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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大集声名远播乐山大集声名远播。。俗话说俗话说，，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与朋友不谋而合与朋友不谋而合，，相相
约去乐山赶年集约去乐山赶年集，，““乐山满语为勒克乐山满语为勒克
山山，，意为磨刀石意为磨刀石，，因乐山镇一带出产因乐山镇一带出产
磨刀石磨刀石，，故得名勒克山故得名勒克山，，后演变为乐后演变为乐
山山””隶属长春市朝阳区管辖隶属长春市朝阳区管辖，，地处朝地处朝
阳区南部阳区南部。。在导航的引领下在导航的引领下，，沿长沿长
伊公路去乐山镇大集四十分的车伊公路去乐山镇大集四十分的车
程程，，此行寻找体验童年的此行寻找体验童年的““年味年味””、、感感
受受““年趣年趣””。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腊八粥红糖蒜，噼哩啪啦
二十三；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尘
土，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赶集，
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
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
二满街走。”

这首童谣饱含多少儿童对年的
企盼，于现代孩子而言，他们很陌
生，陌生不知其所以言，在大数据时
代，“赶年集”是一个多么遥远，多么
古老的“传说”。

年集，顾名思义，是在春节前赶
集，集中了各种年货、特色小吃和民
间手工艺术品，是人们准备过年的
选购农副产品、年货的交易场所。
年集起源于古代农民收获季节，农
民通过集市出售丰收的农产品，交
换生活必需品与过节用品，形成了

“年集”的雏形。
早在汉朝时期，年集便已在民

间流行，随着时间推移，年集的规模
愈发扩大，商品种类也日益丰富。
人们逐渐形成了“年货”的概念，开
始在年集上购买烟花爆竹，特定的
食品和用品，以庆贺除旧布新，迎接
春节。

古代的年集通常安排在农历腊
月二十或腊月二十六日。明清时
期，年集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地
方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地方特色与风俗习惯通过年集的形
式得以传承与传播，成为展示地方
文化与年味的重要平台。

乐山大集，历经百年，布局合
理，整齐划一，摊位上各式各样的年
货琳琅满目，种类丰富多样。水产、
干货、糖果、年画、春联，肉、鸡、鸭、
鹅，冻梨、冻柿子，新鲜蔬菜、水果，
每一种年货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
涵和节日气息。

鱼在春节期间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鱼”与“余”同音，寓意着年年
有余。猪肉也是年集上常见的年
货，代表着富足。开心果、核桃、红
枣、花生等，寓意着早生贵子、长长
久久、团圆美满；牛轧糖、牛奶糖等
糖果则象征着甜甜蜜蜜。山楂、草
莓等水果串成的糖葫芦，外层裹满
焦糖、芝麻，酸甜的滋味勾起了人们
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冻梨和大柿子
成为年集上的代表性“年货”，是与
花生、瓜子成为年三十晚上标配的

“零食”。冻梨清脆爽口，象征团团
圆圆。这种风味独特的水果不仅在
味道上润甜，更在一定程度上象征
着丰收与喜庆。梨子在中国文化中
有“离”的谐音，常常被视为不离不
弃、好运来，幸福相伴。因此，冻梨
在春节期间被人们广泛喜爱，成为
年集上的一种必备果品。大柿子色
泽鲜艳，果肉饱满，甜美可口，象征
着“事事如意”。

乐山大集作为长春最具代表性
的年集之一，不仅是一场视觉与味
觉的盛宴，更是传承地方文化、促进
社交互动的重要载体。它在岁月的
变迁中，始终保留下了浓厚的地方
特色，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替代的年
集记忆。

干货和腌制、豆制品是年货的
重要组成部分。白菜干、罗卜干、土

豆干、茄子干、黄瓜干、豆角干，与此
种鲜菜相辅相成，干菜的特点是好
储存，味道独特，吃法多样，每家每
户都有自己做法。这些菜品不仅可
以存放较长时间，方便在春节期间
享用，还寓意着干货满满，福禄延
年。此外，农家自制的酸菜、酱菜和
大豆腐、干豆腐、调味品，也是年集
上备受欢迎的商品。

糕点类年货也颇具代表性。团
圆糕、花生粘等，象征着和美。年货
中还少不了各种花卉和植物，如蝴
蝶兰、金桔等，寓意生机勃勃。

年集上还有许多地方特色小
吃，如炸春卷、年糕、豆包等，都是春
节期间热销的美食。炸春卷包裹着
新鲜的蔬菜和肉馅，外脆内嫩，香气
扑鼻；年糕有江米和大黄米两种粉
面撒锅蒸制而成，外观洁白或金黄，
象征着纯洁和高贵。吃年糕不仅是
品尝它独特的口感，也寓意着人们
在新的一年里步步高升，事业和生
活蒸蒸日上。

年集，作为中国春节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与民俗，更表现出地方文化的独
特魅力。通过赶年集，人们在热闹
的氛围中感受到浓厚的年味，既满
足了生活的物质需求，也丰富了精
神生活。它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
的重要场所，是家人与朋友团聚的
契机。每年的年集汇聚了本地的特
色年货与美食，也有外地采购的年
货，传承着古老的习俗，彰显了地方
文化的多样性。

春节文化不仅是一种习俗的延
续，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
的再现，还能有效拉动地方经济繁
荣。

乐山、乐水、欢乐大集，恭喜过
大年，向春天出发！

赶年集
张藩

华发渐增，辞别讲台，更怀念
自己逝去的童年，每当回忆起童年
往事，就会追回一分快乐，寻觅一
丝甜蜜。尤其是孩提时，我对洋辣
儿那份情有独钟地厚爱，至今难以
忘怀。

我的父亲是化学教师。大约
在我五岁时，父母把家搬到了牛家
村，让我领略了乡村的童年童趣。
随着时光流转，我渐渐长大，便在
村里的学校上学，从此在我的人生
中多了些玩伴，也有了在城里找不
到的乐趣。

父亲是勤劳的，他为了让一家
人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便到孤山子
集市买回一头乳牛（母牛），这头牛
在我的童年增添了极大的情趣。

我喜欢这头牛，喜欢它一身棕
黄发亮的颜色，也喜欢一双水灵灵
会说话的大眼睛。自从牛来到我
家，割草、放牛在我的学业中又添
了一门必修课，我和牛、牛和我也
多了份情谊，有时牛可以驮我出
去，也可以把我从回家的路上驮回
来。

夏天，每天放学写完作业，几
名要好的小伙伴就会借割草的机
会疯玩一会，捉迷藏、老鹰捉小鸡
等游戏，童年的生活是那么的快
乐！每逢周末，我便从牛栏里牵出
牛，纵身一跃跨在牛背上，手执缰
绳乐滋滋地扬长而去。

秋天的时光是美好的，在放
“秋收假”的日子里，我们小伙伴或
在晨风中奔跑，或在夕阳下嬉戏，

那时田间、沟壑、山坡和河边都是
我们自由活动的天地。

秋风挥起画笔，给田间的庄
稼、山坡上的草木绘上五彩斑斓，
树叶化蝶在眼前翩飞。一天放学，
我和几个小伙伴捉迷藏。我钻进
庄稼地中间的一条壕沟里的老鸪
眼树底下躲起来，突然间，我看到
在老鸪眼的树枝上。有几个洋辣
儿，我兴奋地喊着，快来，洋辣儿！

伙伴们听见我喊洋辣儿，便把
捉迷藏的事扔到脑后，一个个屁颠
颠地奔我而来。

洋辣儿，又名褐边绿刺蛾；洋
辣儿，听上去像是舶来的名字，如
洋伞、洋火，其实不然，它是地地道
道的本土虫——洋辣儿，生长在东
北地区的杨树、柳树、榆树及樱桃
树上。

入秋后，神奇的洋辣儿会结成
褐色白花的外壳，人们都叫它洋辣
儿罐。在当时，男孩子上树找洋辣
儿，平日里“顶洋辣儿”是最有趣的
一项玩乐项目。

“顶洋辣儿”特别有趣，两人分
别手执一个洋辣儿，用光滑的一端

去顶，破碎的一方算输家，输家一
般要给赢家最坚硬的洋辣儿或者
几枚洋辣儿做赔偿。

“顶洋辣儿”是最常见的游戏，
那个时候男孩子衣兜揣十几枚或
半兜子洋辣儿是常有的事。

深秋以后，我们找洋辣儿就像
找宝贝一样，只要有树的地方都要
巡视一遍。洋辣儿随处可见，路边
的杨树，园子里的苹果树、李子树、
山楂树都有，河边儿和山坡上“柳
毛子”上洋辣儿最多，有时会发现
洋辣儿是一串一串的。柳毛甸子
里的洋辣儿个头小，花纹也浅，如
果用它与他人的洋辣儿对抗，假设
遇到的对手也是柳毛子洋辣儿，还
可能有获胜的机会，如果遇到老鸪
眼树上的、山楂树上的、苹果树、
梨树上的洋辣，它就是“常败将
军”。

洋辣儿最易取胜的还是老鸪
眼树的，颜色黑灰，个头也大，其次
是山楂树上的，外壳比较薄的非柳
树莫属。

苹果树、李子树、山楂树的洋
辣儿个头也很大，但是要得到洋辣

儿，你就得爬上树。爬树可需要一
定的功夫，我们那时就像猴子一
样，上树无所顾忌，玩得开心极了。

一个周末，我把牛放在山坡
上，独自漫山遍野寻找洋辣儿，突
然脚背好像被针刺了一下，不一会
儿脚背就肿了起来，我怀疑自己被
蛇咬了。腿肚子也肿了，脚疼得
很，我赶着牛下了山，爬上牛背回
家了。

上学的时候，男生都会把洋辣
儿带到学校，课间就会看见教室
里、操场上、篮球架下同学用洋辣
儿角斗。取胜的洋辣罐儿被誉为

“大黑头”，手持“大黑头”的同学沾
沾自喜，一副傲慢的架势看着对
方。

顶破的洋辣儿丢了是可惜的，
壳里的虫儿烧着吃味道特香，每次
较量我一般不会把破碎的洋辣儿
扔掉，把它揣进兜里放学带回家
去，然后把它放在炭火上烤熟，顿
时一阵香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冬天上山也很容易找到洋辣
儿，此时的洋辣儿没有秋天的多。
这个时候我们班级烧起煤炉，大家
会把洋辣儿里的虫放在炉盖上面
烤，喷香的味道让人直流口水。一
次课间，我在翻烤洋辣虫，绰号“小
诸葛”的同学说老师来了，我转头
向门口看去，这时身边同学大声笑
了起来，我再回头，洋辣虫已进了
他的嘴。

童年是多彩的。少年的身影
奔跑在夕阳下，嬉戏在晚风中，难
以忘却那段童年的时光，犹记这段
甜美幸福的日子。

“洋辣儿”
于平

我家的家谱挂画上
记载十一代先人，家谱
挂画上人们的画像惟妙
惟肖，挂画两边竖下写
着一副对联，“金炉不断
千年火，玉盏常明万载
灯。”

十岁起 ，我每年都
在三十晚上星星出全
后，手提红灯笼跟着父
亲去离家不远的十字路
口接祖宗回家过年（俗
称接神）。父亲在平坦
的十字路口边，摆好供
品点燃三根香之后，双
手合什朝着西南方向
说：“一年一度的新春佳
节到了，承蒙祖先保佑，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在此，我邀请各位祖先
回家过年。”然后，燃放
烟花爆竹迎接祖先归
来。也许是心有灵犀
吧，在父亲的心里，祖先
已经回来了，都坐在摆
满美味佳肴的供桌前，
品尝山珍海味，于是，父
亲带着我和哥哥跪在供
桌下，按祖宗辈份大小
有顺序一 一三拜九叩，
然后，请各位先人共享
烛光晚餐。

为了恭敬祖先，父
亲告诉我们三个晚上
都 得 合 衣 而 眠 ，不 可

说 脏 话 ，用 餐 前 先 给
祖先点香烟敬美酒等
事宜。

人们常说：“请神容
易送神难”，每当大年初
三晚上星星出全后，父
亲把新煮的两碗饺子摆
在供桌上，再敬上两杯
美酒，当供桌上的三根
香燃尽，父亲领着我和
哥哥跪在供桌下，父亲
拱手说：“今天晚上是家
族规定的送神日，常言
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
席。我敬佩各位在世时
都曾是各行各业的英
才，做官的一身清廉，当
教师的桃李满天下，当
兵的战绩显赫，身为农
民的把遵纪守法勤劳致
富之风传承给了我们。
如今，各位先人已归来
几天了，人说十事九不
周，在这几天里我们有
招待不周之处，还请各
位先人不要见怪。”然
后，父亲就开门送客，接
着院内鞭炮齐鸣敬送祖
宗。

我如今也供奉家谱
挂画，是为引导我的子
孙饮水思源，增强家族
凝聚力，延续旧俗，不忘
祖辈为后人的辛苦劳作
与谆谆教导。

供家谱
任胜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