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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乙酉贺岁》《丙戌贺岁》的内容结构与《甲申贺岁》大致相仿。
“年节习俗”部分从北京的习俗开始向各地的习俗发展；节日，也将从春节向各民族的新年及其他节
日延伸。
“生肖文化”及“艺术造型”等部分，仍以生动有趣、丰富多彩为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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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年文化                           冯骥才    在中国民间，最深广的文化，莫过于“年文化”了。
    西人的年节，大致是由圣诞到新年，前后一周；中国的旧历年(现称春节)则是从早早吃一口那又黏
又稠又香又热的腊八粥时，就开始听到了年的脚步。
这年的行程真是太长太长，直到转年正月十五闹元宵，在狂热中才画上句号。
算一算，四十天。
    中国人过年，与农业关系较大。
农家的事，以大自然四季为一轮。
年在农闲时，便有大把的日子可以折腾；年又在四季之始，生活的热望熊熊燃起。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是非要强化不可的了，或者说，年是一种强化的生活。
    这样，一切好吃好穿好玩以及好的想法，都要放在过年上。
平日竭力勤俭，岁时尽所能。
缘故是使生活靠向理想的水平。
过年是人间生活的顶峰，也是每个孩子一年一度灿烂的梦。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物。
那么中国人崇拜什么?崇拜太阳?崇拜性?崇拜祖先?崇拜皇帝和包公⋯⋯非也!中国人崇拜的是生活本身
。
“过日子”往往被视为生存过程。
在人们给天地三界诸神众佛叩头烧香时，并非信仰，亦非尊崇，乃是祈望神佛降福人间，能过上美好
又富裕的生活。
这无非借助神佛的威力，实现向往；至高无上的是生活的本身。
    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
这生活与迷人的理想混合在一起，便有了年的意味。
等到过了年，人们走出这年所特有的状态，回到生活里，年的感觉也随即消逝，好似一种幻觉消散。
是啊，年，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
    于是，无论衣着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
且不说鞭炮、春联、福字、年画、吊钱、年糕、糖瓜、元宵、空竹、灯谜、花会、祭福、拜年、压岁
钱、聚宝盆等等这些年的专有的物事；打比方，单说饺子，原本是日常食品，到了年节，却非比寻常
。
从包饺子“捏小人嘴”到吃“团圆饺子”，都深深浸染了年的理想与年的心理。
    而此刻，瓶子表示平安，金鱼表示富裕，瓜蔓表示延绵，桃子表示长寿，马蜂与猴表示封侯加官，
鸡与菊花都表示吉利吉祥⋯⋯生活中的一切形象，都用来图解理想。
生活敷染了理想，顿时闪闪发光。
    对于崇拜生活的民族来说，理想是一种实在的生活愿望。
    生活中有欣喜满足，也有苦恼失落；有福从天降，也有灾难横生。
年时，站在旧的一年的终点上，面对一片未知的生活，人人都怀着这样的愿望：祈盼福气与惧怕灾祸
。
于是，百年来有一句话，把这种“年文化心理”表现得简练又明确，便是：驱邪降福。
    这样，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发财、兴隆、加官、进禄、有余、长寿等等年时吉语，便由此而
生。
这些切实的生活愿望，此刻全都进入生活。
无处没有这些语言，无处不见这些吉祥图案。
一代代中国人，还由此生发出各种过年方式，营造出浓浓的年的环境与氛围。
长长四十天，天天有节目，处处有讲究，事事有说法，这色彩与数字都有深刻的年的内容，这便构成
了庞大、深厚、高密度的年文化。
    年是自然的，年文化是人为的，它经过了精心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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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年前一切筹备的目的都是为了家庭，人也往家里奔，过年大团圆的合家饭是年的最高潮；过了
年，拜年从家庭内部开始，到亲戚，再到朋友，逐步走向社会；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就纯属社会活
动了。
这年的行为趋势，则是以家庭为核心，反映了对家庭幸福的祈望与尊爱。
    年文化是极严格的。
它依照自己特写的内涵，从生活中寻找合适的载体。
拿物品来说，苹果代表平安，自然就成为年节走红的礼品；梨子有离别的味，在岁时便被冷落一旁；
年糕可以用来表示高高兴兴，它几乎成了年的专利品；而鞋子与“邪”字谐音，便在人们口中尽量避
免提及。
年，就这样把它可以利用的一切，都推到生活的表面，同时又把自己深深的含义凸现出来。
故而，年文化十分鲜亮。
    浓浓的年文化，酿出深深的年意年味。
中国人的年追求这种年意与年味，当然也就去加强年文化了。
    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十分有趣。
比如闹水的龙和吃人的虎，都很凶恶。
但在中国的民间，龙的形象并不可怕，反而要去耍龙灯，人龙一团，喜庆热闹；老虎的形象也不残暴
，反被描绘得雄壮威武，憨态可爱，虎鞋虎帽也就跑到孩子身上。
通过这种理想方式，生活变得可亲可爱。
同样，虽然生活的愿望难以成真，但中国人在不停地苦苦期待上，而是把理想愿望与现实生活拉在一
起，用文化加以创造，将美丽而空空的向往，与实实在在的生活神奇地合为一体。
一下子，生活就变得异样地亲近、煌煌有望和充满生气了。
这也是过年时我们对生活一种十分特别又美好的感觉。
    这一切都源于中国人对生活的崇拜。
    中国人不把理想与现实分开，将理想悬挂云端，可望而不可及；而是把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视为一
体，相互推动，相互引发，用生活追求愿望，用愿望点燃生活，尤其在新春伊始，祈望未来之时，这
种生活观被年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和无限迷人。
    一代代中国人就这样，对年文化，不断加强，共同认同，终于成为中国人一股巨大亲和力和凝聚力
之所在。
每一次过年，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大发扬、一次民族情结的加深，也是民族亲和力的自我加强。
于此，再没有别的任何一种文化能与年文化相比了。
    年文化是民族共存的文化。
    然而，应当承认，年文化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
现在中国人的家庭中，年轻人渐渐成为一家之主，他们对闯入生活的外来文化更有兴趣；二是人们的
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多了，节日偏爱消闲，不愿再遵循传统的繁缛习俗；三是年文化的传统含义与现
代人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四是年画、鞭炮、祭祖等方式一样样从年的活动中撤出。
有一种说法，过年只剩下吃合家饭、看春节电视晚会和拜年三项内容，而拜年还在改变为“电话拜年
”，如果春节晚会再不带劲儿，便真成了“大周末”了。
    没有年意了!没有年味了!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一种很深的失落，一种文化的失落。
    可是，当我们在年前忙着置办年货时，或者在年根儿底下，在各地大小车站，看着成千上万的人，
拥挤着要抢在大年三十回到家中——我们会感到年的情结依然如故，于是我们明白，真正缺少的是年
的新的方式与新的载体。
    是我们自己把年淡化了。
    如今，春节已是一半过年，一半文化。
但由于长久以来，一直把年文化当作一种“旧俗”，如今依旧不能从文化上认识年的精神价值，所以
在年日渐淡薄之时，我们并无忧虑。
难道只有等待社会文明到了相当程度，才会出现年的复兴?    复兴不是复旧，而是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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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
现在要紧的是，怎样做才能避免把传统扔得太快。
太快，会出现文化上的失落与空白，还会接踵出现外来文化的“倒灌”和民族心理的失衡。
    建设年文化，便是一个太大的、又不容忽视的文化工程。
    P14-17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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