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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凌晨“点旺火”，是山西各地都有的一个年俗。
许是山西多山，煤炭资源丰富且开采历史也很悠久的原因吧，

境内点旺火的时间、地点虽小有不同，但各地的旺火似以炭火为
多。比如，清乾隆十七年刻本《大同府志》即载“元旦（即今春节）,垒
一块炭于门……名曰旺火。”而刊于清道光年间的《赵城县志》（赵城
县，旧县名，治所在今洪洞县赵城镇）却载“上元（即元宵节）积炭于
庭中，曰兴旺火。”

但在我的家乡，今晋阳湖北畔的武家庄村，传统的旺火却燃得
都是豆秸。直到上世纪 50年代初，家乡的村民在秋收结束后，家家
户户仍都会用茭棍榄（高粱秆）碾扁作腰儿捆一捆豆秸放到屋顶上
保存着备用。合作化以后的好些年份，农业社或生产队的头头们，
也会年年安排种些豆类。即便在全村大部分土地都改种水稻以后，
也是如此。这样，在每年打场后，村民们在分到若干豆子的同时，
每户还会分到或大或小的一捆豆秸。年初（读 zǔ）下（即除夕）,
当院里院外都收拾停当以后，那捆豆秸便会被主人从房上取
下来，拢在院当中。另外，在上面压些炭块，摆几枝柏叶，准
备工作便完成了。旧日，家乡人点旺火，一般是在初一
寅时末刻，即凌晨将近五点。在点旺火的同时，还要
燃放鞭炮，在堂屋内祖宗爷及厨房内灶神爷，院
内的天地爷、土地爷前点亮蜡烛。

如果说我们村点旺火用豆秸，是由于地处
平川，不产煤炭的话，那么，同属晋源区的西山一
带，煤窑遍布，按道理应用炭块了，其实不然。

之所以有炭不用而用秸秆柴枝，似乎与当地一个传说
有关。据传，天上有一只九头神鸟，这只九头鸟在帮助炎、黄
二帝大战蚩尤时受了伤，九个头不住滴血。这些血滴到下界人间，
沾者即会染上瘟疫。有一年，玉皇大帝嫌下界百姓不爱惜粮食，奢
侈铺张，决定予以惩戒，便派九头鸟在除夕之夜前去降瘟。那九头鸟在
除夕之夜飞临神州上空，所到之处，瘟疫四起，大多数人家都遭此劫
难。天明之后，人们发现有一户人家院内火光熊熊。原来，这个院子
的主人是个酒鬼，半夜喝醉以后，竟把院中堆放的柴给点着了。更奇
怪的是，此酒鬼竟没有染上瘟疫。见此情景，人们纷纷议论，都说那播
撒瘟疫的怪物惧怕火光，绕开酒鬼的院子飞走了。从此以后，每到除
夕这天，人们便在自己院内堆积柴火，并在后半夜点燃，以驱瘟避邪。
依据以上传说，点旺火的初衷，是利用火光来惊吓驱赶带来瘟疫的九
头鸟。那么，秸秆柴枝点燃后的效果，自然就比炭火强多了。首先，其
点燃后，火光熊熊，直冲天际。其次，豆秸柴枝点燃后，还会发出噼噼
啪啪的爆裂声，再加上柏叶燃着后的那股芳香味，若真有一只九头鸟，
在此阵仗面前，肯定是唯恐避之不及了。不过，这一原本是用来避邪
驱瘟的火，后来被乡民们叫成了“旺火”。在新的一年来临时点燃，
祈盼日子兴旺发达的意味，更浓一些了。

春联，是过年时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东
西。只要春联一贴，年的味道立马就浓浓的
了。说到春联，很多人也许都会记起宋王安
石的那首《元日》。全诗只有四句：爆竹声中
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诗中提到了三样东西，爆竹为大家熟
知，我们暂且不说。屠苏，是指屠苏酒。饮
屠苏酒，是古代过年时的一种习俗。大年初
一这天，全家合饮这种屠苏草浸泡的酒，其
目的，就是驱邪气，避瘟疫，求得健康长寿。
而诗中的“新桃”和“旧符”，简称“桃符”，就

是后来的春联。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
记》即说“春联者，即桃符也”。

那么，春联的前身为何叫“桃
符”？而原本的桃符，又是什么

样子呢？

原来，古人认为鬼畏桃木，桃木则能治百
鬼。故《太平御览》引《典术》即云：“桃者，五木
之精也，故厌伏邪气者也。桃之精生在鬼门，
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著门，以厌邪气”。关于
这一说法和讲究，在晋源地区的习俗中，仍能
见到其踪影。如今，这一地区的有些村庄中，
当有老人过世，在装殓入棺时，还会在亡者的
衣袖内放七截桃枝。据说，在去阴间的路上，
亡灵便可用其驱赶恶鬼，以保一路平安。

现代的春联，除形式更多样以外，联语
也更趋向于祝福、庆贺的话儿为主，其驱瘟
避邪的本意已大大淡化了。在我的家乡，春
联之中唯一能和上述古老的年俗沾点边的，
怕只剩下贴于大门上的“门神”了。但是，在
我家乡这一片，“门神”已不再是神荼和郁
垒，而是成了秦琼和尉迟恭这两位唐朝大
将。但这一转换，却仍与避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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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50 年 的 漫
画，是其《儿童杂

事诗图》中的一幅，
题目叫作“昨夜新收压

岁钱”。图中，一男一女两个
小孩，手执小棍，一条线绳吊
着一条金鱼，另一条吊着一
只金蟾，均笑嘻嘻的样子，童
真之气洋溢整个画面。

压岁钱，应该源于中国
的“守岁”之俗。

关于守岁和压岁钱，在
民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
事。说是古时候有一个叫

“祟”的妖怪，专在大年三十
晚上串到人们家中，用手去
摸小孩子的头。被它摸过的
小孩，不是惊骇大哭，就是发

烧而变呆傻。因而，每到除
夕，家家户户都点着灯不敢
睡觉，叫作“守祟”。有一户
人家，在“守祟”时，怕孩子无
聊，就拿出一串铜钱逗孩子
玩。不承想，孩子玩着玩着
还是睡着了，铜钱就落在枕
边。半夜里，那个祟扑进了
这户人家，灯也被阴风吹灭
了。那祟进屋后，伸手就去
摸孩子的头。而就在它伸手
的一刹那，惊恐中的夫妇俩，
就见孩子枕边的铜钱发出一
道金光。那祟一见，掉头就
跑，立时没了踪影。从此，钱
能避邪驱妖“压祟”的事就传
开了，人们纷纷效仿。每到
除夕，就在孩子们的枕下放
些钱“压祟”。慢慢地，此钱
就被叫作“压祟钱”。因“祟”
与“岁”同音，“压崇钱”慢慢
就演变成“压岁钱”了。

以上故事告诉我们，压
岁钱之本来意义，也是为避
邪驱瘟。

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好
像在上世纪 50年代，太原市
郊的农村，压岁钱就演变为
拜年钱了。大年初一早上，
天还黑乎乎的，大人们点燃
院子里压着炭块的豆秸旺
火，伴着劈劈叭叭的豆荚爆
裂声，火光在窗户纸上一闪
一闪，睡眼惺松的孩子们，便
急不可待地从炕上爬起来，
穿衣下地。而起床的第一件
事便是给大人们拜年，以便
讨得一个小小的红包。

如今的孩子们，可能永
远也体会不到“昨夜新收压
岁钱”或“今晨喜得拜年钱”
的欢欣和喜悦了。对“压岁
钱”的避邪功能，更是大人孩
子都不去想，也不会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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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也叫《时刻准
备着》，是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主
义儿童团的团歌，曲调源
自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
《燃烧吧，营火》，有关学
者称其旋律保留着奥地
利 梯 罗 耳 族 民 歌 的 风
格。虽然我们无从知道
词作者是谁，然而，这首
歌通过一部优秀的少儿

故事影片传遍各地，影响
了大半个世纪，激励一代
又一代少年儿童发奋努
力，立志成才，报效祖
国。那是 20世纪 50年代
末，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
儿童团的故事拍摄的故
事影片《红孩子》，展现了
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少年
儿童与白匪军做斗争的
非凡历程。影片将《共产
主义儿童团团歌》作为主
题歌。歌词分四段，思想
内涵与意境逐渐升华，层
次清晰，易于传唱。第一
段阐明“要时刻准备着”，
我们儿童团必定是“将来
的主人”，我们必须有此
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意识；
第二段号召兄弟姐妹们，
团结一致，手牵手、肩并
肩，“时刻准备”为祖国人
民而战；第三段指明儿童
团的具体任务，要胸怀打
倒帝国主义列强、消灭封

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伟
大志向，团结起来，做好
斗争的准备；最后再次昭
示天下，我们红色儿童团
决心扛起枪杆，参加红
军，为保卫红色江山不怕
流血牺牲，永葆坚持战斗
到底的英雄气概。每段
结尾的辅助词“嘀嘀嗒嘀
嗒嘀嘀嗒嘀嗒”，分明是
激励少年儿童在党的领
导下冲锋陷阵的战斗号
角。

歌唱二小放牛郎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哪儿

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

牛，
那放牛的孩子王二

小。
九月十六那天早上，
敌人向一

条山沟扫荡。

所以当他看
见这些庙宇的石柱便知
以前是魏惠王（公元前
370—前 319 年）宫殿的
柱子。又经询问，得知这
些柱子是从安邑县南一
座古城的废墟中发现的，
有几根现在用在城隍庙
和后土庙的大门口上。
城隍庙的石柱引起李济
极大的关注，观看得也
细：“大门口有两根六角
形的、雕着蟠龙的柱子。
左边的一根特别引人注
意。龙攫住两个纯粹希
腊面型的人头：卷发，精
雕细刻的鹰钩鼻，小嘴，
后削的脸颊。一个吐舌
的人头被龙嘴衔着，另一
个人头则被一只后爪抓
住。这是一件非凡的精
致的石雕作品，布局奇
妙，线条绝美。右边石柱
的工艺就很差，显然不是
出自同一匠人之手。”

此后两天，李济共看
了 28 根石柱，但他感觉
多数是拙劣的摹制品，对
为数不多的精美品，也不
敢妄加断定，认为也可能
是古代的标本，制作年代
较早，至于究竟为哪个时
代的，只有把运城这些很
值得进一步详细考查的
文物考查过了，才能判
明。

在安邑县城西北一
片平阔的平原当中，李济
看到了没有任何天然屏
障挡住任何一方的“风
水”的，且外貌与平阳的
尧陵全然不同的舜陵。
在他早先看到的关于舜
帝陵墓的资料，有半数提
到位于苍梧（古地名，一
说在山西运城，一说在湖
南醴陵九嶷山），但他看
了《山西通志》上的张京
俊的《舜陵辨》，认为张京
俊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

了舜帝陵肯定在安邑。
但这个问题跟有关尧陵
的问题很相像，因此也要
按详细考查的方式来寻
求答案。

当天晚饭后，李济他
们又参观了运城县城。
在县城的宫观里，他又看
到了一些龙柱，传说出土
的一些柱子来自离安邑
县南门不到一里路的一
座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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