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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入舞阳县城东大街，记者就
被沿街连绵不断的各类大小摊位所吸
引，前来赶会的人络绎不绝，摩肩接
踵，场面尤为壮观。

舞阳县的地理位置特殊，北舞
渡镇早在明清时期，就有“水旱码
头”“小汉口”“填不满的北舞渡”
之称，是豫中货物集散地“中州名
镇”。

正是由于这独特的地理位置，舞
阳县物资交流频繁，每年的腊月初一
会上，南来北往的人在此进行物资交
易，才形成了热闹的场景。

“这腊月初一会可有不少年的历
史了。”在大会上，一位正在路边摊
吃饭的老人与记者聊了起来，他告诉
记者，由于当年舞阳知县潘宏暴虐，
闯王李自成入城后，擒杀潘宏，深得
人民支持，那一天，正是腊月初一。
为庆祝，当天下午老百姓就自发动手
搭了戏台，连续唱了几天戏。“传
说，腊月初一会就是从那时候兴起来
的。”他说。

跟着前来赶会的人群一路向西，
会上的货棚绵延两千多米，道路两边
所展出的商品繁多，品种齐全。

不仅有各式各样的服装，有各
种铁器、日用品等，还有文艺表演
和娱乐项目。卖各种水果、小吃、
美食的摊位也分布在会场的各个地
方，连平时难得一见的传统手工商
品也纷纷亮相，吸引不少市民驻足
围观。

进入腊月，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过年的气息越来越浓了，街头巷尾处处有年味。年味是什么？是红红火火的庙会？是阖家
团聚的年夜饭？还是精彩纷呈的春晚？其实，年味就在我们的记忆里。今天起，本报推出《年味漯河》栏目，带大家一起感受漯河
原汁原味的年味。

舞阳腊月初一会 拉开过年序幕
会上，一位身穿红裙的“不倒翁

美女”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眼光。“这
不是网络上很红的那段舞蹈吗？在我
们这儿的会上也能看到，真够时尚
的。”围观的魏女士告诉记者。

会上，不仅网红元素受到人们追
捧，手工打造的板凳、竹筐也吸引了
不少人。83岁的王秀云老人的摊位
前摆放了十几个竹筐，这些竹筐都是
她亲手编制的。一个直径约 30厘米
的小号竹筐需要编4天左右，编好后
还要用白色的线一针针穿起来。“为
了做这些竹筐，手也冻烂了，现在都
不敢去掉手套。”王秀云说，不过如
今这种手工的东西也很受欢迎，这十
几个她很快就能卖完。

“每年的腊月初一会，我买不买
东西，都会来转转。”家住舞阳县城
的介先生说，以前在他小时候，每次
腊月初一会，他的父亲都会带着他来
转转。现在他已成家，也有了自己的
孩子，现在他也带着自己的孩子来逛
腊月初一会。

“这每年不来腊月初一会转一
圈，就感觉少点啥。”介先生说，他
希望腊月初一会能够越办越好，有越
来越多的人来到舞阳腊月初一会感受
年味。

腊月初一会不仅在舞阳出名，它的
名声在周边的舞钢市、西平县也十分响
亮，所以也有不少周边地市前来赶会的
人，他们大多以办年货为主。

62 岁的李翠平是土生土长的舞阳
人，她告诉记者，从她记事起，每年最
期盼的就是腊月初一会。“一进入腊月就
觉得年越来越近了，这时候地里也没农
活了，我们就盼着‘腊月初一会’，不仅
可以置办年货，还可以吃到一些平时吃
不到的小吃。”李翠平说，今年的“腊月
初一会”，他不仅把家里春节要吃的干果
买齐了，还在会上买了一些板凳、小桌
子和案板，以备春节使用。

在一家卖家纺品的摊位前，几位老
人正在买红床单。“这个龙凤呈祥的图案
好看，料子也软”“这个带花边，是不是
年轻人更喜欢？”老人们手里拿着红色床
单相互比较着。

正在买床单的陈凤华告诉记者，他
儿子的婚礼定在了腊月二十六，为了给
儿子购买婚礼用品，今天一大早她就赶
来了。“前几个月一直在忙地里的农活，
这刚闲下来，今天来会上，婚礼用的东
西基本就可以买齐了。”陈凤华说，农村
人结婚大多还是喜欢赶在春节前举办婚
礼，而腊月初一会就成了舞阳县周边村
民购买婚礼用品的最佳选择。

俗话说：“进入腊月就是
年”。12月 26日，农历腊月初
一，这代表着年关已近，依照过
去的年俗，进入腊月就要开始办
年货了。舞阳县城的年味已经扑
面而来，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腊月
初一会在这一天拉开了过年的序
幕。12月26日上午，记者来到
舞阳县城，一睹这里腊月初一
会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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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一会历史悠久

四面八方的人赶来办年货

网红元素和传统手艺受追捧

会上热闹非凡会上热闹非凡。。

卖传统手工制品的老人卖传统手工制品的老人。。 对美食恋恋不舍的孩子对美食恋恋不舍的孩子。。

““不倒翁美女不倒翁美女””也出现在会上也出现在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