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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逢
吉

隨
著
時
代
的
演
變
，
已
往
過
年
的
習
俗
已
有

很
大
改
變
，
如
團
年
飯
，
從
家
裡
搬
至
餐
館
裏
，
短

信
拜
年
、
電
話
拜
年
代
替
了
登
門
拜
年
。
年
俗
形
式

在
變
，
但
年
俗
的
本
質
沒
變
。
人
們
對
親
情
的
眷

戀
，
對
團
圓
的
渴
望
，
對
幸
福
的
期
盼
，
對
未
來
的

祝
福
沒
有
變
。
因
此
，
這
些
帝
鄉
老
年
俗
還
不
應
該

忘
掉
。
年
年
過
年
，
流
傳
下
來
一
些
不
成
規
矩
的
習

俗
，
老
百
姓
叫
年
俗
。
春
節
期
間
，
筆
者
走
親
訪

友
，
串
門
會
友
，
又
聽
說
了
不
少
過
年
習
俗
，
現
收

集
部
分
，
供
你
欣
賞
了
解
這
些
年
俗
的
源
淵
。

︵
一
︶
過
年
吃
魚
規
矩
多

過
年
餐
桌
上
必
有
魚
，
這
是
千
百
年
的
老
規

矩
，
﹃
年
年
有
餘
︵
魚
︶
﹄
嘛
！
棗
南
、
南
西
各

鄉
鎮
有
幾
種
傳
說
，
一
曰
：
過
年
滿
桌
子
盛
席
，

十
七
大
八
碗
菜
餚
，
惟
有
魚
這
道
菜
是
不
能
隨
便
吃

的
。
但
這
餐
不
吃
，
下
餐
還
得
端
上
席
，
直
到
正
月

十
五
、
六
日
過
完
了
才
能
吃
。
這
表
達
人
們
對
年
年

有
餘
的
期
盼
。
二
曰
，
過
年
的
魚
要
分
情
況
而
食
，

有
的
說
：
﹁
吃
上
不
吃
下
﹂
，
主
人
把
魚
往
桌
子
一

放
，
客
人
看
魚
頭
的
指
向
，
如
果
頭
正
對
上
席
，
就

表
示
主
人
要
留
下
這
盤
魚
，
如
果
魚
頭
正
對
下
席
，

是
主
人
向
客
人
暗
示
，
這
年
他
們
實
實
在
在
有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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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客
人
才
能
大
膽
下
筷
子
了
，
為
了
不
讓
客
人
吃

魚
出
差
錯
，
後
來
摸
索
出
了
一
種
變
通
方
法
，
就
是

主
人
先
把
魚
戳
破
，
客
人
才
能
動
筷
子
，
否
則
，
是

不
能
隨
便
吃
魚
的
。

︵
二
︶
初
一
垃
圾
是
﹁
寶
﹂
堆
的
越
多
越
﹁
好
﹂

棗
陽
素
有
大
年
初
一
至
初
五
不
能
倒
垃
圾
的
年

俗
。
每
年
臘
月
三
十
日
出
天
方
前
，
必
將
家
裏
有
垃

圾
清
除
乾
淨
，
初
一
至
初
五
的
五
天
內
是
不
能
倒
垃

圾
的
，
都
把
它
堆
集
起
來
，
我
家
請
了
一
位
家
政
服

務
員
，
不
懂
這
個
習
俗
，
我
老
伴
叮
囑
再
三
，
在
臘

月
三
十
要
把
所
有
的
垃
圾
清
掃
乾
淨
，
初
一
至
初
五

只
能
將
垃
圾
堆
放
在
那
裏
，
堆
的
越
多
越
說
明
今
年

的
財
多
，
並
且
到
初
五
掃
垃
圾
時
，
還
得
從
門
口
往

屋
裏
掃
，
使
財
室
滾
進
來
，
這
叫
留
住
財
氣
。
不
能

從
屋
裏
往
外
掃
，
這
樣
會
把
財
氣
掃
走
的
，
現
在
雖

不
完
全
講
究
這
些
了
，
但
若
是
老
門
老
戶
的
人
家
，

還
是
照
此
年
俗
實
行
。

︵
三
︶
除
夕
吃
餃
子
，
餡
裏
包
銅
錢

﹃
初
一
吃
扁
食
︵
餃
子
︶─

頭
一
回
﹄
這
是

帝
鄉
人
民
千
古
流
傳
下
來
的
年
俗
，
餃
子
形
如
元

寶
，
初
一
吃
了
可
以
招
財
進
寶
。
我
家
每
年
臘
月

三
十
日
就
要
新
鮮
肉
做
餃
子
餡
，
臘
月
二
十
九
日
就

務
必
把
麵
皮
軋
好
︵
餃
子
皮
︶
，
到
了
除
夕
晚
上
守

歲
時
︵
現
在
是
看
春
節
聯
歡
晚
會
︶
，
全
家
人
就
包

餃
子
，
包
好
後
等
到
年
除
︵
天
方
︶
時
就
可
以
吃
了

或
是
等
天
亮
︵
初
一
︶
早
餐
吃
。
這
就
成
了
年
俗
，

每
年
初
一
必
吃
餃
子
。
在
包
餃
子
時
，
有
些
老
人
為

了
圖
吉
祥
，
專
門
把
糖
、
蘋
果
、
花
生
等
象
徵
吉
祥

的
東
西
包
進
餃
子
裏
盼
個
好
兆
頭
，
有
的
還
專
門
洗

一
枚
銅
錢
包
個
餃
子
，
誰
吃
到
了
這
個
餃
子
就
說
明

誰
這
年
最
有
福
氣
。
吃
餃
子
也
有
講
究
，
正
月
初
一

吃
，
叫
﹁
更
歲
餃
子
﹂
象
徵
團
圓
。
現
在
雖
仍
是
初

一
吃
餃
子
，
但
大
家
愛
吃
啥
就
包
啥
，
花
樣
越
來
越

多
，
餃
子
裏
包
錢
不
衛
生
，
就
包
一
片
蘋
果
、
花

生
、
果
仁
等
。
讓
孩
子
們
吃
了
富
貴
吉
祥
，
健
康
歡

樂
。

︵
四
︶
往
年
壓
歲
錢
要
用
紅
線
縫

棗
南
鄉
下
有
一
種
年
俗
叫
給
壓
歲
錢
。
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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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最
盼
過
年
，
過
年
有
新
衣
穿
，
還
有
裝
著
壓
歲

錢
的
紅
包
。
過
去
小
孩
給
長
輩
坐
在
堂
屋
正
中
間
，

孩
子
們
跪
在
面
前
磕
個
頭
，
說
些
祝
福
的
話
，
就

能
拿
到
一
串
用
紅
線
繩
穿
的
銅
錢
。
孩
子
們
這
一
年

就
平
安
了
。
據
傳
說
：
古
時
有
種
小
妖
叫
﹁
崇
﹂

︵
讀
碎
︶
，
大
年
三
十
晚
上
會
跑
出
來
摸
熟
睡
孩
子

的
頭
，
孩
子
往
往
嚇
得
哭
起
來
，
接
著
頭
痛
發
熱
變

傻
，
有
對
夫
妻
無
意
中
用
紅
紙
包
著
銅
錢
放
在
孩
子

枕
頭
下
，
嚇
退
了
﹁
崇
﹂
，
從
此
大
家
都
學
著
做
，

孩
子
們
就
平
安
了
無
事
了
。
因
此
給
小
孩
壓
歲
錢
就

成
了
一
種
年
俗
，
從
九
十
年
代
起
我
家
對
沒
超
過

十
二
歲
的
孩
子
、
孫
子
，
每
年
來
拜
年
也
給
壓
歲

錢
，
也
是
用
紅
紙
包
著
一
些
小
面
額
的
新
票
︵
不
超

過1
0
0

元
︶
，
讓
孩
子
們
買
紙
筆
文
具
之
用
，
希
望

他
們
健
康
吉
祥
上
進
！

︵
五
︶
過
小
年
﹁
君
三
民
四
﹂

以
往
社
會
上
不
平
等
也
反
映
在
年
俗
上
。
帝

鄉
人
民
過
小
年
，
如
今
還
是
沿
用
﹁
君
三
民
四
﹂
的

老
習
俗
。
也
就
過
小
年
，
﹁
王
侯
廿
三
，
百
姓
廿

四
﹂
。
過
小
年
要
祭
灶
。
傳
說
每
到
過
小
年
灶
王
爺

在
家
住
了
一
年
，
灶
王
奶
奶
也
該
回
娘
家
了
，
他
們

回
到
天
庭
見
玉
皇
大
帝
，
要
稟
報
一
年
來
人
間
誰
善

誰
惡
，
做
了
什
麼
虧
心
事
沒
有
，
所
以
人
們
對
祭
灶

不
敢
馬
虎
。
到
了
這
一
天
，
把
廚
房
內
外
打
掃
得
乾

乾
淨
淨
，
還
要
燒
香
，
一
家
人
聚
在
廚
房
為
灶
王
奶

奶
﹁
餞
行
﹂
。
有
的
還
寫
著
﹁
上
天
言
好
事
，
回
宮

降
吉
祥
﹂
的
對
聯
貼
在
灶
上
以
示
祝
福
，
有
的
還
擺

有
貢
餅
祭
灶
，
據
說
都
是
為
粘
住
神
仙
的
嘴
，
讓
他

們
多
美
言
。
祭
灶
時
，
這
些
貢
品
都
給
小
孩
子
們
吃

了
。
所
以
娃
娃
們
都
說
：
﹁
灶
神
無
福
我
有
福
﹂
。

這
種
祭
灶
的
習
俗
，
過
去
皇
家
及
貴
族
︵
即
君
家
︶

是
臘
月
廿
三
日
祭
灶
，
老
百
姓
一
律
在
臘
月
廿
四
，

現
在
人
們
早
不
講
究
這
個
了
，
因
為
灶
已
變
成
爐

子
，
煤
氣
灶
，
有
的
還
用
上
了
天
然
氣
灶
，
哪
還
祭

什
麼
灶
呢
？

︵
六
︶
過
年
說
話
有
﹁
禁
忌
﹂

帝
鄉
凡
年
過
六
旬
的
老
人
，
過
年
談
話
很
講

究
﹃
禁
忌
﹄
。
每
年
一
進
入
臘
月
，
他
們
說
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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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
禁
忌
﹂
：
吃
飯
吃
完
了
，
不
說
完
了
，
說
吃

起
了
，
人
死
了
，
就
說
是
﹁
人
老
了
﹂
或
叫
﹁
走

了
﹂
，
吃
餃
子
叫
吃
﹁
元
寶
﹂
。
特
別
對
小
孩
子
大

人
最
怕
他
們
犯
﹁
禁
忌
﹂
，
在
小
孩
子
衣
兜
裏
放
荸

薺
，
意
味
﹁
不
忌
﹂
，
小
孩
子
若
說
了
犯
﹁
禁
忌
﹂

的
話
，
大
人
就
跟
著
說
﹁
童
言
不
忌
﹂
。
因
此
，
每

家
貼
對
聯
時
，
均
寫
有
﹁
童
言
不
忌
﹂
，
貼
在
最
顯

眼
的
地
方
。
有
的
家
庭
主
婦
還
在
房
屋
四
角
撒
荸

薺
，
或
者
把
小
孩
衣
兜
裏
放
幾
棵
蔥
或
蒜
苗
︵
諧
音

為
沖
散
︶
。
表
示
趨
凶
避
邪
，
沖
散
災
星
。
現
在
隨

著
時
代
的
發
展
，
人
們
早
已
不
講
究
這
些
了
，
代
之

而
來
的
是
：
﹁
恭
喜
發
財
，
心
想
事
成
、
招
財
進

寶
、
一
年
更
比
一
年
強
﹂
一
番
吉
祥
的
話
，
不
絕
於

耳
！

︵
七
︶
﹁
一
年
兩
頭
春
﹂
與
吉
凶
無
關

今
年
是
丙
戌
年
，
俗
稱
狗
年
，
由
於
今
年
春
節

相
對
較
早
，
而
昨
年
春
節
又
相
對
較
晚
，
狗
年
就
出

現
﹁
一
年
兩
頭
春
﹂
的
現
象
，
今
年
元
月
廿
九
日
是

狗
年
的
新
年
，
直
到
二○

○

七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才
會

迎
來
下
一
個
新
年
，
所
以
今
年
就
有
兩
個
立
春
日
，

這
叫
﹁
一
年
兩
頭
春
﹂
。
與
此
相
對
則
有
無
春
年
，

一
年
中
沒
有
立
春
日
，
民
間
不
少
人
將
這
﹁
一
年
兩

頭
春
﹂
現
象
與
﹁
吉
凶
福
禍
相
連
﹂
。
對
此
，
請
教

天
文
學
專
家
，
他
們
說
﹁
兩
頭
春
﹂
或
﹁
無
春
﹂
都

是
由
我
國
農
曆
和
陽
曆
兩
套
曆
法
並
行
的
制
度
造
成

的
，
我
國
的
節
氣
是
按
著
陽
曆
排
的
，
每
月
兩
個
節

氣
，
日
期
相
對
固
定
，
而
這
些
節
氣
在
農
曆
中
的
日

期
卻
又
不
斷
變
動
，
從
而
造
成
了
兩
頭
春
或
無
春
，

這
只
是
曆
法
的
演
變
，
與
吉
凶
禍
福
無
關
，
據
了

解
，
﹁
一
年
兩
頭
春
﹂
現
象
，
每
隔
數
年
便
會
出
現

一
次
，
上
一
次
出
現
在
五
年
前
，
而
下
次
要
等
到
三

年
後
。
棗
陽
市
去
年
﹁
無
春
﹂
，
人
們
就
稱
﹁
寡
婦

年
﹂
忙
壞
了
不
少
老
媽
媽
給
女
兒
送
碗
筷
。
今
年
又

有
說
﹁
兩
頭
春
不
能
結
婚
﹂
，
慌
得
有
信
迷
信
者
婚

期
定
好
了
又
有
改
的
。
但
城
鎮
上
的
青
年
男
女
，
不

信
者
居
多
，
君
不
見
每
逢
雙
日
子
就
有
結
婚
過
喜
事

者
招
搖
於
市
嘛
！

二○
○

六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於
棗
陽
市
供
銷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