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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常青

阅读提示

六月初一，往日宁静的莲房村热闹非凡，鼓乐喧天，旌旗猎猎，所有在
外工作打拼的人都回来了，且带回亲朋好友，四方宾客齐聚一堂，举行盛
大的庙会。 乡村民俗文化的庙会，不仅是传统民俗的传承，也凝聚了村民
的向心力。

传统民俗传承 凝聚村民向心力

行香子·
节约粮食永不忘
粮食饥防， 节约难忘。 看

农夫，日日都忙。 晨来田野，日
落归庄。 自耕田起，插田累，到
田黄。

种田辛苦， 汗水流长。 在
人间，不可无粮。 谷粮爱惜，牢
记心房。 记心才安，吃才好，睡
才香。

赞缙云烧饼
缙云烧饼已名扬， 美味飘

香趁热尝。
生意还须凭质量， 红星食

品总销光。
（市区 张献尚 86 岁）

� � � � 坐落在莲都区雅溪镇
西北角的莲房村， 相传于
宋朝建村，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深厚， 每年农历六月
初一， 全村都要举行盛大
的庙会。今年六月初一，往
日宁静的莲房村热闹非
凡，鼓乐喧天，旌旗猎猎，
所有在外工作打拼的人都
回来了，且带回亲朋好友，
四方宾客齐聚一堂， 摆开
大排场， 盛装迎接姑公姑
婆。 这就是近年来乡村隆
重的庙会！ 莲房的庙会已
有 162 年记载了， 石碑记
载建庙已有 430 多年。

庙会是我国传统的节
日形式， 反映民众心理和
习惯。 它的渊源，可以一直
上溯到古老的社祭。 因
此， 庙会又被人称之为

“庙市”或“节场”。 它是中
国民间一种风俗， 一般都
是在农历新年、元宵节、二
月二龙抬头等节日举行，
现在的庙会活动时间更多
的是各村自行选吉日约
定。 庙会也是中国集市贸
易形式之一， 所以在举办
庙会的地方， 常常可以买
到当地的小吃小特产。 庙
会还有精彩的演出， 节目
形式多样， 也是传统和现
代的结合。 用地道的乡音
演绎小品，村民看得亲切，
看得开怀；现代的舞蹈、流
行歌曲， 村民们也是看得

如痴如醉！ 大锅饭， 大锅
菜， 村民和来宾都吃得非
常舒心。

近些年， 庙会活动在
农村重新兴起， 且组织得
秩序井然，隆重而热闹。最
主要的是这样一个活动把
全村人凝聚在了一起，无
论身处何方， 无论职位高
低，贫富贵贱，男女老少，
都会尽量放下手头的工
作，往家乡赶。举办一次庙
会活动， 很早就要开始谋
划了， 有筹备组， 有领头
人， 辛勤的付出才能成功
的举办一次庙会。 在筹划
活动的过程中， 往往也会
把村里的建设列入议事日
程。 结合国家的新农村建
设，举办庙会的同时，村里

的面貌都会得到改善。在外
工作的年轻人有文化，见识
广，他们的参与，也让庙会
有了更多时尚的元素。高档
的音响设备，各路媒体的关
注和来自四面八方宾客的
宣传，都对乡村的发展起到
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作为乡
村民俗文化的庙会，不仅是
传统民俗的传承，也凝聚了
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向心
力，这无疑扩大了庙会本身
的活动内涵！

庙会最主要的核心还
是为族人为乡村祈福，祈愿
风调雨顺，四季平安，兴旺
发达！ 千年莲房，百年庙会，
祝愿莲房村繁荣昌盛，越来
越好！

（市区 叶儿 62 岁）

手机没有垃圾
有天，孙女拿我手机玩着

玩着， 不耐烦地说：“爷爷，你
的手机好慢呀， 不听使唤，真
烦死了。 ”

我说 ：“宝宝 ， 手机中毒
了 ， 有很多垃圾 ， 所以卡慢
了。 ”

孙女看看手机，用餐巾纸
擦了擦，说：“爷爷 ，手机很干
净，没有垃圾呀。 ”

我和老伴听了 ， 哈哈大
笑。

（陈世渝 62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