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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年俗：岁月传承里的年味记忆

 朱婷婷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始，以夏历（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

年的日期由此固定，并一直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春节是中国内涵最深厚、内容最丰富、参

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传统节日。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习惯差异很大。南方丘陵地

区更是“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笔力不逮，谨以此文记录我儿时记忆中的家乡——江

西省都昌县的年俗。

都昌位于江西省北部，隶属于九江市，濒临鄱阳湖，地处南昌、九江、景德镇“金三角”

中心地带。都昌县是鱼米之乡，辖 24个乡镇，户籍人口七十余万。自汉高祖六年（前 201）

设“枭阳县”以来，已有 2200多年的历史，是江西 18个文明古县之一，出过东晋大司马陶

侃（一说为鄱阳县人）、宋代抗金名将刘琦、南宋爱国丞相江万里等历史名人。都昌县物产

丰富，历史文化璀璨，苏轼也曾在这里留下《过都昌》一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

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在这样的自然人文条件滋养下，都昌县的年俗

自有其独特之处，有些年俗乡与乡，甚至是隔壁村之间都略有不同。总体而言，乡村地区传

统年俗较都昌城区更丰富，保留更完整。

图 1 都昌县航拍图

一、序幕——年前准备活动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历来重视美食。年前备年货，是国人对春节的深情预热。在腊月中

下旬，都昌地区已进入年关，家家户户开始张罗置办各种年货。即使有很多食品能从市镇上

买到，大家还是更愿意热热闹闹地各展所长，自备年货。这份忙碌让年节的氛围在各家各户

蔓延开来，也在孩子们的心里刻下愉快的记忆。现将都昌较有特色的年货和做法列举如下：

1.做腊肉：主要是腊鱼、腊猪肉、腊板鸭等。使用各种香料腌制肉类约 5—7天后，将

腊肉挂在通风良好、阳光充足的阳台进行晾晒。10—15天后，腊肉变得表皮干燥，色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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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后即可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腊肉可以大大延长肉类的保存时间，是物质短缺时代的产物。

藜蒿炒腊肉味道鲜美，是都昌人饭桌上的一道家常菜。

2.酿米酒：南方地区过年酿米酒比较普遍，都昌也不例外。通常做法是：将糯米洗净后

放入清水中浸泡一夜，翌日沥干水分后倒入蒸锅中铺平，水开后转中火继续蒸 20—25分钟

左右。把蒸好的糯米倒入干净且无水无油的盆中，自然冷却至 30℃左右时加入酒曲，将酒

曲和糯米充分拌匀，再缓缓加入适量的凉开水再次搅拌。从糯米中间挖一个较深的孔方便观

察发酵和后期出酒情况。往盆上另扣一个大盆后，再盖上几层厚被子，将其放置在通风良好

的地方进行发酵。3—5天后，香甜的米酒一般就能酿好，可以在家人团聚用来待客了。如

当年家里有添丁（一般是头胎，无论男女），大家都会趁年底挨家挨户各送一碗甜甜的米糟，

分享喜悦。

图 2 酿米酒（液体为米酒，固体为米糟）

3.蒸年粑：北方人过年包饺子，而都昌人过年常常是做米粑。与饺子皮用面粉不同，米

粑使用的是大米粉。进入腊月二十三后，各家各户就开始洗净厨具，备好米粑粉和肉馅菜馅。

将适量开水倒入米粑粉中进行搅拌，趁热将粑粉揉成大面团，然后取出适量成团的湿粉进行

捏搓，将其整理成中间凹陷的铁锅状，然后往里放入准备好的馅料，再捏紧收口，整理成扁

平或圆球的形状。蒸好的米粑还要趁热送给本家和邻居们尝尝。有些巧手的人家还会按照年

度生肖捏出动物形状的米粑，这种米粑通常不包馅，用来给祖宗上供。

图 3 包米粑、蒸米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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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酥糖：鄱阳湖流域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为黑芝麻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都昌县、湖口县、鄱阳县等都是我国黑芝麻的主要产区。酥糖就是一种常见的由黑芝麻制成

的传统甜点。临近过年，通常会由几户人家一起合伙包酥糖。在白天，将黑芝麻、大米、花

生、核桃等炒熟炒香之后，运送到磨坊碾磨成粉。在夜晚，将买来的大坨麦芽糖放在农家大

锅里进行加热融化，大家一边烤火一边趁热将麦芽糖浆薄摊在一层芝麻粉之上，然后又往上

面洒入一层芝麻粉，如此重复五次以上，依靠糖的粘性和手工整理，芝麻粉会变成一条长长

的小火车。切割后在手中搓圆，就成了圆滚滚的酥糖。五谷磨坊的黑芝麻丸就与其十分相似。

图 4 包酥糖

5.切糖糕：糖糕又称芝麻糖，和酥糖一样，都是都昌春节待客必备的甜品。先把糯米蒸

熟晒干成冻米，再用油炒细砂，炒热后下冻米炒成爆米花，盛出晾凉备用。将麦芽糖加热至

完全融化后，把炒好的糯米、麦芽糖以及黑芝麻、花生等倒入锅中，快速搅拌均匀，让每一

粒糯米等都裹上糖浆。我小时候，亲眼见村里的叔伯们将搅拌好的原料趁热倒入提前准备好

的大抽屉内，再往抽屉上盖几层干净的塑料布，背上家中小孩脱鞋站于其上蹦跳，将其快速

踩实，这个仪式称为“踩糖糕”，大人小孩自得其乐。趁还未完全冷却变硬时，用刀切成大

小合适的块状，切糖糕就基本做好了。待其完全冷却后便可以装入密封容器储存起来慢慢享

用。

图 5 切糖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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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庭还会热火朝天地炒花生瓜子、打薯糕、杀年猪年鸡、炸圆子。贤惠的主妇们往

往会趁这个时间置办未来一年用量的墨鱼干、银鱼干用于煲汤，还要采买大量用来正月里待

客的水果点心，常见的有砂糖橘、开心果及各式糖果等。

除备年货外，还有其他准备工作：

1.大扫除：都昌冬日湿冷，人们会在年底选一个晴朗的天气开始一年中“大洗”的日子。

全家总动员将屋子、窗户、院落的灰尘都打扫干净，除旧迎新，将穷运、晦气扫出门，以整

洁的姿态迎接新年。

2.送年节：在都昌，一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都需要回娘家送节。临近年关时，

全家人带上礼品送给娘家的长辈兄弟，礼品档次视其经济情况而定。如果娘家有姐妹就会约

在同一天回娘家团聚。

3.贴春联：都昌人将春联也称为“对子”，大部分都是从市场上购买，也有少部分人家

买好红纸请书法好的亲友手写春联。一般选在腊月二十九或三十上午，将旧春联揭下，用稀

饭熬成的浆糊张贴新对子，张贴时要本着先大门后正厅再偏室的顺序进行。

4.祭祖先：腊月二十九，家中子孙以房股为单位，提上杀好的鸡、腊肉、米粑、烧酒等

祭品去山上祖坟烧纸点炮燃香，祈求祖先在新年继续庇佑后人。

5.过小年：都昌人过小年的日子不一，时辰不同。我老家所在的村子是三十早上过小年，

伯父和我们两家人齐聚奶奶家吃团圆饭。附近村子的小年则在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可以说

都昌腊月二十四至腊月三十每天都有人过小年，早上、中午、晚上都有过小年之俗。

6.祭灶神：旧时农村的柴火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我记忆中奶奶家改造后再无灶

神神龛，于是奶奶将灶神像张贴在灶台壁上。祭灶神分为送灶神与接灶神。老家的习俗是除

夕夜辞灶神，正月初一接灶神。送、迎灶神的仪式类似，都由女主人在灶台上燃起香烛，摆

上甜甜的供品，口里还要念词：“上天去说好话，下天来管好家。”随着奶奶年纪越来越大，

如今这种情景已经看不见了。

以上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后，就迎来一年的结尾，也是春节的正式开始——除夕夜了。

二、高潮——除夕和大年初一

除夕夜的重头戏就是年夜饭。都昌吃年夜饭的时间，一般比平时吃晚饭早一些，常在下

午四五点钟左右。开饭前，通常都会在门前的马路或院子里放上满是供品的篮子或盆，里面

装上猪头肉、米粑、白酒和点燃的香烛，寓意让祖宗也回家吃团圆饭。男主人还要在院子里

铺上满地的鞭炮，燃放的爆竹一般都是用红纸包裹的。讲究点的人家每次过年放的都是一万

响鞭炮，寓意黄金万两。鞭炮燃放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长辈们称之为“满堂红”，最

早也要等到正月初五后才让小辈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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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祭祖先 图 7 燃鞭炮

年夜饭是一年到头最丰盛讲究的一顿饭，一般以十二碗菜品居多，富裕家庭或人口众多

家庭能达到十六碗。这也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全家齐聚的时刻。鞭炮声中，由家中长辈动第

一筷，其他人才能陆续开吃。很多菜都是充满寓意的，比如，中国人的年夜饭一定要有一条

不能吃完的鱼，寓意“年年有余”。都昌人的年夜饭特定菜单里还有竹笋爆肉（寓意“节节

高升”）、炒豆折的
①
（寓意“粮食丰收、稻米成串”）、黄花煲老母鸡（寓意“大吉大利”）、

芋头墨鱼排骨汤（芋头谐音“余头”，墨鱼又称“乌金”，象征财富。排骨寓意家庭稳固。这

道汤组合起来，承载了生活富足、财运亨通、家庭安稳的美好祈愿）等。席间的饮品一般是

档次较高的白酒、红酒各一瓶，饮料两瓶，有的家庭也会拿出度数不高的自酿米酒。大人们

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孩子们则忙着抓耳挠腮地给想着有哪些别出心裁的祝酒词可以在年夜

饭的尾声献给长辈。晚辈祝福长辈健康长寿，长辈则祝福晚辈好好学习、步步高升。其后，

长辈们开始给晚辈们发压岁钱。小孩睡觉的时候便遵照父母的叮嘱，将压岁钱压在枕头下，

取“压祟”之意，寓意新年平安顺遂。一般在参加工作后就被视为大人，不再领取压岁钱了。

吃完年夜饭，大家围着火盆坐一圈看春晚，茶话之余，还忙碌着通过电话短信给亲朋好

友们送上新年祝福。夜渐深，老人小孩们纷纷歇下，壮年们则作为家中代表坚持守岁，等待

新春的到来。

过了零点，家中就要打开大门，燃放烟花鞭炮，意为“开财门”接新年。初一为新年第

一天，仪式颇多。家中男丁要去户外“出天荒”，寻一空旷地方烧纸钱、放鞭炮，燃三柱香

拜四方（若逢年是南北大利，先拜南北，再拜东西方向。逢年是东西大利，拜法相反）后上

香，接着空手又按上法复拜一次，之后再在附近折几支带叶子的树枝（意为“求财”）带回

家。一些人会抢着点燃村里出天荒时的第一串鞭炮，以祈求头道祈福。

都昌县大部分村庄都是同姓同宗聚居，每个村都有集资修建的祠堂，供奉祖先牌位。出

完天荒后，大家又马不停蹄去祠堂烧纸放鞭炮，开始“拜谱年”祭祖，共燃七炷香，在祖宗

①
豆折的，是一种都昌特产，其主要原料是大米和荞麦，将二者研磨成浆后文火煎制，再折叠成条状切丝进

行晾晒而成。豆折的食用方法多样，刚出锅的时候可以趁热蘸酱或裹白砂糖吃，晒干后可炒或煮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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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位前上三炷香，又给天客娘娘、爷爷（未找到确切记载，可能是土地神）前各两炷。据父

亲回忆，他小时候村里还是集中拜谱。老一辈要给小辈们讲谱，使其了解家谱族史。拜完谱

年后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但这一夜的烟花爆竹声可谓连绵不断，此起彼伏，无法安然入睡。

图 8 初一到祠堂拜谱年

都昌习俗是从初一开始拜年，上午和晚上均可拜年，如在下午登门会被视为不礼貌。初

一早起，穿上新衣，晚辈们开始给同族同村的人拜年了。首先是向自家祖父母、父母拜年，

然后外出到本村拜年，见面时要互相祝贺，道声“新年好，给您拜年啦”。都昌人忌讳在大

年初一扫地或是往外泼水、倒垃圾，寓意财不外流。此外，都昌人还把一年中逢立春、立夏、

立秋、立冬节气前一天，都称为“绝日”，统称“四绝”。若立春逢正月，那立春的前一天诸

事不宜，不能办喜事。都昌也有一些其他的年节忌讳，如忌正月理发，“有钱没钱剃头过年”。

忌年节打骂小孩。忌动剪子、刀、针等缝补工具。忌言“死”“鬼”“杀”等不吉利字眼，若

小孩犯忌，家长即以“童言无忌”祓除不祥。

三、延续——初二至十五的拜年访亲

正月拜年，是传统，更是情感的归拢。都昌有句俗话叫“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走

姑娘”，都昌方言中的“崽”“郎”“姑娘”分别是儿子、女婿和姑姑，意思是初一跟儿孙共

聚，初二是女儿回娘家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会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娘家拜年，那之后就是去各

种近亲如姑亲、舅亲、姨亲家拜年串门的时光。大家围坐在一起，忆往昔，话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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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23 年正月初一，都昌县土塘镇牌楼吴家接谱现场

图 10 将新修族谱放入谱轿 图 11 抬谱轿

江西地区历来重视宗族和谱系传承，很多家族有定期续修族谱的传统，通常以二十年为

一周期，续修完成后就会通过接族谱仪式流转分发到各个家族分支手中。春节期间家族成员

大多团聚，在农村地区盛行春节接族谱的习俗。通常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牵头，组成临

时筹备小组，负责整个接谱活动各项事宜的组织协调。择一黄道吉日，召回尽可能多的宗族

成员出席活动，集结浩浩荡荡的接谱队伍出发去外村接谱。原保管旧族谱的外村长辈将族谱

郑重地交到前来接谱的代表手中。交接过程中，取回一方要先向原保管方表达感谢，双方会

说一些传承家族文化、铭记家族根脉等话语，交接动作也很庄重，比如双手捧递、双手承接

等，之后将新修族谱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谱轿中，抬回本村祠堂后，放置在中堂位置。家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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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推选一位声音洪亮、熟悉家族文化的族人，在现场诵读家训家规，让在场的家族成员尤其

是年轻一代重温家族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铭记家族优良传统。

初七过后，各行各业恢复营业，很多务工人员也开始启程，新年的气氛暂时就告一段落。

在都昌，初八被视为给死者“拜新年”的日子。这天不允许串门走亲戚，也忌讳向见到的人

说“新年好”“拜年啦”之类的吉祥话。这之后的一个礼拜，我的祖父母这辈通常是和远亲

们互相拜年，父母这辈则是和单位上的同事相互拜年。

转眼就到了正月十五，都昌人对元宵节十分重视。白天我们去山上祭祖，告诉老祖宗年

节快过完了。晚饭规模仅次于年夜饭，也是一家老小齐聚一堂，吃着醪糟煮汤圆，家家户户

张灯结彩，燃放烟花鞭炮，舞龙舞灯直至深夜，把春节尾声推向高潮。

都昌民间还有一项专门在元宵节举行的传统民俗——拎灯掌彩。晚饭过后，各村村民们

在祠堂自发组织好，拎着龙灯挨家挨户掌彩。叩开门后，由一位能说会道的人领头掌彩，根

据各户情况说不同的吉祥话，其他人跟着附和。家主听完掌彩后都会打赏红包。我小的时候，

村子里三到十二岁左右的小朋友们会自动分成两三队，拎着各式灯笼上门掌彩，大人们听完

掌彩词都会笑眯眯地给小孩每人分一元硬币或是几颗糖。下面附上几首都昌常见的掌彩词：

图 12 舞龙队从祠堂出发去掌彩

（一）

喂！好哇①

龙灯照得东方亮，好哇

老板家有读书郎，好哇

反手算盘嘀嗒响，好哇

顺手拿笔写文章，好哇

文章盖过十三省，好哇

进京考中状元郎，好哇

我今在此多祝赞，好哇

①
按：“好哇”皆为众人附和语，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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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喜洋洋。好哇

（二）

喂！好哇

龙头轧一轧，好哇

下半年做嘎嘎，好哇

龙脚抓一抓，好哇

下半年做嫲嫲，好哇

嘎嘎嫲嫲①福分好，好哇

子子孙孙一大趟，好哇

我今在此多祝赞，好哇

荣华富贵万万年，好哇

（三）

喂！好哇

喜龙走进老板家，老板在外挣大钱。

老板事业做得大，财源广进通四海。

日进斗金人人夸，老板手艺盖得帽。

砌墙装模弄油漆，客户都说顶呱呱。

今年老板遇贵人，多包工程工价高。

今年又是丰收年，在外人称好老板。

在家都说好榜样。

我今掌彩后

老板年年挣大钱，衣锦返乡人人夸。

我今掌彩后

老板事业大发展，红包多多迎龙灯。

我今掌彩后

老板红包又多多，事业一定大发展。

过完元宵，热热闹闹的年节基本就过完了。大家纷纷背上行囊各奔四方，为家人的幸福、

生活的改善全力以赴，期待着下一次的团圆。

①
按：“嘎嘎”“嫲嫲”均为都昌方言，“嘎嘎”即爷爷，“嫲嫲”即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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