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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中国人依据各种各样的知识、习俗、现象，自发地形成了很多非
常有意义的节日。
在这些节日中，不只蕴藏着渊深的科学内涵，而且为中国历史中文化与经济的交流和繁荣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在西方人们的心中，华夏民族永远是一个他们猜不着、摸不透的“谜”，充满了奇幻绚丽的色彩。
尤其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节日和习俗。
其实，不单单是西方国家的人们不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和风俗，作为华夏民族子孙的我们。
有不少的人也都不太清楚一些传统节日及习俗的来历和用意。
本书介绍的由中国历法所产生出来的众多节日，都具有天地人合养生文化以及动植物生长周期的科学
内涵。
例如：冬至节以前和冬至节以后的45天，是地球最寒冷的时间，冬至节前后又分有小雪大雪、小寒大
寒。
同时，冬至节还清楚地告诉人们天象的位置。
因此，冬至节是世间万物开始萌生的时候。
自这天起45日之后，世间一切万物就开始复苏了。
另外，在中国的各个传统节日中，绝大多数甚至全部都是文化交流日和集市交易日。
在这些传统的节日中，城市中的居民要借故消费；工匠农民要在这时交换不同的生产物资：文人墨客
也要在这些节日中相互交流发挥，来进一步激发自己的才思；国家政府则通过这些传统节日举行一些
较大型的祭典等活动，用以强化并宣传官民的礼仪、习俗、道德等。
《神州节律——华夏传统节日习俗一本通》一书，对中国的各个传统节日及节日习俗进行了详细、明
确的讲解与分析，让读者能够对华夏五千年的节日及习俗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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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州节律：华夏传统节日习俗一本通》介绍的由中国历法产生出来的众多节日，都具有天地人
合养生文化以及动植物生长周期的科学内涵。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中国人依据各种各样的知识、习俗、现象，自发地形成了很多非
常有意义的节日。
在这些节日中，不只蕴藏着渊深的科学内涵，而且为中国历史中文化与经济的交流和繁荣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神州节律：华夏传统节日习俗一本通》介绍的由中国历法所产生出来的众多节日，都具有天地人合
养生文化以及动植物生长周期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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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除夕溯源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就是除夕，它与春节(正月初一)首尾相连。
“除夕”中的“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布新
，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
故此，除夕时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除旧布新，消灾祈福为中心，为节日带来浓浓的喜庆、福照。
在民间也有大年夜、小年夜之说。
除夕的前一天为小年夜，除夕当晚为大年夜，这主要来自周、秦时期皇宫里要举行“大傩”的仪式。
“大傩”的仪式也就是击鼓驱逐疫疠之鬼，被称为“逐除”，也就是除夕前的活动，于是，这些活动
使年味儿更浓，就有了这种说法。
中国的节日大节也就是春节，它原名并不是春节而是后来改的。
据记载，春节的最早名字为元日，相关的庆祝活动在夏代已经开始。
春节作为岁首大节，它真正确立是在汉朝。
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
每年的最后一天，就是除夕。
除夕作为一年最后的一天，新年开始的最前端，其庆祝活动也是非常繁多。
除夕的由来，据说还有个有意思的节日趣谈。
节日趣谈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妖怪叫“夕”，非常的坏，专门害人，特别是看到哪家有漂亮的女
孩，晚上就去糟蹋她。
然后还要将女孩吃了才甘心。
附近的老百姓对它恨之入骨，但又没有办法，只能忍气吞声。
当地，有一个猎人名叫七郎，力大无穷，箭术也非常的了得，并且喂养了一只非常厉害的狗，无论是
任何的猛兽，都敢冲上去撕咬。
七郎见百姓被“夕”害苦了，就想除掉他，带着狗到处找“夕”，但始终没有找到。
原来这“夕”白天躲起来，只有太阳落山后，他才出来活动，到了半夜时分就又不见了，没有一个人
晓得它在哪里。
时间过去得很快，一眨眼，七郎找“夕”已经有一年了。
这天正是腊月三十，他来到一个镇上，镇上的人们正在欢欢喜喜准备过年。
七郎心想，这个镇子大，人又非常多，漂亮姑娘肯定也非常多，“夕”说不定会来。
于是，他找镇上的人们商量。
七郎告诉镇上的人们，说“夕”最怕响声，让大家天黑时不要睡觉，多找些敲得响的东西放在家里，
一有动静就使劲敲，好把“夕”吓出来除掉。
众人一听，有入能够除掉“夕”，非常高兴，都愿意配合。
渐渐地，黑夜降临，这天晚上“夕”果然来了，他刚闯进一户人家就被发现了。
这家人立刻拿起准备好的盆盆罐罐，使劲儿地敲了起来。
这家一敲，响声传了出去，整个镇子随着也敲起来。
“夕”听到阵阵的响声，吓得四处乱跑，结果被等待多时的七郎看见了，七郎放出猎狗去咬他。
猎狗一得自由，马上向“夕”冲了过去，一瞬间，猎狗就和“夕”厮打起来，跟在旁边的七郎也加入
了战斗。
人们一听外头杀起来了，拿起东西更起劲地敲起来，响声震天。
这时“夕”被七郎和猎狗前后夹击，又害怕四周响起的震天响声，很快地败下阵来，想逃跑了事。
但是，猎狗却死死地咬着“夕”不放，得到空挡，七郎一跃而起，拉弓射箭，箭如流星，直向“夕”
奔去，躲避不及的“夕”应声而倒，再也起不来了。
众人看到七郎将“夕”已经除掉，非常地高兴，欢天喜地的庆祝。
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腊月三十叫“除夕”。
这天晚上，家家户户都要守岁、放火炮，表示驱除不祥、迎接幸福祥瑞，慢慢地成为了中国古老的习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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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老故事传说为节日带来了神秘的色彩。
人们在当天兴奋不已，积极地参与到其中。
除夕是一年中最为让人留恋的一晚，在当夜，天一黑，孩子们或者半大小伙子，早已拿着香火，东一
声、西一响地放起鞭炮，是一年中最热闹的一晚。
在放鞭炮之时，胆大的放大炮仗，年幼的一只手捂着耳朵，远远地探着身子，等待着接下来的震天之
声。
此情此景，即使人到白头也依然能够记得，因为它是年少时最开心的时刻。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第一大节，是节日体系中的核心，也是节日活动最长、最多的一个，内容之丰富，
活动之热闹，是其他节日所无法比及的。
春节蕴涵的辞旧迎新、合家团圆的意义，成为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也使它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认
同的一个文化符号。
春节的前一夜，也就是除夕，对于每个家庭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熬夜
守岁，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文化心结，在外的游子不管身在何方也要赶回家来，赶在春节之前回家。
2  春节溯源春节是我国民间最热闹，最隆重的节日。
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就是春节，又叫做阴历年，俗称“过年”。
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
按照我国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俗称年初一，等到民国时期，农历
的一月一日叫做春节，公历的一月一日称为元旦。
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而又隆重的节日。
过年的前一夜，就是旧年的腊月三十夜，也叫除夕，除夕晚上，全家老小都一起熬年守岁，欢聚酣饮
，共享天伦之乐。
北方人喜欢在这一天吃饺子，饺子的制作方法是先和面，“和”字就是“合”；饺子的“饺”和“交
”谐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又取更岁交子之意。
而南方人则选择吃年糕，他们的风俗习惯认为，甜甜的粘粘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步步高
。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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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夏中国的传统节日与习俗，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传承华夏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是
海内外华人情感联结的精神纽带！
《神州节律——华夏传统节日习俗一本通》一书，对中国的各个传统节日及节日习俗进行了详细、明
确的讲解与分析，让读者能够对华夏五千年的节日及习俗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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