美演绎。
记者从绍兴市有关部门了解到，

今年春节，像这样热闹的“村晚”等群

众性文艺活动， 仅柯桥区就上演了数

百场。如今柯桥区已有 130 个村，拥有

了属于本村的文化礼堂。在那，除了能

演戏、看戏，还有图书室、健身室、老年

活动室、亲子阅读室、家宴中心等设施

供村民随时使用。 接下来，还将有 100
多个村的文化礼堂陆续建成，到 2020
年柯桥区将完成行政村文化礼堂全覆

盖的目标。
在 民 俗 专 家 顾 希 佳 看 来 ， 浙 江

各地红红火火的 “村晚”， 俨然已成

为当地百姓过 年 的 新 民 俗 ： “这 些

‘村晚’ 的节目， 既有老百姓根据生

活自编自导的 ， 又 有 越 剧 、 莲 花 落

等深受群众喜 爱 的 地 方 剧 种 、 很 多

还 融 入 了 各 地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办一台 ‘村晚’， 不仅能挖掘出一批

农村乡土文化 人 才 ， 也 有 利 于 促 进

当地传统文化 的 传 承 保 护 。 在 参 与

‘村晚’ 的过程中， 老百姓可能放弃

了部分吃吃喝 喝 的 时 间 ， 但 却 在 欢

声笑语中增进 了 感 情 ， 找 回 了 浓 浓

的 ‘村味’ 和 ‘年味’。”

腊月里，家家户户忙“祝福”

陈祖恩家的房子， 在安昌古镇算是

有年头的了。 这栋始建于光绪年间的木

结构建筑 ， 伴随着他从孩童一 直 到 耄

耋。 今年， 他家的祝福大典， 定在了腊

月二十六日晚上 7 点 。 这个 “良 辰 吉

时”， 是陈祖恩根据自己的生辰八字测

算出来的。 通常， “祝福” 都会在腊月

二十四至腊月二十八日之间择时举行。
从爷爷那辈起， 陈祖恩了解、 参与家里

的 “祝福” 仪式， 已有大半个世纪。 对

其中的门道， 自然也是如数家珍。 今年

81 岁的他， 尽管已有些耳背 ， 但作为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祝福” 的传承

人 ， 给记者介绍起 “祝福 ” 的 来 龙 去

脉， 依旧神采奕奕。
“‘祝福 ’大典源于元朝 ，用 绍 兴 话

说，又叫‘请大菩萨’或‘请祝福菩萨’。作
为年终最为重要的岁时习俗， 除了谢神

祭祖，祝福更重在对来年幸福的祈求，是
绍兴人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活动。 我

们家的‘祝福’就很讲究，这几十年，我一

直沿用爷爷传下来的方法在做， 每个步

骤都不能少。只要每年腊月二十日一到，
全家就会开始为‘祝福’而忙碌准备。”陈
祖恩说。

首先是掸尘。按照民间的传统说法，
菩萨不会进不洁之家。因此，在“祝福”之
前，必须把家中的厅堂、祭桌、祭器等一

并掸扫，保持清洁。 陈祖恩用的掸尘帚，
是他自己用竹梢扎起来的。他告诉记者，
掸过尘后， 掸尘帚其实还能派一次大用

场，就是在“祝福”大典的送神环节，焚烧

神祃时可用来垫底，届时一洒上酒，它就

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如同鸣爆竹。
有首绍兴民谣这样唱道：“二十夜，

连夜夜，点起红灯做绣鞋，绣鞋做好拜爷

爷。 爷爷伊话不用拜， 只叫偌媳妇大娘

强。 ”陈祖恩解释说，这说明绍兴妇女从

腊月二十日起便非常忙碌， 根本没有时

间做大年初一要穿的新鞋， 只能在晚上

“挑灯夜战”。舂年糕、裹粽子这些“祝福”
要用的必备物品都得在这段时 间 准 备

好。
紧接着，是腊月二十三的送灶。所谓

送灶，是指“送灶司菩萨上天”。 相传“灶
王爷”是玉皇大帝派驻在每户人家的“监
察员”，掌管着一家的祸福吉凶，而每年

的这一天，是“灶王爷”上天向玉帝汇报

情况的日子。因此在“祝福”前夕，必须让

“灶王爷”上天多说些好话，千万不能说

坏话。 为此，送灶之时，大家常常会准备

上一盘麦芽糖（绍兴俗称“胶牙糖”），用

来封住“灶王爷”的嘴。
再下来， 便是绍兴家家户户年终最

严肃也为最隆重的祝福仪式了。那天，陈
祖恩和儿子早早便起床煮福礼。 他家用

的是“五牲福礼”，包括猪肉、鸡、鹅、鱼以

及“民富”（乌贼干）。所有菜品清烧，不加

任何佐料。煮好的福礼，陈祖恩将它们统

一放在五只由爷爷那辈沿用至今的红漆

木盘上， 并小心翼翼地贴上红纸剪出的

“福”字，摆放在按照木纹横向放置的祭

桌中央。
祝福仪式开始时， 必须先摆好碗、

筷、酒盅，右边放“刀俎”，左边则放盐盘

和炖熟禽血各一碟，盐盘内放 2 块豆腐

干。 福礼和神位、香烛的摆法有一定次

序，最外面是神像，神像后依次是“三茶

六酒”。 “五牲福礼”端放在祭桌中央，还
要放上糕点 、干果 、水果等 。 最靠里是

“五祀”烛台。 当天，陈家的祝福仪式由

作为家长的陈祖恩主持。 开始之后，大

家都屏声敛气，以确保大菩萨在享用福

礼时的绝对安静。 因当地有“快菩萨，慢
祖宗 ”的传统 ，在家中男丁按辈分大小

依次向外拜祭一遍之后，便开始焚烧神

祃、太锭及竹梢进行送神。
陈祖恩告诉记者，在完成祭神之后，

他们会按照“横神直祖”的原则将祭桌调

换方向， 由之前的朝屋外祭拜变为朝屋

内堂前祭拜。 随后他会请出一幅幅祖上

的照片或画像，并重新调整福礼位置，依
次对祖上进行祭拜。 整个祝福时间不超

过一小时。 接下来，便是关上大门，全家

人一起围坐下来吃吃喝喝的“散福”团聚

时刻。每个人喝上一盅散福酒，吃下一块

散福糕，新的一年，也必将节节高。
按照旧时习俗，“祝福” 本是极其严

肃且私密之事，一律不邀请外人参加。但
自从当上了“祝福”的非遗传承人，陈祖

恩没少给外人介绍、演示祝福的过程。在
他看来，即便祭祀是每家每户自己的事，
但能够将祭祀活动融入到民俗 活 动 之

中， 让游客亲身感受绍兴祝福大典的全

过程， 也不失为一个民俗传承的良策。
“我的儿子现在还会祝福这一套，但到孙

子这辈，恐怕就传不下去了。如果知道祝

福的人越来越少，那用不了多久，大家就

只能在博物馆看到相关介绍了。 与其这

样，倒不如与时俱进，多策划开展一些像

腊月风情节这样的民俗节庆活动， 只要

能切实提升老百姓关注度和参与度，又

何愁得不到有效保护？ ”陈祖恩说。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顾希

佳，是知名的民俗学家。 这几年，他曾多

次到绍兴安昌，记录当地百姓的“祝福”
习俗。在他看来，类似的传统文化不仅需

要继承，更应迈出与时俱进，顺应时代进步

的发展脚步：“很多地方， 人们觉得过年氛

围越来越淡，渴望恢复传统，但大家已经不

记得传统是什么样的了， 也不知道当地人

以前是怎样过年的。 即便操办了一些春节

活动或表演，也大都流于表面。如果能找到

一些民俗传承人，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在
他们帮助下， 真正还原当地独具韵味的民

俗活动，相信一定会受大众欢迎的。 ”

古镇边，回味家乡的味道

穗安客栈，是安昌古镇的第二家民宿。
从年初试营业至今一个多月， 客栈没打过

什么广告，入住率却大大超乎老板的意料。
慕名前来的客人， 大多是冲着陈祖恩所说

的腊月风情节而来。 安昌古镇的腊月风情

节，已举办到了第 19 届，和以往活动多集

中在几天内有所不同，这次腊月风情节，几
大主题活动的持续时间都拉长到了一个

月。穗安客栈的工作人员周小青告诉记者，
好几户住客家庭， 在得知风情节活动已结

束后， 向他们提出想让孩子学习了解安昌

年俗的愿望。 于是客栈便出面联系了镇上

几位有名的非遗民俗手艺人， 组织孩子们

一同观摩学习。
下午两点半，是约定的观摩时间。紧邻

河边的“彭记扯白糖”摊位，已经被叽叽喳

喳的孩子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作为绍兴传

统的地方小吃，扯白糖，又称麦芽糖，是用

饴糖与白糖熔解后熬成拔丝状， 然后趁糖

还未硬化时拉扯做成的一种糖果。 由于在

糖中有着清淡而有鲜味的饴糖，因此甜而

不腻， 据说糖拉得越长越白越脆越漂亮，
便预示着吃到的人生活甜甜蜜蜜，长长久

久。
71 岁的彭忠义不紧不慢地在锅里熬

着糖水， 丝毫不介意此起彼伏的童声：“怎
么还不开始呀？ ”从熬制到冷却，又是二十

多分钟光景流逝。 站在寒风中的孩子们大

多已变得焦躁不安， 彭忠义这才亮出他的

绝活。
临河的廊柱旁， 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对

准了彭忠义。 只见他将糖膏迅速甩到绑在

廊柱一侧的木棍上，手握白糖，步伐进退有

序，双手上下翻腾，随着不断的甩、拉，彭忠

义手中的糖膏也由粗变细、由短变长、由黄

变白。不过两三分钟，他便将白糖扯成了数

十米长。随后，彭忠义动作麻利地用自制的

铁片、锤子将它们敲成一块块糖块，传递给

一旁的老伴儿装袋售卖。 从烧水到做出成

品，每次扯白糖都要消耗一个多小时，彭忠

义告诉记者，这几年，随着安昌古镇游客越

来越多，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像这样一锅

6 斤的麦芽糖，他现在每天要做上七八锅，

从去年 9 月底至今， 他已经用完了整整

40 大袋一百斤的糖，若在以前 ，这是他

想也不敢想的。
同样“不敢想”的，还有成永才家的

腊肠生意。记者到访的当天上午，他刚在

自家工厂的顶楼晒台上， 新晒了四千斤

腊肠。尽管当时快递物流都已停发，但来

自周边的订单还是源源不断， 为此成永

才联系相熟的货运卡车司机， 第一时间

为江浙沪的顾客将晒好的腊肠送上门。
在安昌， 腊肠是家家户户的节前必

备。相传，安昌腊肠是明嘉靖年间一位大

户人家的丫鬟所创。 因为味道鲜香且易

于保存，逐渐在镇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古

镇居民每年必备的年货。 “古时候，安昌

师爷过完年外出时， 也喜欢带上一些腊

肠，以便在思乡时，吃上一些解解乡愁。”
柯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

雷向记者介绍。
腊月时节，但凡天气晴朗，枕河而居

的当地百姓， 便会从老房子里扛出一串

串腊肠，甩挂在矮木梯支撑的竹竿上，密
密麻麻地散列在小河边、 铺子前……晒

上个六七天， 便能呈上每家每户年夜饭

的餐桌了， 一长串饱满的肉馅， 寓意着

“长久”和“团圆”。
事实上， 灌腊肠又是最费工夫的。

身为安昌香肠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成永

才灌了一辈子腊肠， 从起初开饭店大受

好评， 到后来开厂生产腊肠依旧供不应

求 ， 靠的就是他们家祖传的 “独 门 秘

籍”： “你看着只是把调制好的肉料填

进肠衣， 但其实中间奥妙不少。 比如含

水量必须少， 不能掺面粉， 脂肪和瘦肉

要按一定比例分配， 切下的肉丁长宽不

能超过 2 厘米等等 。 一般人能 做 9 两

的， 用我们这套方法可能只能做 6 两。”
成永才介绍道。

从小看着父亲灌腊肠长大的成诚，
为了继承父业， 甚至放弃了去城里当老

师的机会。 这几年，父女俩齐心协力，共
同经营着安昌规模最大的腊肠厂———哈

哈香肠食品厂。成诚告诉记者，为了打破

“腊月吃腊肠”这一传统消费习惯，让安

昌香肠走得更远， 最近他们还开发出了

可随身携带、 开袋即食的 “休闲香肠”：
“这对防霉杀菌、包装袋易撕口等方面的

研发要求就更高了，在腌渍咸度、肥瘦肉

配比等方面也都要量身定做。 ”
新的一年，父女俩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让安昌香肠走向全国：“希望未来充满

酱香味的安昌香肠，能像广式香肠、哈尔

滨红肠一样， 为全国人民广泛知晓。 当

然， 这需要我们所有安昌人的一起努力

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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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遗 “祝福” 的传承人， 陈祖恩现在常常会主动向年轻人介绍 “祝福” 的来龙去脉。 （除署名外， 均受访者供图）

由安昌街道办事处主办的 2018 春晚。 朱家宏摄

彭忠义亮出他的扯白糖绝活。 成永才正在灌腊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