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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四，大家
就已进入节后上班倒
计时。但在莆田这座
城市，今天却要准备
再过一个“除夕夜”
， 再 吃 一 顿 “ 年 夜
饭”，这一习俗当地
俗称为“做大岁”。
这一习俗的来源，我
们每年都要与大家分
享一遍，今年也与大
家重新介绍一番。

对每个在莆田长
大的孩子而言，全国
只有这座城市过两个
年，又可以放两次礼
花和海吃一顿，自然
是十分高兴。但你也
不要太羡慕，因为这
一风俗的来源，伴随
着一段充满血腥的历
史。说起这段历史，
就要说到历史上最昏

招的明代禁海。
明代嘉靖年间，

由于实行禁海政策，
导致海上贸易一蹶不
振。依靠沿海贸易、
日本贸易以及东南亚
贸易的中国商人遭到
了致命打击。商人的
老本行经营不下去，
许多商人便与倭寇狼
狈为奸，在日本本岛
或近海诸岛屿建造倭

寇基地，对我国沿海
地区实行烧杀抢掠。
这里就有著名的安徽
商人王直这个家伙，
可谓是历史上最臭名
昭著的海贼王。

公元1562年，倭
寇 率 军 入 侵 福 建 。
由于前期布防的总兵
消极抵御，短短时间
内，福建沿海多个地
方被倭寇占领。在这

场入侵中，莆田成
为中国历史上首个
沦陷的府城（兴化

府 ） 。 莆 田 民 风 彪
悍，面对对外敌来犯
男女老少悍然阻击，
但由于孤立无援很快
就被打退。

为了在短时间内
占领兴化府，逼退莆
田人的反击，倭寇登
陆后对莆田展开血腥
的屠杀。其手段惨不
忍睹，完全是灭绝人
性。根据历史记载，
由于死亡人数太多，
村道内弥漫着浓烈的
尸臭，连倭寇都不得
不退到平海地区。

直到戚继光率军
来到莆田，对倭寇进
行多次围剿，莆田才
得以恢复宁静。农历
二月初二，当躲在山
上的人们回到家时，
却只见到倒在地上的
亲人，原本喜庆团圆
的春节也变成了一个
悲天动地的惨事。

由于战事发生的
时间在春节前后，莆
田人这一年没有机会
过年，直到恢复稳定
后，才在农历的二月
份初四补了一个除夕
夜。后为纪念这段历
史，感谢戚家军的牺
牲，莆田人家相约正
月初四再过一个年，
俗称为“做大岁”。

实际上，除了做
大岁这一习俗。关于
这段明代历史留下的
风俗，还有为纪念死
去 亲 人 贴 的 白 头 春
联。但因为这些年手
写春联的人少了，印
刷春联的出现，才使
得白头春联的身影淡
了一些。

这是一段历史传
承 ， 父 辈 那 一 代 的
人，都会与自己的孩
子介绍过两次年的由
来。所以即便是在其
它 城 市 ， 或 远 走 他
国 ， 莆 田 人 都 会 秉
承 祖 辈 们 留 下 的 习
俗 ， 做 大 岁 过 第 二
个 年 。 这 或 许 也 是
除 莆 仙 话 以 外 ， 莆
田人身上的标志。

或 是 长 期 受 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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