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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民俗众多，我省南北地区过年习
俗差异很大。而这些不同的风俗，都有个共
同的主题，那就是希望新的一年幸福安康。

开门大发财，“元宝”滚进来，在肥西、
六安一带被当地百姓演绎得活灵活现。

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后，“守岁”的人
们都关上了大门。一直到年初一早上，烧
上香，再开门放炮。在这段时间内，当地一
些好事者将平时用黄土捏成的、与真元宝
大小形状一样的假元宝放到大门的门槛
上。年初一早上，主人把门打开的一刹那，

“元宝”骨碌碌地滚了进来，该户主人见到
“元宝”心花怒放。但是这个“元宝”也不
是白送的，正月十五后，送“元宝”的人会
挨家挨户讨“吉利钱”。

在皖北颍上农村，年三十
的午饭才是一年中的团圆饭，
这顿饭都要在自己家里吃。

吃过团圆饭，家里的女人
们就开始张罗一年中最重要的
活动——包饺子。据老人们说，
年初一家里不能吃荤，所以要准
备足够的素馅饺子够一天三顿

的。这时候家里主妇们就各显
神通了，把素馅饺子包成各式各
样，最受欢迎的就是元宝(就是一

种两个饺子皮合起来包的圆形

饺子)。其中一个元宝中间会被
特别加上一枚洗干净的硬币，据
说吃到包了硬币的元宝的人一
年里都会财运亨通。

在皖北涡阳县农村有一个
年俗，那就是大年初一一大早
到祖先坟前祭祖。

年初一早晨吃过饺子之
后，先是晚辈挨个给家族里的
长辈们拜年，然后，一个家族
的男人们便会聚集到一起，带
着冥钱和鞭炮，到田地祖先坟

前进行祭拜，烧纸钱、放鞭炮，
前来祭祖的每个人都要在坟
前跪下磕一个头。根据当地
风俗，祭祖时，女人们是不参
加的。祭祖回来的路上，晚辈
们便开始在年长者的带领下，
挨家挨户给同村里的长辈们
拜年。

【涡阳】初一早晨祭祖先

在庐江，鸡蛋被当地百姓
冠上“元宝”的美名，家家户户
用此来招待客人，祝福前来拜
年的宾客新的一年能发大财，
交好运。

每家每户“拿元宝”的时

间从年初一“开门炮”放过以
后，家里人先吃上一个煮鸡蛋，
表示新年吉祥之意。随后，去
邻居、亲朋好友家拜年，主人在
吃饭之前必先端上一盘事先煮
好的鸡蛋。

在徽州古城歙县有这样一句
老话，“清闲初一朝”，说的就是新
年的第一天可以清闲一点，但是清
闲归清闲，大年初一的早晨还有一
场“重头戏”。

按照古老徽州的习俗，家家户
户就要由一家之长主持，带领全家
老小点香、燃烛、上供、鸣炮。现
在，这一环节已经慢慢淡化了，但
是早起喝上一碗枣栗汤可是不能
省略的重头戏。

砀山过春节大年三十那天最
为繁忙。贴春联、贴门神年画，上
午要剁好扁食(饺子)馅。中午饭吃
扁食，扁食下锅时要放炮敬神，出
锅先盛碗敬神，还要以汤浇地祝
祷。傍晚要在门口横放下个棍子，
叫做拦门棍，据说是为了拦住财
气。初一早上吃的扁食，三十晚上
就要包好，然后以扁食皮封住刀
口、擀面轴。

桐城过年，大年三十那天，中午吃饭要
吃挂面，表示日子长长久久，除夕的年夜饭
一定少不了鱼，但是却不能吃鱼，寓意是年
年有余。正月里请客要上两碗鱼，一碗可
以吃，另一碗不可以吃。

桐城人走亲戚拜年，必须带糕。吃过
饭准备回家了，亲戚会备好糕，作为回礼，
意思是“高来高去”。

【肥西、六安】“元宝”放在门槛上

【桐城】请客要上两碗鱼

【颍上】吃到硬币饺子会吉祥

【庐江】吃鸡蛋拿“元宝”

【歙县】大年初一来碗枣栗汤

【砀山】扁食出锅先敬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