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年，古往今来始终牵动着中国人的
心。“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年不赶，就赶三
十晚”，每逢春节，回家就汇成了一股滚滚的
春潮。围绕着中国人传统的家国情怀，一幕
幕绚烂多彩的节日大戏中不仅有五彩缤纷的
民俗风情，而且充满了人性伦理之美，人情亲
感之美，以及人生智慧之美。

腊八•小年

农历十二月被称为腊月，在农业社会中具
有宗教和神性色彩。《说文》中讲：“冬至后三戍，
腊祭百神”。腊八就是腊月八日，直到今日，神
性祭祀虽然已逐渐淡出社会生活，而喝一碗香
喷喷的腊八粥仍是人们的习惯。

为什么要喝腊八粥，来历和传说很多，影
响最大的应属纪念佛祖成道之说。传说佛祖
释迦牟尼为了拯救世间苦难，到处苦行修炼，
终于有一天精疲力竭饿倒在路边，幸被一位
美丽的牧羊女发现，她将随身所带的各种杂
米与泉水煮成粥，救活了佛祖，佛祖醒后精神
大振继续修行，终于大彻大悟得道成佛，而这
天就是腊月八日。因此，过去的寺庙通常在
这天舍粥分给穷人，腊八粥也有“佛粥”之称。

腊八时节北方人还有泡腊八蒜的习俗。
过去民间有一个说法“腊八粥、腊八蒜，放账
的送信，欠债的还钱”。“蒜”和“算”谐音，一年
的债务也该清算了，如果有人给你送来一坛
腊八蒜，那就是讨账的来了。因此腊八蒜既
是文化符号也是经济信号，凸显出了社会的
和谐及民间的智慧。

如果说腊八敲响了春节大戏的锣鼓，那
么，小年就正式拉开了大幕。小年在北方是
腊月二十三，南方大多为腊月二十四，这会儿
大家心中就开始了大年的倒计时。小年的风
俗主要是祭灶王，传说灶神会在年末上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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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贴花花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各地习
俗多有不同，福建、台湾等沿海地区在腊月二
十四请神上天后开始拂尘清扫，有的地方在
祭灶前拂尘。山东的一些地方是腊八时扫
尘，那些地方的人认为这天神仙离位，鬼神不
忌。不论各地民俗怎么解释，其实根本的动
因是人们从心理和环境上都要驱鬼辟邪，除
旧布新，干干净净过大年。

置备年货也是大戏的内容。全国共享的
传统食品是年糕，取其美好的寓意，至今仍是
人们的心怡食品。河南人腊月二十七开始蒸
馒头，福建、台湾等地制作米粉糕饼，广东人
制作糯米糍，湖北人则准备糯米糍粑。

祭灶后的花样丰富多彩。“二十八，贴花
花”，贴花花包括窗花、春联、门神、年画等。
古人认为大门是人居空间与外界的重要通
道，一方面要去灾辟邪防止外侵，一方面也要

迎新纳福开户接喜。汉代时的门神是能捉拿
祸害的神荼和郁垒两兄弟，后来又有了捉鬼
的钟馗和唐太宗的开国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
德。传说中因太宗多年征战杀人无数，称帝
后经常梦见鬼魅在门外呼号夜不能寐，两位
大将得知后就连夜在太宗门外把手，果然夜
间平安。唐太宗心疼二人太累，就差人将二
人画像贴于门上起到驱鬼作用。

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居住环境的
变化，“贴花花”的风尚已不像过去那样铺天
盖地，而贴福字、写春联、贴窗花的美妙风俗
还在节日期间点缀着当代人的生活。

团圆•守岁

最温暖人心的时刻莫过于大年三十，在
中国人的心中，除夕这一天必须在家中与家
人一起度过。只要是流着华人血脉的中国人
一定都会领悟到那句“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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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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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精神文化的聚餐。这顿饭
凝聚了一年的亲情惦念，积淀了

一年的离合悲欢，流淌着上千年的中国
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对美
好理想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对宇宙自然天
地万物的感恩敬畏，对和谐社会家庭团圆的
永恒企盼。

北方的年夜饭必吃饺子，而南方必吃汤
圆，大部分南方地区有两样菜不可少，一是有
条头尾完整的鱼，象征年年有余；二是要有丸
子象征团团圆圆。闽南地区必不可少韭菜。
口味虽然东南西北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共同，
那就是大家都在图个好兆头。

吃过年夜饭后，长辈要给晚辈发压岁
钱，从古至今压岁钱均不在于钱的多少，它
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守岁和
燃放鞭炮是除夕的重头戏，王安石有诗“爆
竹一声旧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
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是对大年习俗的
最好描述。正月初一标志着新年的到来，古
时以鸡鸣为候，到了近代，人们已把新旧交
接的界标定在午夜零点。此刻神州大地烟
花飞舞鞭炮齐鸣，一向矜持的中国人也融入
狂欢的世界。美好的中国年会在热热闹闹、
红红火火中度过。

拜年•春晚

人们在响彻云霄的爆竹声中迎来新年。
按照民间的说法，那天上天汇报的诸神这时
又返回人间，所以各地会有不同的祭神仪式，
不过，这些活动如今只在部分农村保留着。
在很多城市，登门拜年的习俗已被时下新兴
的风尚取代。过去农村中家族式的团拜已被
城市中单位、同事、朋友式的团拜会取代，到
家拜年逐渐改为寄发贺年片拜年，贺年片又
改为电话拜年，电话拜年又被短信拜年取代。

民俗本身就是一条流淌的长河。它的源
头已淹没在滔滔的洪流中，而不息的清流又会
奔腾出新的浪花。比如，新时期出现的中央电
视台的春晚已成为全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在
除夕夜必不可少的文化大餐，尽管看完节目后
会有各自不同的指责，然而如果央视不办春
晚，可能全国人民都不会答应，因为它已经成
为了媒体传播时代的一道新民俗。

新年到来要拜财神，财神分文武财神，文
财神是比干和范蠡，武财神是关公。南方还是
信五路财神的，即东西南北中五路。祭拜的风
俗各地多有不同，老北京的民俗是正月初二祭
财神,而上海人是初五接财神。大部分地区都
有破五的说法，即到了正月初五这天就意味着
春节期间的许多禁忌皆可以破除了。这时，春
节大戏可算作一个小高潮的结束。后头还有
一个重要节目，那就是正月十五的“闹元宵”。

我们有必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让
春节既传承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又与时俱
进、与时代对接，使春节中彰显的价值观融进
现代人的生活，给古老的节日注入新的生机
和活力。节日不是休息日，节日必须有文化
的内涵和精神的寄托。恢复老民俗固然必
要，但创造新民俗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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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年的形成来源于古人对季节、收
成、天象、历法的认识以及时间的意识，是农
耕文明孕育出的文化之果。当人们感到大地
回春、万象更新之时，便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
一“载”、一“岁”，到了周代便广用年之称谓。
甲骨文中的年字是果实丰收的景象。从周开
始，岁首新年成为中国人最向往的日子。

今天，我们过年过春节是同一天，这是历
经了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形成的。春节在古时
称作岁首、正旦、元日、元旦、岁日、新年等。
而将正月初一称春节始于近代。辛亥革命推
翻满清政府，民国政府改用阳历纪年，定
1912年 1 月 1 日为民国元年元旦即新年。
但并不为老百姓所认可，人们仍将农历正月
初一称为新年。无奈之下，1914年又定阴历
元旦为新年。这样，由于社会政治变革，在近
代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两个新年，一个是“民
国”政府的，一个是“国民”心中的。而公历新
年没有任何民俗的内涵，农历新年却承载了
千年的丰富民俗事象，所以老百姓仍旧大过
农历新年，因而出现了社会上“几不知国历为
何事”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正式确定了全国
的年节纪念日，从此“春节”成为人们对旧历
大年的称呼。

中国人赋予春节以神圣的时间意义，也
赋予春节以非凡的空间形式。春节里，民众
所创造的年画、剪纸、灯彩、舞龙等一系列节
俗艺术，在大江南北营造出一个红火喜庆、缤
纷艳丽、流光溢彩的恢弘审美空间。置身其
间，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温煦和绚
烂，体味到沉浸于文化传统的归属感。

年画是采用木版水印方法印制或手工绘
制，依俗于春节之际张贴门户、装饰居室的传
统绘画艺术。年画历史悠久，由桃符演化过
来的“神荼郁垒”等门神画是其最早和最主要
的形态，早在汉代即有雏形，唐宋普遍流行，
现存最早的实物是北宋山西平阳所出《四美
图》。年画有贡笺、中堂、对屏、三裁、炕围、历
画等主要体裁，题材涉及历史故事、神话传
说、诸神信仰、世俗生活、时事新闻、戏曲小
戏、风景名胜、花鸟虫鱼、仕女娃娃、博古器物
等丰富内容，堪称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

剪纸艺术最具群众基础，迄今至少已有
1500 年的历史。20 世纪中叶，在新疆吐鲁
番阿斯塔那南北朝墓葬中出土了《对马》、《对
猴》等 5 幅作品，这是现存最早的剪纸实物。
剪纸有“剪纸”和“刻纸”两大技艺类型，前者
用剪刀徒手剪制，多一式一幅；后者用刻刀凿

刻，一式可得多幅。剪纸样式极其丰富，有居
家装饰的门笺、窗花、柜花、炕围花和棚顶花，
有作为绣花稿本的枕花、鞋花或袖口花，还有
配合节庆仪典的喜花、寿花、灯花或龙船花，
以及用于祈晴祷雨、招魂逐疫、迎祥纳福等民
俗活动的各色剪纸。在方寸空间中，人们祈
愿抒怀、畅神励志，追求超越现实的心灵自由
和精神慰藉。

灯彩是流行民间的重要节俗艺术。当年
汉武帝举盛火坛祭天神，开元宵放灯之先河。
后世相沿成俗，元宵节也成为以灯为俗、藉灯
兴舞的灯节。“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闹
花灯”。届时，城乡处处彩灯竞放，焰火满天，
鼓铙沸作，歌舞骈阗，神州万民沉浸于灯山舞
海的节日狂欢中。民间艺匠因地制宜，运用编
扎、裱糊、雕塑、画绘、剪贴和刺绣等各种技
法，创造了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灯彩艺术，
形成宫廷式、乡土式、匠作式等不同的风格样
式。在民俗传统中，灯彩不只是用以观赏的艺
术，还是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人文事俗。

“务农的人来看灯，风调雨顺五谷登；行商的
人来看灯，般般如意家业兴”，红艳艳的灯彩
素来寄托着中国百姓的美好生活理想。

春节里最动人的景观是舞龙。这是融彩
扎、舞蹈和音乐于一体的道具表演艺术，也是

一种力求以装扮、舞姿、步法和阵式造就富有
象征意义的动态空间形象的造型艺术，堪称

“滚舞的彩塑”。龙灯游行或腾跃翻滚，或蜿蜒
流动，莫不气势磅礴，热烈红火。在舞龙艺术
中，中国人尚群贵和的价值观及团结协作的
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由一家
一板“龙身”连接而成的“板凳龙”或“灯板
龙”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作为龙灯构成单元的

“龙身”，由木板或普通板凳临时加载灯笼或
其他彩扎造型构成。游龙时，每家出“龙身”一
板，俟队伍巡游到门前便把自家的一板接上，
俗称“接灯”。舞龙队伍要依俗行游乡里，挨户
巡访，唱着吉祥颂词为各家各户送去美好的
祝福。如此这般，加入者不断，队伍逐渐加长，
其壮观者可绵延数里。这样的舞龙活动具有
非凡的整饬、教化作用，是民间文化敦睦人
际、谐和乡里、凝聚民心的有效践行方式。

由丰富的节俗艺术形式所造成的浓郁节
日气氛和高峰审美体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

“文化时空”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
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全民欢乐总动
员”的狂欢时节，节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
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
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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