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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某
報
多
日
刊
登
廣
告
，
說
購
買
該

報
一
份
，
即
可
憑
贈
券
換
取
江
詩
丹

頓
手
錶
一
隻
。

嘩
！
天
下
哪
有
如
此
便
宜
的
事
？

眾
所
周
知
，
江
詩
丹
頓
是
世
界
名

錶
，
動
輒
要
數
十
萬
元
一
隻
。
如
何
能
以

區
區
數
元
買
一
份
報
紙
換
取
？

這
是
老
眼
昏
花
了
！
廣
告
是
說
，
可
以

換
取
一
本
手
錶
刊
物
。
而
這
份
名
錶
刊

物
，
都
在
封
面
印
上
大
大
隻
的
瑞
士
江
詩

丹
頓
名
錶
的
廣
告
，﹁
換
取﹂
的
字
眼
便

印
在
這
隻
名
錶
廣
告
下
面
，
驟
眼
一
看
，

好
像
換
的
便
是
一
隻
名
錶
。

但
廣
告
誤
導
的
地
方
多
的
是
。
比
如
，

經
常
可
以
見
到
販
賣
甚
麼
紀
念
名
錶
或
甚

麼
紀
念
金
銀
牌
之
類
的
廣
告
。
說
這
些
名

貴
東
西
限
量
發
行
，
只
製
造
一
百
個
或
若

干
個
，
就
是
叫
購
者﹁
手
快
有
手
慢

無﹂
。
好
像
一
購
入
便
馬
上
升
值
，
因
為

﹁
限
量﹂
。
誰
知
道
這
些
勞
什
子
的
東
西
，
有
甚
麼

升
值
可
能
？

其
實
天
天
誤
導
我
們
的
，
還
有
超
市
的
廣
告
。
超

市
廣
告
每
天
都
有
一
些﹁
優
待﹂
，
買
一
種
商
品
，

加
多
少
錢
，
便
可
以
換
取
另
一
款
商
品
。
如
果
購
者

以
為
有
便
宜
貨
，
那
就
上
當
了
。
市
民
每
天
去
超

市
，
買
一
大
堆
商
品
回
來
，
原
因
就
是
受
廣
告
誤

導
，
認
為
得
了
小
便
宜
。
而
且
廣
告
說
：﹁
只
限
今

天﹂
，
更
加
要
趕
快
去
買
。
超
市
花
錢
連
日
賣
大
幅

廣
告
，
這
些
廣
告
費
就
是﹁
羊
毛
出
在
羊
身
上﹂
，

最
終
是
由
誤
導
的
買
家
付
出
的
。

有
熟
悉
行
情
的
街
坊
說
，
在
街
頭
巷
尾
的
士
多
出

售
的
商
品
，
往
往
比
超
市
的
便
宜
。
他
們
善
於﹁
格

價﹂
︵
即
比
較
價
格
的
意
思
︶
。
當
然
，
超
市
賣
不

貴
一
些
，
它
哪
裡
能
付
出
這
麼
龐
大
的
廣
告
費
？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誤
導
公
眾
的
比
比
皆
是
。
就
是

銀
行
，
也
是
如
此
。
某
銀
行
廣
告
說
吸
收
人
民
幣
存

款
，
存
入
十
萬
，
可
獎
勵
一
個
價
值
千
多
元
的﹁
福

袋﹂
。
到
銀
行
一
問
，
卻
又
有
三
大
條
件
：
一
是
要

由
該
行﹁
工
商﹂
部
門
批
准
；
二
是
人
民
幣
有
升

跌
，
要
注
意
風
險
；
三
是
要
有
理
財
戶
口
。

總
之
限
制
多
多
，
該
行
似
乎
又
是
不
在
乎
吸
收
存

款
，
那
又
何
必
刊
登
廣
告
，
並
以
贈
送
福
袋
招
徠
？

誤導的廣告

余
光
中
先
生
把
古
今
中
外
的
文
化
焠
煉
融
化
而
成

詩
，
說
他
典
雅
，
卻
擅
用
現
代
手
法
；
說
他
現
代
，

也
往
往﹁
古
意
盎
然﹂
。

余
詩
的
成
功
，
是
沒
有
像
一
些
現
代
派
的
詩
，
一

味﹁
橫
的
移
植﹂
；
也
沒
有
像﹁
國
粹
派﹂
，
一
味

地
排
斥
洋
文
化
，
可
以
說
他
是﹁
縱
橫﹂
捭
闔
，
古
典
與

現
代
兼
收
，
中
與
西
並
蓄
。

換
言
之
，
古
代
與
現
代
，
中
與
西
，
成
了﹁
造
酒
師﹂

余
先
生
這
位
釀
酒
師
的
原
料
，
通
過
糅
合
、
發
酵
，
釀
成

令
人
醰
然
欲
醉
的
老
酒
，
香
味
四
溢
。

以
他
的
名
作
︽
白
玉
苦
瓜
︾
為
例
，
套
黃
維
樑
的
話

說
：﹁
︽
白
玉
苦
瓜
︾
不
屬
於
歌
謠
體
，
在
用
典
敘
事

上
，
卻
與
民
歌
、
童
謠
同
樣
樸
實
無
華
。
不
過
，
明
顯
的

用
典
雖
然
沒
有
，
與
前
人
作
暗
合
偶
合
之
處
，
卻
有
跡
可

尋
。﹂不

妨
重
溫
一
遍
這
首
令
人
吟
誦
再
三
、
百
讀
不
厭
的
佳

作
︱
︱

（
一
）

似
醒
似
睡
，
緩
緩
的
柔
光
裏

似
悠
悠
醒
自
千
年
的
大
寐

一
隻
瓜
從
從
容
容
在
成
熟

一
隻
苦
瓜
，
不
再
是
澀
苦

日
磨
月
磋
琢
出
深
孕
的
清
瑩

看
莖
鬚
繚
繞
，
葉
掌
撫
抱

哪
一
年
的
豐
收
像
一
口
要
吸
盡

古
中
國
餵
了
又
餵
的
乳
漿

完
美
的
圓
膩
啊
酣
然
而
飽

那
觸
覺
，
不
斷
向
外
膨
脹

充
實
每
一
粒
酪
白
的
葡
萄

直
到
瓜
尖
，
仍
翹
着
當
日
的
新
鮮

（
二
）

茫
茫
九
州
只
縮
成
一
張
輿
圖

小
時
候
不
知
道
將
它
疊
起

一
任
攤
開
那
無
窮
無
盡

碩
大
似
記
憶
母
親
，
她
的
胸
脯

你
便
向
那
片
肥
沃
匍
匐

用
蒂
用
根
索
她
的
恩
液

苦
心
的
悲
慈
苦
苦
哺
出

不
幸
呢
還
是
大
幸
這
嬰
孩

鍾
整
個
大
陸
的
愛
在
一
隻
苦
瓜

皮
靴
踩
過
，
馬
蹄
踩
過

重
噸
戰
車
的
履
帶
踩
過

一
絲
傷
痕
也
不
曾
留
下

（
三
）

只
留
下
隔
玻
璃
這
奇
蹟
難
信

猶
帶
着
后
土
依
依
的
祝
福

在
時
光
以
外
奇
異
的
光
中

熟
着
，
一
個
自
足
的
宇
宙

飽
滿
而
不
虞
腐
爛
，
一
隻
仙
果

不
產
在
仙
山
，
產
在
人
間

久
朽
了
，
你
的
前
身
，
唉
，
久
朽

為
你
換
胎
的
那
手
，
那
巧
腕

千
眄
萬
睞
巧
將
你
引
渡

笑
對
靈
魂
在
白
玉
裏
流
轉

一
首
歌
，
詠
生
命
曾
經
是
瓜
而
苦

被
永
恆
引
渡
，
成
果
而
甘

詩
人
在
博
物
館
駐
足
欣
賞
白
玉
雕
成
的
苦
瓜
，
穿
過
悠
悠
歲
月
的

時
光
隧
道
，
人
間
幾
度
滄
桑

︱
包
括
呱
呱
墮
地
，
母
親
的
哺
育
，
以

吸
吮
母
親
的
乳
汁
茁
長
，
爾
後
歷
經
苦
難
煎
熬
，
戰
火
的
烤
煉
，
鐵

蹄
踐
踏
，
奇
蹟
般
地
存
活
下
來
，﹁
一
絲
傷
痕
也
不
曾
留
下﹂
，
而

成
人
間
不
朽
之
身
。

像
莫
言
的
︽
豐
乳
肥
臀
︾
的
小
說
象
徵
多
難
的
母
親
大
地
，
余
先

生
在
這
裏
所
指
的
母
親
，
也
是
我
們
的
祖
國
，
我
們
經
過
無
數
折

磨
、
烈
火
烤
炙
，
經
千
刀
萬
鑿
，
如
浴
火
鳳
凰
，
雖
苦
卻
成
了
瓜
，

煥
發
強
大
的
生
命
力
，﹁
被
永
恆
引
渡
，
成
果
而
甘﹂
，
可
視
作
表

彰
作
為
母
親
的
中
華
民
族
的
偉
大
！

（
《
余
光
中
的
詩
》
之
三
）

《白玉苦瓜》與苦難的母親

韓
流
的
粉
絲
在
互
聯
網
上
的
粉
絲

會
員
制
網
站
以Fan

C
afe

名
之
。
事

實
上
，Fan

C
afe

的
營
運
者
一
向
被

稱
為M

aster

，
可
說
備
受
尊
重
推

崇
。
雖
然Fan

C
afe

的M
aster

壓
力

甚
大
，
但
韓
流Fan

C
afe

的
運
作
經
營
，

卻
又
的
而
且
確
有
不
少
令
人
窩
心
的
親
密

表
現
。
事
實
上
，
在
不
同
各
地
的Fan

C
afe

活
動
中
，
時
常
有
不
同
國
家
的
粉
絲

相
互
支
援
的
情
況
出
現
，
令
到
大
家
深
切

感
受
到
一
種
隱
性
的
家
族
關
係
。

上
海
的K

-Pop

演
唱
會
就
曾
遇
上
天
氣

極
為
惡
劣
的
情
況
，
於
是Fan

C
afe

就
在

不
同
的
行
人
橋
上
開
設
帳
篷
，
為
各
地
遠

道
而
來
的
粉
絲
提
供
不
同
的
相
關
產
品
銷

售
，
令
到
大
家
不
致
空
手
而
回
。
而
在
南

京
的K

-Pop

演
唱
會
，
就
更
加
一
早
為
各

地
的
粉
絲
預
備
好
帳
篷
，
而
宣
傳
及
支
持

品
更
有
各
人
的
名
字
，
令
到
大
家
的
一
體

認
同
感
更
加
高
漲
。

最
特
別
的
例
子
，
應
以
越
南
為
着
。
本

來
演
唱
會
打
算
在
世
界
各
地
十
三
個
城
市

巡
迴
舉
行
，
但
因
為
越
南
的
門
票
，
對
當
地
的
粉
絲
太

為
昂
貴
，
二
萬
人
的
場
館
只
賣
出
四
成
的
門
票
，
令
到

表
演
有
中
止
的
機
會
，
於
是Fan

C
afe

透
過
互
聯
網

向
各
地
的
友
好
網
站
求
救
，
希
望
各
地
的
粉
絲
可
以
來

臨
支
持
，
玉
成
演
出
。
結
果
日
本
的Fan

C
afe

籌
募

了
不
少
資
金
，
再
聯
合
來
自
其
他
各
地
的
，
一
起
以
支

持
越
南
的
名
義
來
伸
出
援
手
。

事
實
上
，
實
際
置
身
於Fan

C
afe

所
營
運
的
實
體

店
內
，
來
自
亞
洲
各
地
的
粉
絲
在
店
內
均
以
母
姊
相
稱

︵
以
女
性
為
主
︶
，
儼
然
營
構
出
一
種
全
球
化
的
跨
國

籍
生
態
模
式
來
。
事
實
上
，
經
理
人
公
司
也
深
明
此

理
，
不
斷
強
化
偶
像
與
粉
絲
的
家
族
性
連
繫
及
想
像
，

務
求
令
到
大
家
的
向
心
力
更
加
牢
固
，
從
而
令
彼
此
更

加
投
入
不
變
。

正
如
小
倉
紀
藏
指
出K

-Pop

偶
像
針
對
女
性
粉

絲
，
為
了
適
應
女
性
的
想
像
力
，
讓
一
眾
男
明
星
努
力

學
習
及
吸
收
少
女
漫
畫
的
感
性
，
再
結
合
傳
統
的
儒
教

組
織
倫
理
，
令
到
一
切
面
面
俱
圓
。
所
謂
儒
教
倫
理
，

體
現
在
節
目
設
計
上
就
是
不
斷
強
調
家
族
的
觀
念
，
所

以
從﹁
韓
流
社
會
學﹂
的
角
度
而
言
，
家
族
性
正
是
當

中
的
重
要
關
鍵
詞
。

韓流粉絲的家族性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網
上
捲
起﹁
野
生
捕
獲
周
潤
發﹂
旋
風
，
周
潤
發
近

年
由
荷
里
活
強
勢
回
歸
大
中
華
影
圈
，
在
香
港
經
常
見

他
蹤
影
，
打
親
民
牌
，
行
山
、
攝
影
、
坐
巴
士
、
行
街

市
，
所
到
之
處
大
受
歡
迎
，
巿
民
乍
見
偶
像
，
開
心
過

見
到
吉
祥
物
，
必
集
郵
，
照
片
登
在
娛
樂
版
，
周
潤
發

儼
如
香
港
平
民
旅
遊
大
使
，
玩
轉
香
港
。

周
潤
發
追
上
潮
流
，
愛
自
拍
，
他
說
這
兩
年
與
粉
絲
自
拍

超
過
一
萬
張
，
粉
絲
紛
紛
在
網
上
開﹁
捕
獲
野
生
發
哥﹂
群

組
，
分
享
、
炫
耀
與
周
潤
發
合
照
有
多
榮
幸
，
這
股﹁
捕

獲﹂
風
吹
得
正
合
時
，
有
如
替
他
主
演
的
賀
歲
片
︽
賭
城
風

雲
II
︾
造
勢
。

過
年
娛
樂
新
聞
真
空
，
編
輯
、
記
者
為
找
材
料
填
版
面
大

為
煩
惱
，
幸
好
有
周
潤
發
義
無
反
顧
被﹁
捕
獲﹂
，
照
片
放

在
微
博
，
任
君
予
取
予
𢹂
，
免
卻
記
者
舟
車
勞
頓
，
足
不
出

戶
，
便
有
新
相
、
新
消
息
見
報
。

當
大
部
分
藝
人
歲
晚
收
爐
，
出
外
度
歲
，
他
留
港
宣
傳
，

不
辭
勞
苦
，
日
日
進
佔
各
娛
樂
版
頭
條
，
完
成
了
多
個
專

訪
，
場
景
個
個
不
同
，
專
業
地
換
上
不
同
服
飾
、
打
扮
，
話

題
百
花
齊
放
，
不
局
限
宣
傳
賀
歲
片
，
篇
篇
有
新
意
，
百
看

不
厭
，
發
嫂
亦
打
扮
客
串
登
場
，
跟
平
時
在
菜
市
場
遇
到
的

她
，
完
全
是
女
工
與
貴
婦
之
別
。

他
又
破
例
開
微
博
，
以﹁
自
拍
神
在
路
上﹂
介
紹
自
己
，
迅
即
吸
六

十
萬
粉
絲
，
宣
傳
勢
不
可
擋
，
記
者
、
片
主
都
愛
爆
他
，
如
果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有﹁
最
給
力
演
員
獎﹂
，
周
潤
發
實
至
名
歸
兼
眾
望
所
歸
。

前
日
年
初
五
，
他
相
約
劉
嘉
玲
坐
公
共
小
巴
，
去
郊
遊
行
山
，
照
片

放
上
微
博
，
昨
日
又
見
報
，
有
益
身
心
，
又
收
宣
傳
新
片
之
效
。

去
年
︽
賭
城
風
雲
︾
在
內
地
收
五
億
票
房
丶
香
港
收
三
千
五
百
萬
的

好
成
績
，
今
年
︽
賭
城
風
雲
II
︾
在
內
地
遇
強
敵
︽
天
將
雄
獅
︾
，
與

成
龍
打
對
台
，
在
香
港
要
跟
暫
時
票
房
第
一
的
︽Stand

By
M
e

：
多
啦

A
夢
︾
和
排
第
二
位
的
︽
衝
上
雲
霄
︾
打
硬
仗
，
加
上
今
仗
對
手
是
張

家
輝
︱
七
料
影
帝
，
高
手
過
招
，
稍
不
留
神
，
變
成
長
江
前
浪
，
周
潤

發
不
容
有
失
，
定
要﹁
捕
獲﹂
爆
紅
票
房
。

周潤發宣傳新招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前
一
段
時
間
天
命
因
事
回
內
地
，
夜
晚
在
酒

店
閒
着
沒
事
，
又
倍
覺
疲
累
，
便
隨
手
打
開
收

音
機
，
邊
聽
邊
閉
目
養
神
。
誰
知
，
剛
好
被
我

聽
到
內
地
的
一
個
深
夜
節
目
，
內
容
與
靈
異
鬼

怪
、
風
水
命
理
有
關
，
但
又
有
其
特
別
之
處
。

這
個
內
地
電
台
節
目
的
模
式
，
是
設
置
熱
線
電

話
，
聽
眾
可
以
撥
打
，
講
述
自
己
遇
到
、
聽
到
的

怪
事
。
節
目
主
持
會
嘗
試
從
不
同
角
度
為
聽
眾
作

出
解
答
，
當
中
不
乏
插
科
打
諢
的
幽
默
玩
笑
，
令

節
目
氣
氛
輕
鬆
愉
快
，
洗
脫
深
夜
靈
異
節
目
的
陰

森
。
當
晚
有
一
位
聽
眾
，
講
述
出
租
屋
的
怪
事
。

她
和
三
歲
的
兒
子
一
起
住
在
租
金
較
低
的
公
寓
，

半
夜
聽
到
天
花
板
有
彈
珠
聲
音
，
惹
得
兒
子
哇
哇

大
哭
。
她
多
番
詢
問
，
得
知
樓
上
根
本
沒
人
住
！

那
麼
何
來
彈
珠
滾
動
的﹁
嘀
嗒﹂
聲
呢
？

天
命
本
能
地
想
追
問
她
，
房
屋
的
位
置
、
坐

向
、
屋
內
擺
設
、
格
局
等
等
，
以
便
分
析
風
水
方

面
的
問
題
。
然
而
主
持
沒
有
問
，
而
是
直
接
解

釋
：﹁

這
位
聽
眾
，
可
能
你
選
擇
了
較
為
便
宜
的
出

租
屋
，
大
廈
相
對
較
舊
。
當
鋼
筋
開
始
生
鏽
，
就
可
能
有
水
泥

開
始
鬆
動
，
產
生
小
碎
塊
、
發
出
聲
音
。
如
果
經
常
聽
到
這
些

聲
音
，
就
要
聯
絡
相
關
人
士
檢
查
房
屋
啦
，
或
者
要
小
心
，
可

能
是
有
！
賊
！
入
！
屋
！
啦
！﹂
天
命
聽
到
這
一
句
時
，
忍
不

住﹁
撲
哧﹂
一
笑
。
這
笑
聲
絕
無
嘲
諷
的
意
思
，
純
粹
因
為
主

持
話
鋒
一
轉
，
實
在
鬼
馬
。
天
命
對
建
築
亦
少
有
研
究
，
不
知

他
說
的
是
否
屬
實
，
但
相
信
那
位
聽
眾
聽
到
他
如
此
搞
笑
的
語

氣
，
也
不
會
再
害
怕
了
吧
。

無
論
是
天
命
的
客
人
，
或
是
這
個
節
目
的
聽
眾
，
都
不
過
是

講
出
自
己
的
困
惑
，
求
個
心
安
。
玄
學
方
面
的
專
業
解
釋
，
當

然
可
以
解
人
心
結
，
然
而
輕
鬆
幽
默
又
似
合
情
理
的
答
案
，
能

逗
人
一
樂
，
亦
未
嘗
不
可
！

怪事新解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在中國傳統的春節文化裡，有一些節日已被人
們淡忘，「人日」便是其中之一。「人日」又稱
「人慶節」，它源於古老的創世神話傳說。傳說
女媧初創世，正月初一至初六相繼造出了雞、
狗、豬、羊、牛和馬，到了初七才創造出了人。
初七即「人日」，象徵着人類的起源。
古人對「人日」相當的重視，這在漢代東方朔
的《占書》中可見一斑：「初七人日，從旦至
暮，月色晴朗，夜見星辰，人民安康，君臣和
會」。古人認為正月初七以晴為好，寓意人壽年
豐，天下大同。可見「人日」的說法至少在漢朝
時就已流傳了。漢、魏以後，「人日」逐漸從單
一的占卜活動，發展成為包括慶祝、祭祀等活動
內容的節日。到了唐代，民間仍相當重視「人
日」。唐代詩人高適的詩篇《人日寄杜二拾遺》
就抒發了對「人日」的感懷：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
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
身在遠藩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
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
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
由此證明唐代的人日節，已不僅僅專用作祈祥
祝安，又衍添了一層思親念友的氣氛。時間老人
的腳步走到了民國，「人日」在民間仍然重視，
民國學者夏仁虎在《歲華憶語》一書中就記載
道：「新正十日，各有所主人，七日為人日。是
日天朗氣清，則人人大歡悅，謂一歲少災病
也。」
「人日」，我這個解放後出生的人從來沒有當
節日度過；而我的父母則都當節日慶賀過。
據年近九旬的老母回憶，在她小時候，到了大
年初七人日這天早晨，婦女們要用彩綢或金箔剪
成人形，貼在屏風或窗戶上面，意思是表明人入

新年，形象更新；或者製成人形髮飾，作為節日
禮物互相饋贈。這種剪成人形的東西也叫作「人
勝」，起源於它吉祥的含義。人日裁剪人勝插鬢
或送人之俗在漢代已見端倪，到南北朝時有了明
確的文字記載，並有相應的解說：「剪綵人者，
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明代《江南志書》
更有詳細的記載：「人日，婦女剪綵為人，或為
燕雀相饋遺，以為賓吉之飾。」人日戴勝、饋勝
之俗既表示對人的重視，同時又有美化裝飾的實
用功能，它的流傳自然是長久不衰。
到了中午，家庭主要親戚也往往聚會在

一起，品嚐「人日菜」。人日菜各
地做法不同，我們蘇北里下河
地區，人日菜中有三樣菜是
必不可少的，一樣是韭菜
炒百頁，一樣是青菜豆腐
湯，還有一樣是紅燒糖
芋頭。這三樣菜都有講
究，韭菜代表「長久」，
百頁是種豆製品，合為一
起寓意「長年久安，十全十
美，百事如意」；青菜豆腐是
保平安之意，它是獨具中國特色的
一句素樸而雋永的民諺。民諺所蘊含的道
理雖然並不高深，然而其中的心理學、營養學知
識，卻並不是每個人都熟知的—青菜豆腐，一清
二白，心底坦蕩，延年益壽；青菜豆腐，營養豐
富，綠色食品，健體安康。芋頭也有說法，芋是
「遇」諧音，頭是出人頭地的人傑，故而吃芋頭
是遇好人之嚮往。
家庭親戚們聚在一起，吃上幾口「人日菜」，
一是慶賀人類的誕生，二是祈求新的一年健康平
安，祛病避邪，萬事順達。

下午，商會等組織還舉
辦文藝活動，集體慶賀
「人日」。文藝活動以
舞龍為主，舞龍時，少
則幾個人，多則數十人
舞一條大龍，一人手拿
「寶珠」（球形的綵
燈），在龍頭前領舞，表演

龍搶寶珠。幾十個青壯漢子舉
着巨龍，在「寶珠」指引下，上下

穿行，時而騰起，時而俯衝，變化萬千，間
或還有鞭炮、焰火，大有騰雲駕霧之勢！下面簇
擁着成百上千狂歡的人們，鑼鼓齊鳴，蔚為壯
觀，好不熱鬧！這種氣勢雄偉的場面，極大地刺
激了人們的情緒，振奮和鼓舞了人心，因此，舞
「龍」成為了維繫中華民族「人日」傳統文化不
可缺少的樂章，也體現了中國人民戰天鬥地、無
往不勝的豪邁氣概。
除了舞龍，還有群眾自發參加的扭秧歌。兩個
壯漢抬着一面鑼鼓，跟在舞龍者的後面，一人用

鼓錘不斷擊鼓，「鑼鼓響，腳片癢」，鼓聲一
響，人們就躍躍欲試了，這時站在街兩旁，穿着
色彩斑斕衣服的男女老少們紛紛加入扭秧歌人
群，大家在鑼鼓的伴奏聲中，邊歌邊舞，以此抒
發愉悅的心情，表達對美好生活的憧憬。
解放以後，「人日」漸漸淡化，以至到了現在

不少人已經淡忘了。是啊，現代人生活節奏愈來
愈快，生活方式也愈來愈現代化，誰還注重這些
傳統節日啊，連中秋這麼大的團圓節，人們都快
忽略的差不多了，更何況是這種人日節呢？只有
初五迎財神不但沒有淡化，而且得到了強化，凌
晨的鐘聲還未敲響，爆竹聲就已大作，求財心切
的人開始「搶財神」了。這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世人心態的浮躁，重物質不重精神。古老的人日
節，雖已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消逝了，但是和節
日相關的文化積澱卻存在了下來，成為我們古老
民族文化的歷史見證。
其實，人日是對我們自己的一次問候，也是一
家人共敘天倫之樂的好機會，大家飲宴歌舞盡情
歡樂，祈福安康。何樂而不為呢？

慶「人日」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四
時
的
節
氣
，
﹁
立
春﹂
已

經
遠
去
，
年
初
一
的﹁
雨
水﹂

也
過
去
了
。
雨
水
滋
潤
大
地
，

應
該
看
到
欣
欣
向
榮
的
春
天
景

色
吧
？
嫩
綠
的
枝
頭
樹
葉
，
新

綠
的
道
旁
青
草
，
上
山
路
上
看
到
開

得
燦
爛
的
花
朵
。
這
些
春
景
，
不
知

港
人
看
到
的
有
幾
多
？
又
有
多
少
人

會
留
意
觀
望
？

初
春
，
天
氣
還
是
相
當
清
寒
。
在

家
中
獨
自
讀
着
唐
詩
。
白
居
易
︽
長

恨
歌
︾
的
句
子
：﹁
春
寒
賜
浴
華
清

池
，
溫
泉
水
滑
洗
凝
脂﹂
，
看
到
這

裡
，
想
起
不
少
港
人
利
用
春
假
出
外

旅
遊
，
很
多
人
選
擇
的
是
日
本
，
因

為
可
以
泡
溫
泉
。

港
人
愛
旅
遊
，
秋
深
和
初
春
時
節

都
會
選
擇
到
日
本
，
想
來
是
日
本
的

旅
遊
宣
傳
做
得
太
好
吧
？
因
為
紅
葉

和
溫
泉
，
問
問
年
輕
人
聯
想
到
哪
個

國
家
，
答
案
大
多
是
日
本
。
其
實
，

陝
西
的
華
清
池
我
曾
到
過
，
只
是
沒

有
去
洗
自
己
沒
有
的﹁
凝
脂﹂
而
已
。
而
紅

葉
，
白
居
易
︽
琵
琶
行
︾
的﹁
潯
陽
江
頭
夜
送

客
，
楓
葉
荻
花
秋
瑟
瑟﹂
；
杜
牧
︽
山
行
︾
的

﹁
遠
上
寒
山
石
徑
斜
，
白
雲
生
處
有
人
家
。
停

車
坐
愛
楓
林
晚
，
霜
葉
紅
於
二
月
花
。﹂
許
渾

︽
謝
亭
送
別
︾
的﹁
勞
歌
一
曲
解
行
舟
，
紅
葉

青
山
水
急
流
。
日
暮
酒
醒
人
已
遠
，
滿
天
風
雨

下
西
樓
。﹂
張
繼
︽
楓
橋
夜
泊
︾
的﹁
月
落
烏

啼
霜
滿
天
，
江
楓
漁
火
對
愁
眠﹂
；
戴
叔
倫

︽
三
閭
廟
︾
的﹁
日
暮
秋
風
起
，
蕭
蕭
楓
樹

林﹂
；
李
益
的﹁
柿
葉
翻
紅
霜
景
秋
，
碧
天
如

水
倚
紅
樓﹂
，
不
就
顯
示
中
國
大
地
裡
到
處
都

有
紅
葉
嗎
？
既
可
看
到
江
邊
的
紅
葉
，
又
可
看

到
滿
天
風
雨
中
的
亭
邊
紅
葉
，
怎
麼
港
人
想
到

紅
葉
竟
然
是
想
到
日
本
呢
？

張
若
虛
在
︽
春
江
花
月
夜
︾
說
：﹁
春
江
潮

水
連
海
平
，
海
上
明
月
共
潮
生
…
…
江
畔
何
人

初
見
月
？
江
月
何
年
初
照
人
？
人
生
代
代
無
窮

已
，
江
月
年
年
只
相
似
。﹂
過
年
、
春
天
、
生

活
，
每
年
不
都
是
相
似
的
嗎
？
只
是
年
齡
漸
長

了
，
年
年
的
感
懷
便
有
所
不
同
了
。

初春讀唐詩有感 隨想
國

興 國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2月25日（星期三）

■■吃芋頭是遇好人吃芋頭是遇好人
之嚮往之嚮往。。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初七時，
民間會舞龍
慶祝。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