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
“年财佬、出天行”

年三十夜， 长沙农村家家火炉中燃
着一个枫树蔸(或松、栗等树蔸)，叫“年财
佬”。到了大年初一，家家于鸡鸣时分即
起，男女老幼换上新衣，由辈分最高的男
主人燃香开大门， 鸣放鞭炮， 叫“出天
行”，或说开财门。

株洲：
“开门炮、拜六神”
初一凌晨的“开门炮”后，株洲各

家男女穿新衣，先拜祖宗，再拜六神 (灶
神、檐头神、白虎爷、井神、土地神、财
神 )。攸县、醴陵市、炎陵县等地还流传
着一些具有自己地域文化、 人文风俗
的过年传统。 比如株洲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对象———攸县巨田村流传
300多年的原生态音乐“唱插话”，每年
固定在正月十二开始， 至正月十五元
宵节结束，一共要唱四天四夜。此外，
株洲乡村各地还有观看皮影戏的传统
习俗， 从正月初一到元宵节更是皮影
戏演出的旺季。

湘潭：
“接龙”、“打抽丰”
从正月初一到十五， 不论是湘潭

的农村或城镇，到处可以看到舞龙灯。
舞龙灯先要“接龙”,即挨家挨户发请
帖， 凡是接了请帖的人家就依次进屋
去舞龙灯表示祝贺。新春期内，湘潭的
少数外出人利用人们的发财心理捞取
赏钱，或“赞土地词”，或“送财神贴”，叫
“游春”，也叫“打抽丰”。

衡阳：
“关财门”“坐岁”
衡阳地区在春节有其独特的习俗，

三十日名曰“除夕”。当日午餐，极其丰
盛，即所谓“团年饭”。入夜接回灶神司命
后即关上大门，叫“关财门”，将预先准备
好的点心果品摆出，全家围炉团坐，边吃
边谈，预先招呼小孩忌讲不吉利的话，并

给以压岁钱，直至深夜入睡，有的彻夜不
眠，名为“坐岁”。

邵阳：
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姑娘

邵阳的团年是腊月廿九， 意味着
春节前的“集合”、“清点人丁”，和现今
大家理解的团年饭意思不同。 过年虽
然是年三十，但用餐仪式分为两个：三
十和初一的早餐两个正餐， 在天亮之
前吃完。 拜年时也是有顺序的，“初一
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姑娘”。即初一
给父母拜年，初二给岳父母拜年，初三
四给姑姑阿姨拜年。

永州：
二十一，打主意；二十二，上街街

永州的春节俗称“过年”，包括除夕
到元宵节之前的整段时间。为过好春节，
一般在农历十二月下旬即着手准备，有
童谣曰：“二十一，打主意;二十二，上街
街;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过小年;二十
五，做豆腐;二十六，砍猪肉(或杀肥猪);二
十七，杀阉鸡;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样
样有;三十夜，团圆酒。”永州人在正月初
一外出时谓之出行， 至当地土地庙祭祀，
回家时，折一束树枝，谓之“发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做豆腐、杀年猪、打粑粑
湘西乡下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

溜：（腊月）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打扫屋，
二十七泡糯米，二十八打粑粑，二十九种
种有，三十夜慢慢撤（撤：湘西本地话，指
慢慢消费、慢慢享受）。除上述顺口溜中提
到的，还有送饭（祭去世的祖宗和亲人），
赶肉（上山打猎）……

岳阳：
“百里鱼、团年饭”
“百里鱼、团年饭”，岳阳过年风俗除

杀鸡、鸭、放鞭炮、贴春联外，在腊月三十
还吃“团年饭”，十分丰富。十二大碗中必
有鱼这个菜，显示吉祥有余之意。

益阳：
大年三十烧旺火

益阳农家有俗语说：“三十的火，十
五的灯”。春节期间，益阳、桃江、沅江、南
县等地，还流传着打“三棒鼓”的习俗。表
演者可以只有一个人， 也有两三个人合
打的。表演者一边念顺口溜，一边双手丢
接三短棒。三根短棒一样长、凿孔处安有
三个铜钱，抛接时沙沙作响、富有节奏，
花样繁多，变化无常。

常德：
新春点灯，“吉星高照”
新春期间， 常德各地都有在大门口

张灯结彩的习惯。现在，各单位都时兴在
大门口扎彩门安装五色彩灯， 民家也会
新春点灯。

娄底：
吃萝卜图个好兆头
在湖南娄底一带， 过年时有许多独

特的风俗。比如，过年一定要吃萝卜；年
夜饭要赶早， 一般在大年初一清晨五六
点钟左右；除夕夜放鞭炮，谁家的鞭炮放
得最早、最长、最响，就代表谁家最富裕，
来年一定会大吉大利，发大财。

怀化：
砍“年猪”
从腊月二十三，送灶王菩萨上天，腊

月二十四过小年这天开始， 怀化市民的
过年模式正式开启。在苗乡，大年三十，
小伙要上山砍“年猪”，这“年猪”不是猪，
而是一节硬质木头。待到夜幕降临时，家
家要烧旺火，将这“年猪”伙同其他杂柴
一起烧燃，然后以这节“年猪”作为火种，
一直保留到正月十五。而在溆浦县，每家
必须在腊月二十九煮一整个猪头， 三十
早上全家人吃团年饭。 吃团年饭时只能
吃半个猪头，吃完饭，做儿子的要把剩下
的半个送到岳父家去。

郴州：
大块吃肉
在郴州农村， 过年会有一道特别客

气的菜， 就是大块肉。 这大块肉名副其
实，每块至少半斤以上，而每个客人一次
要把这整块都吃下去。 郴州地区过年期
间还有很多特别的忌讳， 比方说不能说
“剪刀”这两个字，因为会把好运“剪掉”。

张家界：
土家赶年
张家界的少数民族众多， 在土家族

的习俗中，每年要过三次年，腊月二十
九（或二十八）“过赶年”，农历六月二十
五过“六月年”，十月初一过“十月年”。
“赶年”即提前一天过年，年夜饭一般都
在腊月三十凌晨开吃，越早越好。到了
年三十晚上，土家人燃起篝火，围着篝
火跳摆手舞，唱调年歌。

年俗大盘点，特色各异“湘”味浓
湖南14市州过年习俗各有不同，看看哪些还在流行

鼠年春节
“网红长沙”这样过

长沙街边逐渐出现的红灯
笼，超市开始播放过年金曲，正在
提示您，下周五就过年了。人头攒
动的橘子洲焰火观看现场， 创造
纪录的超级文和友等位现场……
“网红长沙”可不止有这些。鼠年
将至， 长沙的过年新地标———火
宫殿城大庙会将带市民体验传统
春节。

2020年长沙火宫殿城
大庙会启动

时间 ：1月 18日至 30日 10 ∶
30-11∶30

主要内容：舞龙舞狮、节目表
演、汉服挑战赛发布等。

“年货大集，丰收天心”
文创、美食集市

时间：1月18日至1月19日
主要内容： 展示茶颜悦色等

长沙特色，金杵面塑、书法协会、傩
头年画、罗成核雕等。

“民俗湘韵，游在天心”
新春系列演艺活动

时间：1月25日至1月30日
主要内容：以火宫殿为主体，

打造一系列春节文艺活动和民俗
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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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民间
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
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
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
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
活动。

湖南人的春节从
先年腊月廿四过小年
起到第二年正月十五
闹元宵为止，历时二十
三天，热闹非凡，而且
14个市州的年俗也各
有特色。

■记者 叶竹 整理

动活

品年味、逛庙会。庙会活动让年味更浓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