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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春节，一般是从祭灶拉开序幕的。祭灶就
是要祭祀灶神，民间俗称过小年，也叫祭灶日。关
于祭灶的来历，民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灶王爷原来是一个富家子弟，姓张名禅，他休
了结发妻子后，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料一年冬
天家中失火，把偌大个家业烧得精光，张禅的双眼
也被烧瞎了，只好四处乞讨为生。一日，他讨饭来
到一家门口，好心的女主人见他可怜，便做了好菜
好饭招待他。言谈之中，张禅发现这位女主人竟是
自己的前妻，于是羞愧难当，便一头扑进灶火里活
活烧死。后来，玉帝觉得他浪子回头，便封他为灶
神，民间叫灶王爷，让他司察人间的功德善恶，并在
每年的腊月二十三回天庭汇报一次人间的实情。
人们害怕他上天之后胡言乱语，便在他上天之日摆
上糖瓜来祭奠他。

民间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的中间供上灶王爷民间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的中间供上灶王爷
的神像的神像。。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男女有的则有男女
两人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

说起灶王爷说起灶王爷（（灶君灶君））的神像的神像，，偃师有偃师有一段历史记一段历史记
载载：：偃师东屯在建国前后是偃师东屯在建国前后是印刷灶王爷神像印刷灶王爷神像的地的地
方方。。据东屯干过这种行业的宋全忠老人回忆据东屯干过这种行业的宋全忠老人回忆，，东屯东屯
有四家专业印刷户有四家专业印刷户，，每年不到腊月就开始印刷神像每年不到腊月就开始印刷神像
了了。。印刷量很大印刷量很大，，除本县以外除本县以外，，巩义巩义、、孟津还有洛阳孟津还有洛阳
老城都来批货老城都来批货。。

在河南在河南，，每到祭灶这天每到祭灶这天，，烧饼摊点生意非常兴烧饼摊点生意非常兴
隆隆。。农村大多是自己动手农村大多是自己动手，，发面发面、、炕制炕制，，一家人热热一家人热热
闹闹吃祭灶火烧闹闹吃祭灶火烧。。凡在外地工作凡在外地工作、、经商经商、、上学的人上学的人，，
都争取在祭灶前赶回家里都争取在祭灶前赶回家里，，吃祭灶火烧吃祭灶火烧，，祈祷得到祈祷得到
灶神的保佑灶神的保佑。。

腊月二十三天还未亮，母亲就起床了。往往
是等我们起床，母亲已把早饭做好，院子也打扫干
净了。

吃罢早饭，父亲和哥哥去买年货，母亲在家继续
收拾屋子。她找来一根细长的木棍，把刷子绑在上
面，一点一点除去屋角的蜘蛛网，掸下墙壁上细碎的
灰尘。遇到灰尘大的地方，母亲就让我站在屋外，她
自己一个人扫。她端来清水，细致地把桌子、板凳擦
得干干净净。母亲说，辞旧迎新，新年是新生活的开
始。太阳渐渐西斜，母亲站在弥漫着清爽气息的院
子里，露出满意的微笑。

腊月二十三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烙祭灶饼了。

母亲用发面拍成一个个圆圆的饼子，包些红糖，再撒
点芝麻，然后放在鏊子上烙，一会儿工夫，那香甜的
味道就溢满了厨房，让人馋涎欲滴。祭灶饼是新年
的第一道美食，成了我们过年的期盼。

这个时候母亲总给我讲祭灶的故事，我记得最
清楚的是吕蒙正祭灶。吕蒙正不甘心做个穷书生，
在祭灶的时候，他用稻草做香，清水为酒，写了一道
祭灶牒文。文中写道：今朝腊月二十三，我送灶君上
青天，先奠三杯清泉水，敬烧一炷草香烟，非是弟子
我慢待，万般处在无奈间，我做一道辞穷表，烦神带
到九重天……

祭灶仪式是在傍晚时分由母亲带领我们在厨房

完成。母亲盛上三碗刚做好的晚饭，摆上祭灶饼、芝
麻酥糖、水果等，点上三炷香，我们都在案前跪下。
母亲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大人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母亲示
意我们一起磕头，等到院子里的鞭炮声响起，祭灶的
仪式便结束了，我们才开始吃小年夜的团圆饭。

今年，父亲在两个月前离世，家里只留下母亲
一人，我问母亲，今年的腊月二十三准备怎么过？
母亲说，和往常一样，我还要为你们祈祷，让老天在
新的一年里多保佑你们。我这才知道，原来，从这
一天开始，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生活在母亲美好
的祝愿里。

故乡过年的气息，从腊月就开始了。腊月里，杀
鸡的杀鸡，剖鱼的剖鱼，村子的上空，飘荡着肉香，这
时，新年就悄悄临近了。

盼望着，盼望着，腊月二十三到了，故乡把腊月
二十三称作“小年”，小年也是“年”啊！在洛阳的这
些年，每到年尾，我就计算着日子，每到小年的时候，
我回家的愿望就越来越迫切了，甚至有些焦急。不
待有人催促，故乡的年味，总是萦绕着我，引诱着
我。这是什么？这是故乡的牵连，这是回家的诱惑。

我知道，每当小年，母亲便会早早起来。她把馒
头放在锅里温了，炒些萝卜菜，煮点玉米糁粥，简单
和父亲吃了之后，便穿上旧衣服，拿着扫帚，开始“打
灶”。农村不像城市，屋子一周或者两天打扫一次，
除了平时简单扫扫纸屑灰尘之外，其他的，像家具，

还有房顶什么的，是不打扫的，以至于房顶上生着厚
厚的“灰不臼”（灰尘累积而成的条状物），家具上结
着密密的蜘蛛网。平时，母亲是不让我们动这些东
西的，说它们都是聚集的财气，万万动不得，只有等
到小年“打灶”这天，才可以清扫。

说话间，母亲已经把屋子里的“灰不臼”和蜘蛛
网给扫了下来。透过窗外射进来的温暖的阳光，灰
尘在屋子里细细流淌。小时候，我喜欢闻灰尘的味
道，那里面，有自然的清新，有泥土的芳香。母亲往
地上洒了水，灰尘渐少。

母亲边“打灶”，边想着我和弟弟，我们都在外
地，不知道何时能回去。母亲把我和弟弟的房间给
收拾了，铺上新晒的被子，把我的书给整理了，让父
亲把弟弟的摩托车给擦了擦。知子莫若母，她知道

那是我们的心爱之物。
小年的晚上，母亲让父亲打好黄纸，她跪在地上，

烧一页黄纸，把中堂左下方的灶神像给“请”下来，放
在火上引燃，送他上天。送灶神上天的时候，母亲会
念叨：“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祈祷灶神多说好
话，多保平安。母亲边磕头，边向灶神祈福：“保佑两
个孩子平安归来，保佑全家无灾无难，安安生生。”

我知道，母亲不盼望我们有多富贵，有多大权
势，她只盼望我们平平安安。只要每年全家能聚在
一起，安安稳稳过个年，她就知足了。所以，不管多
么忙，走得多么远，我和弟弟总会在小年这天定下日
子，然后在大年之前赶回家。

嗅着小年的味道，我知道，是时候启程了，不能
让父亲等得太久，也不能让母亲盼得太切。

刚喝完腊八粥刚喝完腊八粥，，孙子就问起小年的事情了孙子就问起小年的事情了。。孙孙
子去年在他姥姥家过了个小年子去年在他姥姥家过了个小年，，回来后就遵姥姥嘱回来后就遵姥姥嘱
咐咐，，将小年的日子和必须要吃将小年的日子和必须要吃““祭灶饼祭灶饼””的事情记在的事情记在
了日记本上了日记本上。。

我们过的小年我们过的小年，，其实就是每年的腊月二十三其实就是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个个
别地方是腊月二十四别地方是腊月二十四）），，民间祭灶神的日子民间祭灶神的日子，，也是除也是除
夕前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夕前最重要的一个节日。。记得在生活困难时期记得在生活困难时期，，有有
一年家里没有一点儿白面一年家里没有一点儿白面，，母亲就用玉米面给我们母亲就用玉米面给我们
烙了祭灶饼烙了祭灶饼。。尽管如此尽管如此，，玉米面祭灶饼的香味也馋玉米面祭灶饼的香味也馋
得我们姊妹几个直流口水得我们姊妹几个直流口水，，可母亲不让我们先吃可母亲不让我们先吃。。
她说她说，，祭灶饼头一锅是给灶王爷吃的祭灶饼头一锅是给灶王爷吃的，，他老人家要是他老人家要是

高兴了高兴了，，明年咱家一定有吃不完的白面饼明年咱家一定有吃不完的白面饼。。
为了那个美好的愿望为了那个美好的愿望，，我们姊妹几个忍着饥饿我们姊妹几个忍着饥饿，，

和父亲一起跪在灶王爷的像前和父亲一起跪在灶王爷的像前，，将热腾腾的祭灶饼将热腾腾的祭灶饼
奉上奉上，，并燃上一炷香并燃上一炷香，，给灶王爷说话给灶王爷说话。。那些话都是提那些话都是提
前母亲教好的前母亲教好的，，说起来像唱歌一样有趣说起来像唱歌一样有趣。。什么什么““灶王灶王
爷姓张烧饼正香爷姓张烧饼正香，，灶王爷姓李多多报喜……灶王爷姓李多多报喜……””给灶王给灶王
爷说完了话爷说完了话，，就要叩几个响头就要叩几个响头，，而后再燃放一个而后再燃放一个““两两
响响””炮送灶王爷上天炮送灶王爷上天。。这放炮也十分讲究这放炮也十分讲究，，就是所选就是所选
的炮仗第一响必须得放响的炮仗第一响必须得放响。。

那时候老百姓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吃饱那时候老百姓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吃饱，，不害病不害病，，
少灾难少灾难。。现在虽说老百姓大部分都丰衣足食了现在虽说老百姓大部分都丰衣足食了，，然然

而这个小年的祭灶活动没有改变而这个小年的祭灶活动没有改变，，所不同的只是向所不同的只是向
灶王爷说的话变了灶王爷说的话变了，，也可以说期望值提高了也可以说期望值提高了，，不但求不但求
来年风调雨顺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五谷丰登，，而且更期望子孙成才而且更期望子孙成才，，健健
康又幸福康又幸福！！

现在的祭灶日已成为亲情节了现在的祭灶日已成为亲情节了。。每到腊月二十每到腊月二十
三三，，在外的亲人都会力争回家和老人团聚在外的亲人都会力争回家和老人团聚，，吃一个祭吃一个祭
灶烧饼灶烧饼，，会一次大餐会一次大餐，，畅叙一下亲情畅叙一下亲情。。吃祭灶饼的时吃祭灶饼的时
候候，，一家人都会回忆一下过去一家人都会回忆一下过去，，怀念去世的老人怀念去世的老人，，畅畅
谈一下新年里的打算和希望谈一下新年里的打算和希望。。祭灶饼也变成了亲情祭灶饼也变成了亲情
饼饼，，这也许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人们带来的这也许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人们带来的
文化新现象文化新现象。。

二十三，祭灶官
□寇玺

小年的味道
□黑白

小年亲情饼
□宋殿儒

祭灶的母亲
□王玉红

灶王爷的传说
□师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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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筹备着过大年的家庭，这两天尤为忙，腊月
二十三要到了，这天是灶神升天去向玉帝汇报人间
善恶功过的日子，来年家里过得好，得靠灶王爷在玉
帝面前美言几句。于是，祭灶成了这两天的重头戏，
论其重要程度，把这天称为“小年”也不足为奇。虽
然讲起来有些迷信色彩，但老洛阳人也乐得将这些
风俗继承下去。

小时候这风俗比现在盛行，印象最深的是小年
这天，大人们会买来芝麻糖祭灶，顺便给孩子们一
些吃。

细细的一根糖，刚放进嘴里又酥又脆，嚼两下又
有些粘牙，吃完了舔舔黏丝丝的手，整颗心就一个

“美”字形容。那时不知，大人们供给灶王爷吃芝麻
糖的心情和孩子全然不同，竟是要用它来粘住灶王
爷的嘴巴，讲不出家里的坏话。不过也不能只耍小

心机，祭灶是为了讨好灶王爷，当然要置办新的灶神
画像，不过新画像要到除夕才贴，小年这天，大家还
要对着旧像叩首。

虽然祭灶是件大事，但为了显得灶王爷清正廉
洁，供品都比较简单，除了芝麻糖，就是发面火烧、红
枣、核桃、柿饼这类零嘴儿了。老城有的家庭会准备
一只杀过的公鸡，但并无山珍海味等贵重食材。这
些食材都有特殊的意义，火烧是给灶王爷路上准备
的干粮，公鸡则是用来引路的座驾。

备好祭品，祭灶仪式赶紧开始。因为有“男不拜
月，女不祭灶”的习俗，所以洛阳的祭灶仪式都是由
男人主持。烧香叩首，祈祷许愿，讲究的人家会拿着
芝麻糖的一段放在灶火上加热成糖稀，好糊住灶王
爷的嘴巴。随后，烧掉一年来烟熏火燎的旧像，放着
鞭炮为其送行。

不过，随着“家庭主妇”这词儿出现频率增多这词儿出现频率增多，，如如
今主持祭灶的早已不仅限于男人了。

一些南方城市，腊月二十四是小年，除了祭灶，
还有扫尘的习俗，实际上就是打扫家庭卫生。旧时
这日，家家户户黎明即起，开始扫房擦窗，清洗衣物，
实施彻底的大扫除。史书里有关扫尘的记载说，最
早是驱除病疫、祈求新年安康的意思。后来，因为

“尘”与“陈”同音，年末扫去家中陈旧的东西，也寓意
去除去旧岁中遇到的不快。

小年是个时间节点，祭灶之后，开始有条不紊地条不紊地
准备过年准备过年。“。“二十三二十三，，祭灶官祭灶官；；二十四二十四，，扫房子扫房子；；二十二十
五五，，打面糊打面糊；；二十六二十六，，蒸馒头蒸馒头；；二十七二十七，，拍柏枝拍柏枝；；二十二十
八八，，炸油花炸油花；；二十九二十九，，去打酒去打酒；；年三十年三十，，贴贴门画儿门画儿；；大年大年
初一初一，，撅着屁股乱作揖儿撅着屁股乱作揖儿。”。”念着谚语歌念着谚语歌，，盼着盼着春节快
点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