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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黑龙江下乡，才改变。黑龙江，

大北方，麦作文化区，过年吃饺子。

当然偶尔也能吃到汤团，但那是黏

小米粉做的，叫“元宵”，做法也

跟江南的大相径庭，先用百果饴糖

什么的搓成圆馅儿，再让它们在摊

于笸箩里的小米粉上滚，人工摇动

笸箩令其滚动，直到看不见馅儿为

止。这样摇出来的元宵硬邦邦的，

站一排像兵团战士出操一样笔挺。

但我还是想念家乡得了软骨病一样

的水磨粉汤团。至于味道，看官自忖，

我就不做比较评论了。

新年新水，恭喜恭喜

过年时上辈人总会把“新年新

水”挂在嘴上。小伙伴若有个争

执，大人们就会说：“新年新水个，

不可以吵相骂个！”有小晚嘴巴

里“ 老 卵 老 卵” 的 勿 清 勿 爽， 大

人 则 说：“ 勿 作 兴 讲 下 作 话， 新

年新水个。”好像这个词就是用

在新年禁忌上。我一直不知道“新

年 新 水” 啥 意 思， 怎 么 写， 心 里

还以为大概是“新始”或者“新势”

呢。后来去日本进修民俗学，发

现他们那里新年一早有汲取新水

的习俗，叫“汲若水”。日语“若”

是年轻的意思，年轻人叫“若者”，

那么若水，年轻的水，即新水。日

本民俗学界认为，这一风俗是中国

传过去的，且是“没有经由朝鲜

半岛，而直接由中国传入日本的”

（大林太郎《始于正月的道路》）。

一查资料发现，果然，中国早就有

这样的年俗。元曲里有一曲牌“新

水令”，或许最初就是歌唱新年新

水的。直到今天，湖南、江西、四川、

海南等地的汉族、侗族、布依族、

佤族等，都有岁末“封井”、初一“初

汲水”的习惯。有新年汲新水年

俗的地方，全都是水稻耕作区域，

所以认为此俗未经朝鲜半岛，直

接传入日本，是可信的，因为是

中国南方渡海传过去的，朝鲜半

岛没有此俗。中国大陆的许多文

化习俗，多是由古明州隔海传去，

估计其中就有新年新水之俗。

若是从自然崇拜观之，我们看

到：新年从年初一水崇拜开始，到

元宵节火崇拜结束。海南岛黎族人

民新年清晨挑水时，还要在井边河

边放一枚铜钱或一块年糕，表示向

水神或河神买水，水崇拜的意味

更显见。从宋代开始，中国社会

商品经济渐显，都城汴梁有歌“甜

水 令” 挑 卖 甜 水 的。 也 许“ 新 水

令”最初是叫卖新水的广告歌呢！

小贩起早多汲些新水，沿街叫卖

给懒惰的市民。人们汲新水回家，

用于漱口、洗脸。小时候弄堂大人

用“新年新水”制止孩子吵架骂人，

也许就是提醒孩子：用新年新水

漱过的口，不好再让詈骂弄脏。

那时候弄堂里的拜年礼也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年初一小孩

也是不睡懒觉的，早早起床，穿上

妈妈给你准备的新衣裤新袜新鞋，

高高兴兴就到弄堂里亮相去了。大

人们往往比我们起得更早，已经在

那里互相“恭喜”了，见到老人也

恭喜，见到小孩也恭喜。那时候的

新年贺词，并不是现在这样的“恭

喜发财”，而只是“恭喜恭喜”，

恭喜什么？心照不宣。有一次我忍

不住，偷偷问爹，到底恭喜什么？

爹答道：大年三十大人小人都守夜，

守过除夕夜就是守住了自己的命，

第二天就大一岁了，所以要恭喜你

呀！我似懂非懂。后来读了书，慢

慢懂得更多了，知道守夜就是守护

自己生命的意思，小孩力薄嗜睡难

以守夜，所以大人要给他们押岁钱

帮他们押住年岁。年初一一早，大

家互相一见面，就知道你守岁或押

岁成功，怎能不欢欢喜喜地祝贺你

呢？“恭喜发财”？哪里跟哪里啊？

俗不俗啊？

看样子，今年过年，新冠还得

跟 着。 口 罩 还 得 戴、 手 还 得 洗，

社交距离还得有。既要表达恭敬

友好，又要保持社交距离，我觉

得没有比中国传统的作揖礼更好

的 形 式 了。“ 揖” 字， 提 手 旁，

一个口，一个耳，表明作揖要用手，

用口，还要用耳。除了抱叠双手作

一个动作，还要加上恭敬的用语，

还要谦逊地倾听，不能漫不经心。

且，作揖礼最帅、最卫生。握手、

碰脸当然有碍防疫，胳膊肘相碰，

又太不美观了。如此说来，让我们

虎年春节行作揖礼，口送耳听，“恭

喜恭喜”，最好还能推广到世界

上去，让祖国最古老的礼仪文明，

为全人类的新冠防疫，再作新的

贡献。

　　新年从年初一水崇拜开始，到元宵节火崇拜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