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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岳滩①

记者走基层记者走基层

■往事如烟
岳滩镇位于偃师市中东部，地处伊河、洛河的夹河

滩处，原名双龙镇。有关该镇的传说，大多与治水名人
黄大王有关。

岳滩镇地处夹河滩，每逢雨季，常会有水灾。相传
明朝时，当地出了个黄守才，他治水有方，被村民敬称
为黄大王。黄大王经常和他舅舅一起行船，便与掌管
伊河、洛河的龙成了好朋友。

某年雨季，岳滩镇又发生水灾，黄大王请河里的龙
帮忙，并带领村民垫高宅基、重建家园。此后，为了让
该镇不再受水灾之苦，村民将双龙镇改称为岳滩，寓意
这里虽然是河滩地，但高如山岳，再大的水灾也不怕。

黄大王的传说在岳滩镇黄庙村、王村等地流传甚
广，这里的村民对黄大王倍加敬重。近日，记者来到黄
庙村，刚进村就看见村里翻新过的黄大王庙，庙前石碑
上的字迹大多已看不清，有些石碑被村民贴上大红色
纸张，显得很喜气。

该村老年协会主任贾玉斌介绍，黄大王庙就是村
民专门为纪念黄守才建的，庙前广场上竖立着4米多
高的六棱碑，是当年黄大王在开封一带治水后，开封人
民为感谢他，千里迢迢送来的。

贾玉斌说，明末清初时，黄大王庙与天爷庙、百衣
阁、立佛殿、关爷庙等合称兴隆寺，当时这里占地 16
亩，房梁上装饰有琉璃瓦，房柱上有腾龙盘旋，十分气
派。随着时间推移，兴隆寺逐渐被废弃，但黄大王庙被
村民几经翻修保护了下来。

黄大王庙香火一直很旺，每逢农历三月十七、四月
十二、九月十四，都会有村民前来祭拜。

■人文自然
岳滩镇总面积达 29.7 平方公里，辖 18 个行政村

46个自然村，人口共计4.1万。
该镇北邻偃师市区，310国道纵穿南北，岳佃、岳

安公路横贯东西，北距陇海铁路仅2公里。
岳滩镇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田地肥沃，粮食作物

以小麦、玉米等为主，素有“小麦之乡”的美誉；除了种
植粮食，该镇还发展有蔬菜、禽畜和生态林业。目前，
该镇发展特色种植面积达600亩、造林200亩，完善农
田防护林2.18万亩；生猪饲养量达11.72万头，家禽饲
养量达3.95万只。

■今日黄庙村
岳滩镇素有“小麦之乡”的美誉，离不开村民刘应

祥成功研究并推广高产、高质的冬灌小麦品种。“冬灌
小麦解决了村民种粮的一大难题，使小麦普遍增产，
20世纪80年代以前，俺村主要发展这种小麦。”黄庙
村村委委员贾军涛说。

“在每年每亩地只能打一布袋（70公斤左右）粮食
的时候，亩产‘双千斤’（小麦、玉米各500公斤）是个大
笑话，但俺们村率先实现了‘双千斤’这个奇迹。”提起
村里的小麦种植贾玉斌很自豪。

“改革开放后，经商之风逐渐刮进村里，出过远门
的村民发现，仅靠种地只能顾住吃喝，要想生活得更
好，得干点动脑筋的活儿。”贾军涛说，就这样，20世纪
80年代，有村民开始做起生意，利用稻草编起了草绳、
草帘子等在本村及其他村子销售。

黄庙村的草编逐渐演变成针织，从事针织的村民
也越来越多，大家采用一家一户的家庭小作坊式生产，
主要生产帽子等，规模稍大点的针织厂还需聘请其他
村民来帮忙，村里针织厂多时有二三十家。

起初，该村的针织品主要在周边乡村销售；后来，
村民将针织品拿到关林市场，找个摊位销售；到20世
纪90年代，黄庙村的针织品已销往全国各地。

村民李现章从事针织品生产已有 10 余年，家里
的针织设备早已由最初的人工操作织机更新为机械
化的自动织机，产品的款式也由单一款发展到老年
款、儿童款、青年款等多种款式。他每年11月前就将
当年冬季所需的针织品基本生产完毕，到 12 月就基
本卖完了。

正是靠着动脑筋和勤劳的双手，黄庙村村民的生
活水平也“步步高”，记者在该村看到，不少村民的楼房
装饰一新，显得很气派。

村民贾武强曾经也是该村的针织大户之一。他
1998年开始从事针织行业，产品主要运往山东省菏泽
市销售，常年在外奔波；2008年，他用积攒下来的钱投
资机械制造，在家里开了一间专门生产摩托车配件的
小厂。

在贾武强的机械厂外，停着他刚刚花了10余万元
买的小轿车。“过年，我带着老婆和孩子坐飞机去香港
玩了，村里还有几家关系不错的朋友和俺们一起组团
去的。”贾武强对目前的生活十分满足。

本报记者 赵佳 实习生 马晨晓
特约记者 李向阳 通讯员 钟文 文/图

黄庙村：
守才治水真有才
草编织出好生活

黄庙村的黄大王庙

年味真的变淡了吗？春节里的习俗
随着时代变化在改变，尽管我们感觉少
了很多传统的仪式，但是，春节文化其实
正是在变迁中推陈出新并得以延续。

“年味依然在，未必变淡了，只是人
们的感觉变了。生活方式的变化，让人
们对春节没有了过去那种强烈期待。”市
民俗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物质的丰富，
生活时代的多元化，让昔日过年所盼的
吃大餐、穿新衣变得习以为常，让贴门
神、窗花、烧香叩拜“灶王爷”、守岁、年初
一不能扫地等春节习俗消失或简化，取
而代之的是微博拜年、旅游过年、饭店吃
年夜饭等过年形式的多样化，各类庙会
等传统民俗活动在政府倡导下发扬光
大，这些都是年味的新体现。

市社科联专家学者认为，春节文化
仍在传承，无论各种观念、价值观如何冲
突变化，春节依然具有强大感召力，每年
赶在除夕前回家的人潮就是最好的证
明。尽管人们过年仪式在简化，但是合
家团圆、亲友欢聚、祈福新年等春节内涵
并未改变，人们也在不断赋予春节文化
以新的内容。

相反，对于春节，当下人们应共同反
思和倡导的是，要多在意交流、多倾注感
情，少在意形式，才能让过年充满更多人
情味，变得更节俭、轻松，而不被人情、面
子等负面因素所“绑架”。

传承中变迁的
过年形式

春节是否正在悄悄“异化”

春节长假后，过节花费是多是少、年味是浓是淡
等话题再度在坊间、网络上热议——

本报记者 张喜逢

不管时代如何变
迁 ，春 节 依 旧 是 中 国
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
日。“有钱没钱，回家
过年”，可是，我们不
得不承认，如今，春节
的传统习俗正在被改
变 或 简 化 ，一 些 东 西
正在影响着传统的年
味……

春节的美好，不仅仅是人们繁忙
一年后对一次长假的期待，更多是对
亲友团圆、重温亲情的期盼。在这个
辞旧迎新过程中，每一个“小家庭”都
在感受春节带来的“大家庭”回归感。

市民俗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洛
阳人从腊八起，过节准备工作就按照
传统步点走起了。从腊月二十三“小
年”到除夕夜，每天都有诸如扫房子、
蒸圆馍等不同的事儿要忙活，也正是

这一个个传统的习俗组成了年味。
春节文化有着多方面的内涵，既

有代表卫生习惯的新年添新衣、年前
大扫除，也有代表民间信仰的祭祀、放
鞭炮、贴春联，还有代表亲情交流和饮
食特色的拜年、年夜饭等内容。

然而，如今不少人对于这个本有
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节日，发出“年味淡
了”“过年变味了”等感慨。

是什么在改变着春节？

内涵丰富的春节文化

眼下，春节长假已经结束，正月十
五尚未到来，我们不妨一起回味，是什
么在改变着人们对春节的感受？这样
的感受你是否也有？

■关键词 春联

除夕，一大早起床，研墨汁、打糨
糊，在裁好的纸上写春联，这已不再是
我们常见的春节片段。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图
省 事 买 印 刷 的 春 联 。”年 前 ，在 老
城 区 南 大 街 摆 摊 写 春 联 、73 岁 的
冯 国 强 老 人 说 ，他 练 习 书 法 近 20
年 ，退 休 后 每 年 春 节 前 就 会 到 南
大 街 摆 摊 写 春 联 ，现 在 光 顾 的 多
是老主顾。

冯国强说，现在，人们光知道过年
要贴春联，却不知道“写春联、贴春
联”是我们悠久的年文化之一，很少
有人会在意享受这个从“写”到“贴”的
过程，更难注意到这是对我国书法文
化的欣赏、传承。

走访中我们发现，当下，手写春
联落寞与大量印刷春联大行其道，除
了人们生活节奏快、把春联简单视为
春节传统装饰物之外，更多的是人们
对书法这一独特文字形式的不关注
或遗忘。

市民俗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春
联以工整、对偶、简洁为特点，并只有
一种贴法，即上联应贴在门右边，下
联贴在门左边；上联的尾字是仄声，
下联的尾字为平声。但春节期间，他
经常看到一些人把春联的上下联给
贴反了。例如，春联“举步出门方方
利，招财进宝户户通”，一商户把上下
联贴反，成了“招财进宝户户通，举步
出门方方利”，读起来非常拗口。另

外，一些印刷的春联尽管好
看，但着实称不上春联，上
下联语意欠通，也不对仗，

更无从讲究对联音调的平仄。

■关键词 压岁钱

过年，晚辈给长辈磕头后，长辈
给晚辈发压岁钱的习俗，蕴含有给
晚辈辟邪、“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传统的道德理念及祝愿，然而，近
年，尽管磕头讨压岁钱、前往家族祠
堂祭祖的旧俗已渐行渐远，可压岁
钱数额变得越来越大，成为人们春
节中不小的开支。

“从前有个人打算过年回家吃顿
好的，然后就穷了。”成了当下网络中
网友回家派发红包后，最经典的“春
劫”神点评。我们从本地一网络论坛
上发的《过年，你的银子蒸发了多少？》
的帖子中看到，跟帖网友列举的主要
花费大头中，除了购买衣服、聚餐娱
乐、走访亲友之外，给孩子的压岁钱已
成了不小负担，开支 2000 元左右属
正常水平。

“一年来，一分一分挣了两三万，
过年里，一百一百花去四五千。伤不
起啊伤不起！”网友“林中山郎”的一
句感叹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

同时，也有网友对孩子收的压岁
钱感到压力很大。网友“有模有样”跟
帖称：“孩子6个月，今年没能回老家
过年，可过年孩子收了近 4000 元压
岁钱，多是同事、同学给的，人情债迟
早要还，我玩不起啊！”

“给多了，自己承受不了；给少了，
感觉又没面子。”不少网友对今年送出
的或是孩子收到的压岁钱普遍感到有
些难以承受。

我市社会学者认为，长辈给晚辈
压岁钱本是传递情感的载体，多少就
是个心意，可是当下，压岁钱已被人为
跟风攀比，附加了太多人情世故，变成
了一种节日群体性负担，这只会削减
压岁钱原本的精神内涵。其实，大家

都不把压岁钱和面子、人情等扯在一
起，也就没有这些烦恼，但这需要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 礼品

“礼轻情意重”曾是我们人情交际
的规则，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礼”重

“情”轻的异化怪象正在搅扰着人们。
我们从网络论坛帖子及街头市民

走访中发现，当下，一些人在送礼上陷
入“跟着行情走，自己却暗中咬牙叫
苦”的境地，不断升级的送礼歪风，在
让一些人把人情视为投资、负担之余，
更多是被逼无奈。

不久前，新浪网对蛇年春节开销
花费进行了一项调查：在“跟前几年相
比，今年的春节消费如何”中，感到花
费明显增多的人占到了 50%；在“春
节都花钱干了什么”的8项内容中，送
礼物花费排在置办年货之后，名列第
二；在过年人际交往花销中，走亲访友
的花销排在首位，占 31.44%，其他为
请客吃饭、给小孩压岁钱等。

“与其突击花钱买礼品表情意，
不如少花钱自己动手表诚意，让人感
觉更亲切。”家住老城区北大街的李
远说。

正月初一到初五是走亲戚的密集
时段，自2009年，李远结婚成家后的
春节，平均每天要走两家亲戚，在走访
探望双方父母、亲戚过程中，送什么样
的礼品也让他费了一番脑筋。

李远说，走亲戚就是图个高兴，多
花点钱可以接受，但一定要送合适的
礼品，多考虑是不是对方所需要、所能
接受的，这样礼品才能送到人心坎上，
没必要非得送重礼。这些年里，李远
除了会买点牛奶、点心等礼品外，还会
根据亲戚喜好，送上自家做的各类特
色炸货、风干鸡、咸鱼等，颇受亲友们
欢迎。

坚守或改变的春节习俗

比利时 据比利时消费者协会
的统计，圣诞节到新年的一星期时
间是比利时人购买、赠送礼物的旺
季，户均礼物开支达 200 欧元（1 欧
元约合人民币8.3元），几乎占全年
礼物开支的一半。送的礼物看上去
相当“寒碜”，但他们讲究用心，注重
营造惊喜效果，崇尚礼物的别致和
个性化，将它们赋予情感，人们多去
相应的特色品牌店精挑细选，超市
货是不会被当作礼物的。

挪威 新年参加挪威人的家宴，
在街头随处可见的花店，花两三百克
朗（1挪威克郎约合人民币8.1元）买
一小盆鲜花作为礼物送给女主人，既
典雅又客气。一包糖果、一盒巧克
力、一张音乐光盘、一本新书，都可以
是挪威人平时走亲访友的上好礼品，
即便60岁或70岁生日这种对挪威人
来说非常重大的日子，送上一瓶香槟
酒一点也不“寒碜”。

新西兰 每年一到圣诞节前，商
店、超市生意最为红火，顾客云集于此
选购礼品，因为，几乎每个家庭都需要
送礼。一瓶葡萄酒或一盒巧克力是最
常见的礼物，此外，服装、玩具、糖果、
图书、音像制品、购物券也常常被作为
礼物赠送给亲友。通常新西兰人给家
人和亲友购买礼物时，会依据自己的
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一般来说，每件礼
物的价格大多在20～30新西兰元（1
新西兰元约合5.2元人民币）。

新加坡 家长给孩子派发的“红
包”，分量很轻。打开“红包”抽出的可
能只是一两张2元票面的新加坡币（1
元人民币约合0.2新加坡元），最多也
就是10新加坡元（一般都是双数）。

韩国 据韩联社一项调查显示，
韩国国民认为，给小学生的压岁钱，
有55%的职员回答1万韩元
（约合57元人民币）最合适。

国外过节
如何选礼品、发压岁钱

核
心
提
示

发压岁钱 记者 张喜逢 摄 挑选礼品 记者 鲁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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