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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在古代，过年的时间并不一致。
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才把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把阳历(又称“公历”)一月一日称为
“新年”，一九四九年进而把“新年”改称为“元旦”。
    二、传统春节的习俗和传说    进入腊月后，天寒地冻，农活较闲，人们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可以开
展各种喜庆活动，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感谢大自然的恩赐。
届时，市场上年货充盈，卖年画、窗花、鞭炮、灯笼、脸谱、春联以及节日食品用品等，人们摩肩接
踵，货摊一个挨一个，讨买叫卖，热闹非凡。
    在几千年形成的节日习俗中，像接神、敬天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已
经逐渐被淘汰。
其他像贴春联、挂年画、贴剪纸等习俗延续至今，为节日增添了浓郁的气息。
     1．贴春联    春联又名“对联”、“门对”、“对子”等，是春节时贴在门上或楹柱上的吉祥语，由
上联、下联和横披组成，它是中国独创的一种文学形式。
每逢春节，家家户户无不贴春联庆贺。
鲜红的春联，抒发了人们美好的愿望，点缀出一派盎然春色。
    春联起源于“桃符”。
最初是用桃木雕刻出“神荼”、“郁垒”这两个神像；挂在大门上，用来镇妖避邪。
后来，大概由于雕刻神像太费时，就用两块木板，画上神像来代替，叫做“桃板”。
再以后进一步简化，只在桃板上写上“神荼”、“郁垒”的名字，往门上一挂就完事，这叫做“桃符
”。
这种春节挂“桃符”的习俗从战国延续到唐代。
到了五代，桃符上才出现联语，代替原来的“神荼”、“郁垒”的字样。
    桃符改称为“春联”和用红纸写春联，都是开始于明代。
因明太祖朱元璋十分喜欢春联，所以他大力提倡，及后春节贴春联便成为一种风俗，流传至今。
    2．贴年画    按照中国古老的风俗，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精心美化自己的住舍，人们在屋内
墙壁上贴崭新的年画，给人以春意融融、喜气洋洋的感觉。
    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艺术，它是伴随春庆祈年和驱凶避邪的活动而产生的。
年画起源于门画，与桃符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
门画最初的题法是门神，据南朝《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缯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
郁垒，俗谓之门神。
”众所周知，世界上本来就没鬼，然而人们通过年画来祈求全家平安吉利的愿望却是可以理解的。
    3．放鞭炮、燃焰火    春节期间，无论是繁华的城镇，还是偏僻的乡村，“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此起
彼伏，给节日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鞭炮又叫“爆竹”、“爆仗”、“炮仗”。
放鞭炮庆贺春节，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鞭炮起源于“庭燎”。
所谓“庭燎”就是用竹子做成的火把，由于竹节里的空气膨胀，竹腔爆裂，就会发出“噼噼啪啪”的
响声，古人称之为“爆竹”。
起初燃放爆竹是为了驱逐山臊恶鬼的。
后来，人们为了过一个平安年，便于“正月初一”，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燃放爆竹，以避山臊恶鬼，
称为“平安爆竹”。
    4．吃的习俗    初一破晓，北方人家家户户吃饺子，为了讨吉利，北方人往往把硬币、糖、花生、枣
子和栗子等和肉馅一起包进新年的饺子里。
吃到硬币的人，象征新年发财；吃到糖的人表示来年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仁的象征健康长寿等。
全国各地几乎都用江米面和黍子粘面做成粘糕(也叫年糕)，寓意“年年高”。
年糕也是汉族过新年的必备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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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年糕的谷物有多种，各地作法不尽相同。
其中以江南的水磨粘糕最为著名。
北方则吃白糕或黄米年糕，西南少数民族习惯吃糯米粑粑。
    春节吃的食物大部分是节前准备好的。
北方人大多吃馒头。
南方是头几天淘米，名叫“万年粮米”，意思是年年有余粮。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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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礼仪越周到，越保险。
                                              ——英·卡莱尔    世界上最廉价，而且能得到最大收益的一项特质，就是礼节。
                                             ——拿破化·希尔    礼貌像只气垫，里面可能什么也没有，但是却能奇妙地减少
颠簸。
                                              ——美·约翰逊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亘古未绝的历史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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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国的民俗文化，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本书是一部
中国民俗的精要，从民居、古城到器皿、服饰，从出生礼仪到节日庆典，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无不显示
着其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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