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春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春节>>

13位ISBN编号：9787108029867

10位ISBN编号：7108029863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萧放

页数：1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春节>>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生态的保护，与自然生态的保护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民族传统节日是亟待抢救保护的文化遗产。
遗产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民族传统节日。
这些节日既是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凝聚社会群体的力量，也为展示个人才艺、表彰伦理道
德、提高民族自信心提供了时机与途径。
传统节日适应了人们定期精神调整的需要，通过祭祀、娱乐等民俗活动使民众得到休养，以积蓄未来
生产生活的心理能量。
它有效地协调着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同时，以其独有的内涵和魅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
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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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节，俗称大年，是中华民族第一大节，其前身是上古的丰收祭与新岁首。
作为正月岁首的春节，在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习俗内容，主要包括腊
八、祭灶、扫尘、年节食品备办、洗浴、装饰门庭、团年、守岁、压岁钱、爆竹迎年、拜天地祖先、
拜年、贺年、送穷与祭财神、人生日、迎春、阉元宵等。
    结合简明的史志文献与生动鲜活的地方节俗调查报告，《春节》系统梳理了春节传统民俗：从节俗
起源、典故、诗文，到节俗活动及其文化内涵，沿着春节的时间进程，对各项节俗逐次展开叙述，是
春节民俗志写作的新尝试。
读者品味着浓浓的年味，会清晰地看到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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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放，男，1960年生，湖北黄冈英山人，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民俗学、文化史、岁时节日民俗等。
先后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代表著作：《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初版，2004再版，2006年由韩国国
立民俗博物馆出版韩文版）。

    协助钟敬文主鳊完成六卷本《中国民俗史》，并撰写羹中的明清卷（人民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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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题记春节：民族的心结，亲情的驿站壹、春节溯源：丰收祭与新岁首贰、春节的历史演变  
（一）上古春节雏形：岁终大祭与新年祈谷之礼  （二）中古春节：朝会与拜贺  （三）近代春节地位
的变化与节俗传承叁、春节习俗深描  （一）忙年    1．腊日与“报信儿的腊八粥”    2．二十三，祭灶
王    3．二十四，扫扬尘    4．二十五，磨豆腐    5．二十七，洗疚疾    6．二十八，贴花花  （二）团年
、守岁    1．年夜饭    2．压岁钱    3．守岁  （三）新年庆贺与拜年    1．爆竹迎年    2．天地、祖先祭祀  
 3．着新衣、戴花胜、饮春酒    4．贺年与拜年    5．送穷鬼与祭财神  （四）正月初七“人生日”    1．
七菜羹    2．人日戴胜    3．人日登高  （五）正月里来是新春    1．鞭春    2．春饼  （六）闹元宵肆、海
外华人春节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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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糖瓜祭灶，新年来到。
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子要吃新年糕，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这首北方广大地区流行的年节歌谣，生动地传递着旧时民众盼望新年的热切心情。
当今的春节虽然没有往昔隆重，但它依然是中国人的第一大节日。
君不见，春运期间，交通线上人如潮涌，城乡之间几十亿人次的人口大移动，构成了当代中国节日民
俗一大景观。
“一年不赶，赶三十晚”，对于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回家的路虽然漫长，可人们返乡的热情丝毫不减
。
一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曲唱出了多少游子的心声，回家的感觉真好。
那里有妻儿老母、兄弟姐妹，还有祖先的庐墓、熟悉的乡土。
一旦到家，在亲情的滋润中，路上的辛劳与烦恼也就烟消云散。
回家不单单意味着亲情的聚会、礼物的馈赠，重要而深刻的是经历一次精神的洗礼与更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节日民俗也在变化，有人说：“过年不就是吃吗？
我们现在天天过年”；也有人说：“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鞭炮不能放了，娱乐只剩下一台春节晚会
了”，物质生活丰富了，却找不到过年的感觉，人们失去以往盼望过年的激动。
旧时的热闹与温馨在哪里？
人们在寻找，在思索，有时不免精神迷茫，我们还需要春节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仅需要，而且应该！
人们的抱怨与牢骚不正体现着他们的精神渴求？
！
另据2005年中秋时节有关中秋是否与国庆同步放假的网上调查，有百分之八十的民众希望中秋节放假
。
很多人并没有对传统文化产生厌倦，而是感觉我们在传统文化建设方面做得太少，不能满足人们新的
文化需要。
一种事物是否为人们接受、认同，就看它是否具有认知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
春节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说它特殊，因为它不像普通的物件，可以简单替换。
我们可以轻易地脱下长衫，换上西装，但很难改变我们的肤色、语言与思想。
春节也一样，想改变它没有那么容易。
春节新年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与传承中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传统。
春节负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是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聚合，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春节真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结。
对于不能回家的人来说，有一种漂泊的失落感。
有一句唐诗很能透露这种心情：“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旧时北京入过年时要吃荸荠，荸荠谐音“必齐”，说的就是亲人要新年团聚，没有回来也要给他摆
一双碗筷。
在许多地方，年夜饭的餐桌上必定有鱼、肉做成的丸子以及其他象征团圆安乐的菜肴。
人们在年夜饭中更看重的是亲情与团聚，这是一年—度不可或缺的精神聚餐。
平时吃得再好，也没有年饭吃得有意义，而且年饭一定要在家里吃，用自己的双手做一顿全家人共享
的团圆饭，那气氛那滋味非酒馆饭店中所能比拟。
过年家人团圆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不如此，心里便会觉得空荡荡的，没有着落。
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除了一般的生理满足外，还寻求文化的归属与心灵的安顿。
在信奉耶稣基督的西方社会，人们以圣诞作为最盛大、最神圣的节日，并在节日仪式中获得精神愉悦
。
中国人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有着同样的文化功用，只是春节更富于人世伦理色彩：奉祀家族祖先，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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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聚会欢乐，人们的精神在亲情的浸润交融之中得以升华。
如果真像一首歌所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三百六十五里路的话，那么春节新年就是重要的驿站。
人们一路的辛劳，一路的喜悦，都汇聚在这一时间驿站中。
人们用团年、贺年、拜年等年节仪式活动，传达着亲情、友情与恋情，团聚着家人邻里，这是何等温
馨与幸福。
今天是网络化时代，同时也是陌生化的时代，我们民族需要有一个亲情汇聚的节日，春节作为极其精
神价值的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映射出异样的光芒，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光明而温暖的。
春节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呵护、珍视，更重要的是要善于经营。
春节的变化正在发生，节俗的传承是当务之急。
我们应该重视具体的年节民俗事项，正是春联、年画、鞭炮、龙灯、狮舞、团年饭、拜年、庙会、社
火、压岁钱、年节礼物等等年俗营造了年节的气氛。
我们对一些传统民俗项目不要简单地禁止，事实上，这些年年味的淡化与我们对某些传统民俗项目的
禁止有着不可否认的关系。
春节是民众一年一度情感、愿望的释放日，管理部门应该尽量创造条件，让大家进入超乎日常的“狂
欢”状态，让旧年的郁闷、旧年的压抑，在送旧的鞭炮声中随风而逝；新年的期冀、新年的祝福循着
迎春的鼓点落入人们的心田。
作为年轻的国民，在面对传统的时候，最好多一份敬畏，用我们的身心贴近传统，去感受、体味春节
民俗中的温馨，同时，我们也要对春节民俗进行意义的阐释，让春节在更多人的心中得到滋养。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文化多样性中闪现出民族文化的光彩
。
我们在物质生活上已经与西方世界非常接近，在精神上保持独立则是当今时代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
的要求。
春节与圣诞节有着不同的文化根基，圣诞老人固然可爱，但祖先对于我们来说更加亲切动人。
在全球化的今天，春节已经跨越国界，它不仅是我们本土的文化节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增强，随
着华人遍布世界的脚步，春节也正成为世界许多地方共享的文化节日。
在美国纽约，去年已经州长签署法令，将春节列为法定假日，规定在政府、公校工作的华裔与有此需
要的亚裔可以休假一天。
鸡年春节，法国总统希拉克、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等多国政要纷
纷向中国人民和华人发表新年贺词，联合国秘书处也首次为中国春节举办了文艺晚会。
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中国春节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中国春节对于凝聚
家庭、族群的特殊价值，也日益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与欣赏。
中国春节是中国的一宗巨大的文化遗产，同时它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纽成部分，2004年中
国已经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享受、保护、展示春节文化正成为人类共有的一项责任
与义务。
作为中华文化的传人，我们正在为世界传承文化。
休闲文化是当今社会的时尚。
传统的春节给我们提供了回归传统与祖先对话的机缘，我们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机会，不要让有着深
厚文化意蕴的年节变成庸常的日子。
我们在“进步”的口号下，已经失去了太多生活的情趣。
如果生活中没有非同寻常的节日，没有神圣与崇高，我们的生命之树就会失去绿色，就会枯干，生活
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活着”。
在现代社会时间机器的操纵之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往往匆忙而功利，人们的精神常常焦虑而孤独。
我们不妨在民族节日中对礼仪性的、象征性的、微细而温情的民俗多加强调、提倡，让社会多一些文
化关怀，让生活多一点色彩。
如是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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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春节》系统梳理了春节传统民俗：从节俗起源、典故、诗文，到节俗活动及其文化内涵，沿着春节
的时间进程，对各项节俗逐次展开叙述，是春节民俗志写作的新尝试。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又叫阴历
年，俗称“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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