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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今的春节，既有七天长假，节日总是客观存在。
而反观历史，节俗内容从来就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且不断变化的。
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约束人们身心的清规戒律被摒弃，物质与精神生活内容极大地
丰富，不同的人自然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过节；只要自己满意，别人也就无可非议。
再想让所有的人都按照某一个模式去过节，肯定办不到了。
《春节》讲述了我国传统节日——春节，介绍了春节的由来、习俗等内容。
《春节》力求成为关于春节的一种较为完善的实录，并且以较为生动的文字，让读者的身心能随之融
入年的氛围，感受年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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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腊破春回过大年总把新桃换旧符一、春风送暖二、祭灶迎节三、祀祖守岁四、欢喜过年五、人日健身
六、元宵观灯九州同贺有异俗趣文轶事话岁除后记主要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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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节，俗称新年，是中华民族历史最为悠久、内涵最为丰富、庆贺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
在几千年的岁月长河中，赤县神州的亿万子孙，从呀呀学语，就巴望过年，到耄耋高龄，仍难忘贺岁
。
一年复一年，谁曾不过年？
说起新年的掌故和风俗，人人都能津津有味地来上一段。
剥一句旧时的名言：中华儿女，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他都可以凭春节的风俗和记忆，给自己找到
同胞。
 然而，春节就像神州大地上一株蟠根错节的千年老树，真要想把它的来龙去脉、枝蔓根梢，一一梳理
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春节”这个词，至迟在东汉已经出现，但那时的涵义与今天不同，并不是指夏历（农历）新年。
汉安帝时太尉杨震上疏说旱情，“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燋心”（《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春
节，是泛指春天这个季节。
南朝梁元帝《春日》诗“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江淹《杂体诗》“有弁兴春节，愁霖贯秋序”
中的春节，同样是这个意思。
以春节为节日，曾见于宋代一些诗文中，但指的则是“立春节”，即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也并非新
年。
 将夏历新年定名为春节，是在辛亥革命以后。
1912年1月1日，孙巾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即颁令改用阳历（公历），以1月1日为新年，也
算是“与国际接轨”的举措；对过去沿用的夏历新年，则改称春节，以便于区分。
只是这一命名的变化，长期停留在书面语言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开寅作《都中竹枝词》，尚有两首涉及这种情况：“爆竹声声响彻天，人从旧历
度新年。
久闻正朔颁阳历，习俗于今未易迁。
”“阳历纷纷投刺忙，今朝故旧复登堂。
一年两度逢新岁，六十堪称百二强。
”直到今天，民间说到“过年”、“过大年”，多半还是指过春节；阳历新年则被称为“阳历年”或
“元旦”。
其实元旦也是夏历新年的旧称。
公历新年称元旦，始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屑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公
历纪年，定1月1日为元旦。
因为公历新年本不是中华民族的节日，政府又希望民众能够尽快熟悉和接受，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沿
用过去的年节名称。
 所以春节的源头，还得从“年”说起。
 “年”这个字，产生很早。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年”字，是果实丰收、谷穗成熟的象形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年”字
列在禾部，解释是“谷孰（熟）也”。
《诗经·周颂·丰年》的第一句，“丰年多黍多徐 ”（徐即稻谷），《春秋谷梁传·桓公三年》中说
“五谷皆熟，为有年也” ，所取都是年的本义。
与年相类的“岁”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像一把石斧，本义是一种砍削工具，也是收获农作物的工具
。
岁和年这两个与农作物成熟、收获紧密相关的概念，后来逐渐演化为与农作物生长周期相应的时间单
位。
这正像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所指出的，人类“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的分隔来创造时间的”。
 随着对天象认识的深入，人们开始制订历法。
中国最初的历法，就是一种阴阳合历，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作为月的单位，以太阳的运行周期为年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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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即回归年），而以闰月的方式协调两者的关系。
天文学家根据观测太阳的运行规律，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代，已经测出冬至的准确时刻，并以冬
至作为一年的起算点，以两次冬至之间的时日为一年。
西汉刘安撰《淮南鸿烈集解·天文训》中，首次完整列出二十四节气，仍以冬至为首。
所以在先秦典籍中，冬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同时，冬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节日，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冬至这一天，要“荐黍糕
，先荐玄冥以及祖祢，其进酒肴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 ，祀祖敬老，像后世的新年一样。
唐代称冬至为“亚岁”，将冬至前一夜称为“冬至除夜”，简称“冬除”，也称“冬住”，可见节俗
活动不止一天。
到宋代，为了避免与新年除夕相混，才将冬至除夜废弃。
今天民间还流传着“冬至大似年”的俗谚。
 不过，先秦时期对于年的称呼尚未统一。
西汉《尔雅·释天》说：“ 夏日‘岁’，商日‘祀’，周曰‘年’，唐虞日‘载’。
”我们今天常说 “年深岁远”、“一年半载”，就是从这里来的。
与此同时，“新年”也被作为一年开始的节日，简称“年”，或称“元日”、“元旦”，“元” 是开
始的意思，“旦”是早晨的意思，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或第一个早晨。
不但年的名称各异，而且因各朝代采川历法的不同，一年开始的日期也不尽相同，虽然都称正月初一
，但正月的内涵却相差甚远。
《尚书大传》中说：“夏以孟春为正，殷以季冬为正，周以仲冬为正。
”夏代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商代以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以夏历十一月为正月。
后世学者埘于这种变化，曾有过多种铨释，各有玄妙的道理，在此不赘。
到秦代更以夏历十月初一为新年，并且为了避秦始皇赢政的讳，一度改正月为“ 端月”。
汉承秦制，直到汉武帝时，才明令恢复以夏历正月初一为新年，此后再没有变动过。
夏历的得名，是相传这一历法创始于夏代；今天则因其与农事节令相联系，多称为“农历”，或与阳
历对称为“阴历”。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春节>>

编辑推荐

　　春节，俗称新年，是中华民族历史最为悠久、内涵最为丰富、庆贺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
民间风俗特别是岁时节令风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保护与继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已经成为今日的社会共识。
《春节》力求成为关于春节的一种较为完善的实录，并且以较为生动的文字，让读者的身心能随之融
入年的氛围，感受年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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