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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辑整理出农民最想知道的365个文化常识，是集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为一体的知识手册和文
化读本。
本书以通俗、简明而生动的文字向农民介绍经典、有趣的古今中外文化知识，引领他们走进博大精深
的文化世界，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提高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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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俗·礼仪1／春节贴门神的由来春节，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是我国最隆重、最热闹
的一个传统节日。
过春节时，民间有很多习俗讲究，其中之一就是贴门神。
门神是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旧时人们都将其神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避鬼，卫家宅，
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是民间最受欢迎的保护神之一。
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
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门神具有神奇的禀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手里拿着各种传统武器，随时准备同
上门来的鬼魅战斗。
我国过去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的。
最早的门神是神荼、郁垒二将。
到了唐代，一次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安。
于是，他让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武将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就再也没有鬼魅搔扰了。
后来，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从此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2／春节拜年的习俗拜年是过春节时民间的一项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
种方式。
正月初一这一天，人们都会早早地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
互拜谒，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拜年的习俗从何而来的呢？
传说远古时代有一种叫做“年”的怪兽，头顶长独角，口似血盆，每逢腊月三十晚上，它便窜出山林
，掠食噬人。
为了躲避这种怪兽，人们只好备些肉食放在门外，然后把大门关上，躲在家里，直到初一早晨，“年
”饱餐后扬长而去，人们才开门相见，作揖道喜，互相祝贺。
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一般是由家长带领小辈出门谒见亲戚、朋友、尊长，以吉祥语向对方祝颂新年
，卑幼者叩头致礼，主人家则以点心、糖食、红包（压岁钱）热情款待。
除此之外，还有同事相邀几个人一起去拜年，或者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团拜”的形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又兴起了短信拜年和电话拜年等。
3／元宵节闹花灯的由来农历正月十五夜，是我国民间传统的元宵佳节，俗称“灯节”。
元宵之夜，城里乡间，到处都是一片张灯结彩、火树银花的欢乐景象。
到那时，不论皇室贵戚，还是平民百姓、深闺淑女，都可以破常规，顺习俗，制灯玩赏，出游嬉闹。
人们观花灯、猜灯谜，可谓是年中难得一见的盛况。
元宵夜的燃灯之俗始于汉朝。
东汉顺帝年间，张道陵创立道教，把正月十五定为“上元节”，规定这天要燃灯祭祀“太乙神”。
从此这个风俗历代相袭，到隋朝时，又增加了盛大灯会，以招待各国使节。
到了唐代中期，元宵节即灯节已成定俗。
唐玄宗曾于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正月十五开放宵禁，命点万盏花灯，张灯三夜，成为一时之盛。
到了北宋乾德年间，放灯时间增加到五夜，起于十四、止于十八，而且规模也更为宏大兴盛。
宋朝出现了灯谜，就是把谜语系在花灯之上，人们在赏灯之际还可伴以猜谜，更添情趣。
明朝永乐七年，宫廷下诏“元宵节自十一日始，赐节假十日”，这成为历代最长的灯节，并形成了全
民性的节日。
到了清代，灯节假日改为四天，盛况却不减从前，从正月的“十三上灯，十四试灯，十五正灯”，要
一直热闹到“十八落灯”。
“落灯”之后，整个新春佳节才算彻底落下帷幕。
4／青龙节的习俗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传统的青龙节，又称“龙抬头”。
传说这一天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自此日之后，雨水就会逐渐增多。
青龙节早晨，在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家家户户都会打着灯笼到井边或河边挑水，回到家里便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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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香、上供，人们把这种仪式叫做“引田龙”。
这天，人们还要吃面条、炸油糕、爆玉米花，喻意“挑龙头”、“吃龙胆”、“金豆开花，龙王升天
，兴云布雨，五谷丰登”，以示吉庆。
“龙抬头”时的“金豆开花”，源自我国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神话故事。
相传武则天自立为皇帝惹恼了玉皇大帝，遂命令四海龙王三年内不得向人间降雨。
但不久之后，司管天河的龙王看到饿死人的惨景，担心人间生路断绝，便违抗玉帝旨意，偷偷地为人
间降雨。
玉帝得知后十分气恼，于是把龙王打下凡间，压在一座大山下受罪，山上立碑“龙王降雨犯天规，当
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
”人们为了拯救龙王，到处寻找开花的金豆。
第二年的二月初二，人们在翻晒玉米种子时突然发现这玉米就像金豆，炒一炒开了花，不就是金豆开
花了吗？
于是家家户户爆玉米花，并在院子里设案焚香，供上开了花的“金豆”。
玉帝看到家家户户院里“金豆花”开放，只好传谕召龙王回天庭，继续给人间兴云布雨。
从此，每到二月初二，人们就爆玉米花吃，并称之为“金豆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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