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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的节日饮食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节日存在于传统之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愿望都会自然地通过各种节日流露出来
。
节日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一年一度地传承着它独有的气质与文明。
当代中国人对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民俗节日虽然仍保持着巨大的热情，但是这
种热情在不断消减。
传统节日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减退的现象，已经引起国人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反思，充分反映了中
国民众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情感和愿望。
经历世代积累，凝聚了中华民族文明的传统节日饮食习俗，正是民众表达国泰民安，生活幸福、快乐
的重要途径，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
很难想象，如果无法形成和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个民族是否还会有普遍的幸福感和民族自豪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遗产”中，补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把这些无形遗
产看做一个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生命源泉。
传统节日饮食文化中，蕴涵着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具有深刻意义的精神动力。
在越来越繁忙的市场社会里，仅仅靠自发传承来发扬传统节日，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一个自觉地传承
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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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肩负着传承传统文明使命与责任的应时之作。
本书按中国传统节日的时间序列，逐一介绍各个节日的来历、故事、庆祝活动、节日诗词、节日饮食
，对各个节日的传统食品进行了较全面的考证和记述。
本书注重民俗，突出食俗，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读者能够感受传统文化，赋闲可以雅舍谈吃，繁忙
可以按图索骥，不忘生活。
因此，本书既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追忆，又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教科书，是走进传统中国、走
进文化中国的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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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忆立春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它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
在气候学中，春季是指候（5天为一候）平均气温10℃—22℃的时段。
而在自然界、在人们的心目中，春是温暖，鸟语花香；春是生长，耕耘播种。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正月节，立，建始也⋯⋯立夏秋冬同”。
古代“四立”，指春、夏、秋、冬四季开始，其农业意义为“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概括了黄
河中下游农业生产与气候关系的全过程。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各地气候悬殊，四季长短不一，因此，“四立”虽能反映黄河中下游
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但“立”的具体气候意义却不显著，不能适用于全国各地。
黄河中下游土壤解冻日期从立春开始；立春的第一候为“东风解冻”，两者基本一致，但将立春作为
春季开始的标志却有些过早。
 汉族古代还有“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见唐·孙思邈《千金玉令》）以祈吉迎祥的习俗。
春贴子又称“春贴”、“宜春贴”。
早期春贴以彩绸剪贴而成，后来有剪纸和书写的做法。
书写春贴字数多寡不等，但大都为与福禄寿禧有关的对偶句。
唐宋时，文臣有立春日向皇帝进春贴诗、词以贺春的惯例。
如立春恰逢正月初一，俗谓“岁朝春”，百年难遇，民间认为这一年的收成肯定好，有“百年难遇岁
朝春”的民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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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许多年来吕沙沙、刘浩成、刘淑芝、李贻、阚勇、李连桂等众多师长的教导和帮
助；其中，曲明礼先生和朱海涛先生是我人生和求学路上的恩公。
在此向各位师长致以衷心的感谢！
还要感谢来自家人的支持和帮助。
是父亲的关注、母亲的帮扶、夫人的支持，才使得该书编撰顺利成功！
还要感谢张慧女士的大力支持。
张慧女士在烹饪饮食上，不仅擅长热菜、凉菜、冷拼、面点、食品雕刻，而且在食品绘画、饮食文化
、烹饪教学等诸多方面均水平颇高。
正是其潜心努力，为本书做了很好的基础工作，才有本书编撰的顺利进行，所以在此，诚挚感谢！
为了该书的编撰工作，李爱丽、张滨、王为国、李军、宋振强、王欣等众多朋友，均大力支持，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代的进步，网络已经发展成为我们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本书的编撰工作中，文献查阅工作主要依赖网络完成。
由此参阅了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与朱伟先生结识，得其同意对《考吃》许多内容加以引用，为本
书增色不少。
在此表示郑重感谢！
虽然有众多的帮助和良好机遇，但在下比较愚钝。
在编撰过程中，疏漏不足难免，希望天下英才，多予指点，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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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节日饮食习俗》由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楚湘旧俗记包黍沈流，缅怀忠节。
谁挽泪罗千丈雪，一洗些魂离别。
赢得儿童，红丝一缠臂，佳话年年说。
龙舟争渡，搴旗捶鼓骄劣。
谁念词客风流，菖蒲桃柳，忆闺门铺设。
嚼徵含商陶雅兴，争似年时娱悦。
青杏园林，一樽煮酒，当为浇凄切。
南薰应解，把君愁袂吹裂。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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