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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春节的发源地是四川阆
中古城。

阆中市，传说中伏羲的母亲在此孕
育了中华人文始祖伏羲。伏羲在这里观
景象、演历法、创八卦、立元旦、初定春
节，因而被誉为农神或春神。历经夏商
周秦，中国历法仍未统一。汉武帝元封
七年（公元前 104 年），阆中人落下闳是
民间一名优秀的历算学家，在前人历法
的基础上由他创制了《太初历》，较为科
学地将一年分为四个季节并分二十四节
气。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划分反
映我国中原地区一年中自然现象和农事
活动季节特征的二十四个节候，并明确
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确立正月初
一为岁首，冬季十二月底为岁末的历日
制度，即岁末一天为除夕，次日为春节。
春为岁初，元和旦都是开始，故而春节又
称元旦，表示一年之始，是岁之首。历时
2000 多年未变，直到 1912 年辛亥革命
后，废除宣统年号，改为西历纪元法，把
西历 1 月 1 日称为“元旦”，才将农历正
月初一称为“春节”以示区别。

为纪念伏羲和落下闳，2009 年中国
民俗学会将阆中命名为“中国春节之
乡”，阆中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春节
的发源地。

春节是汉民族作为一个古老农耕
民族在岁末年头，季节转换的一个关键
过渡时期，是秋收已过春播未到而进入
冬眠的休养期，也是一个最悠闲的时
期。故而各种祭祀活动和民间娱乐活
动在农耕文明时代也就自然放在了这
个时间段。民间社火，即是流行于我国
北方山西、陕西、河北、河南、辽宁一带
广大地区的汉族民间春节期间文化娱
乐的主要形式。其起源很早，大约在商
周时期便有了对土地和火的原始崇拜
和祭祀性活动。“社”即为土地，社稷就
是国家土地。“社”就是土地之神，“火”
就是“火祖”，即火神。火神给予人间温
暖、熟食和光明。这样，人们出于对远
古图腾的崇拜，也为了显示神灵的伟
大，便以各种面具赋予其神威，配以音
乐和舞蹈的方式祭土神与火神。这便
是把古代的傩戏、傩舞与社火戏有机融
为一体，逐渐形成的“民间社火”。崇拜
社神与火神以牛羊为牺牲祭供神祇，以
傩舞为形悦神，同时也悦己，从而祈求
土神和火神保佑苍生平安，大地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驱邪避害。

汉晋至隋唐，还以大傩戏等方式来
祭祀天地和火神、水神、风神、雷神、云
神等。直至宋代傩逐渐为社火所相融
并逐渐替代。且社火在民间得到了极
大发展，汉民族的民间社火已逐渐包罗
万象，社火由祭祀、巫术、百戏、乐舞、杂
耍等组成。

每逢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村社便
组织社火表演，四乡八寨，相互串联，相
互比赛，共同表演。既祈福神祇保佑，
又作为民间文化娱乐的重要形式，送戏
到村，愉悦人民。

山 西 晋 中 的 社 火 ， 传 承 历 史 悠
久，社火戏繁多，计有七大类二百余
种，如抬棍、背棍、撅棍、旱船、高
跷、舞龙、舞狮、旱船花灯、锣鼓八
音、架火等。节日期间还要举办大型
灯展，精品社火街头游演，架火焰火
晚会等，被公认为“中国社火之乡”。
晋中百姓乐此不疲，代代相袭，辈辈
相传，守护着永不熄灭的“社火”。

过年对老北京人来说，最重要最有
特点的便是春季期间的赶庙会。旧时
的 北 京 城 内 及 近 郊 计 有 700 余 座 庙
宇。春节期间，各大小寺庙均向香客游
人开放。在庙内及庙前设有集市，称作
庙会。赶庙会既是老北京人春节期间
外出的一个重要活动，也是一个购物交
易的重要方式。北京庙会以白云观、隆
福寺、东岳庙等处最为著名。

白云观庙会，也称为“燕九节”，是
北京传统庙会之一。白云观位于北京
西便门外，复兴门外白云路之东，其前
身系唐代的天长观、金代的太极宫，是
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有“全真第
一丛林”之称。公元 1227 年全真派创
始人长春真人丘处机羽化于此，后来，
民间开始谒庙上香，演变成“燕九节”，
白云观庙会由此而来。白云观庙会以
时间长（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九），宗教特
色浓厚（正月初八日“顺星”，即祭星，此
日香客们朝拜星神，以求一年平安吉
祥；正月初九日庆祝“玉皇大帝诞辰”；
正月十八夜的“会神仙”，神仙化身凡人
度有缘者；“宴邱会”，观内举行盛大法
会，纪念丘处机），香火旺盛而著称。除
此之外白云观庙会还有各种民俗活动
和物资交易。1958 年沿袭数百年的庙
会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停止了活动，一直
到 2005 年白云观庙会才得以重新开
放。

隆福寺庙会是北京过去著名的民
间大庙会。隆福寺位于北京东城东四
牌楼之西，始建于明景泰元年 （公元
1452 年），清雍正元年重修。隆福寺
曾是朝廷的香火院之意，香火极旺，
所以这里的庙会人气极旺，居北京五
大 庙 会 之 首 。 清 代 ， 每 月 逢 农 历 初
一、初二、初九、初十开庙会。1930
年起改为阳历，每月开庙 12 或 13 天。
每逢庙期，人流如潮，人们可以在这
里购买到各种各样的土特名产，吃到
各色各样的北京风味小吃，还可观看
民 间 戏 曲 。 这 实 质 上 已 是 一 个 集 宗
教、商贸、文艺演出为一体的大型民
间交往活动场所。1949 年后，政府将
摊贩等集中在庙前的大棚内，设立固
定摊位，独立经营，取名为“东四人
民市场”。现隆福大厦成为商业大楼，
而隆福寺已荡然无存，隆福寺庙会也
随之烟消云散了。

东岳庙庙会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
庙会之一，也是北京庙会的代表。自
元代以来，以东岳庙为依托，逐渐形成
了融宗教、商贸、娱乐等内容为一体的
民俗景观——庙会。到了近代东岳庙
会主要以祈福纳祥，祈福禳安的“福”
文化为核心。其活动有戴福还家、打
金钱眼、摸铜特等。1949 年后逐渐沉
寂，直到 1999 年才又重新恢复开放，
2002 年东岳庙春节文化庙会成功过渡
为“北京民俗文化节”，2008 年被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神州酿团圆
□ 范建华

作为有着5000年文明的古国，中国拥有丰富的传统节
庆活动。中国人的人生观、自然观与宗教观，透过不同的节
庆不同的习俗，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当我们了解中国的节
庆文化时，便是走进了国人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

春节，是世界华人的共同节日。无论平时如何松散，只
要到了春节，“回家过年”便成为思乡游子的共同心愿。近
些年来，每到春节时所形成人口大流动，是世界各民族罕见

的文化现象，这便是通过节庆来加强族群群体之间的民族
认同感的极好例证。在节日期间，祖国各地都要举行各种
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奠祖先、除旧迎新、迎喜接
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中国地广人众，南北东西生活习
俗差异较大，虽同为过年，但不同地区的民族和不同人群过
年的活动都是各具特色而丰富多彩的，且带着浓浓的地域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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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是什么？对我来说，年味就是一
缕不断的牵挂，就是一股浓浓的亲情，就
是一团凝聚在一起的温暖。“过年回家，我
们回家，今晚就要到家。无论路途千里万
里，归心似箭啊。”这是某一年春晚的开场
歌曲，它唱出了常年在外打拼的游子的心
声，也唱出了“年味儿”里最浓郁的亲情。

春节是离家人的期盼，那是数天、数
月甚至数年的盼聚与向往，期待与憧
憬。进入腊月，异地求学、外出打工和他
乡经商的游子心中开始有一种情愫潜滋
暗长，想象着团聚的甜蜜，不由掰着手指
细数归程的日子，悄悄准备着回家的行
囊。电话里、邮件中、微信聊，全都贮满
了沉甸甸的亲情牵挂，熨帖着一颗颗孤
独漂泊的心灵。岁月把盼聚之情发酵为
沉沉的乡愁，浓浓的乡思。

熙熙攘攘的现代生活中，只因“回家过
年”一丝牵挂，足以驱使我们克服一切困
难，迈动步伐踏上归程。日夜兼程、快马加
鞭扑进家乡的怀抱，让久别重逢的甘霖洗

去旅途的疲劳，让亲人的拥抱放松紧张的
心情，在动人的相聚中感受无限的爱。梁
实秋先生说过：“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
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
儿，还能有半点欢乐？”可见“年”在中国人
心里的分量，和家人过春节图的就是一个

“团圆”。
其实，在外漂泊的游子归心似箭，留守

在老家的父母、妻儿，哪个不是望眼欲穿？
公交车站的遮雨棚下、村子边的老槐树旁、
院子外的篱笆口，从早到晚都有人站在那
儿痴痴地张望。尽管有的已在电话中明确
告知了返乡的日期，可他们仍然初衷不改，
不管刮风下雨，都坚持不懈地守望——那
深情盼归的眼神中，透出的应当是博大的
父爱母爱，流露的应该是挚爱的亲情！

除夕灯下，一家老小其乐融融，扯不开
割不断的浓浓亲情，就是最浓的年味。父
母脸颊上的泪滴已化成了节日的礼花，晶
莹地绽放在儿女的心田；妻儿期盼的目光
已转换成欢声笑语，长久地洋溢在温馨的

小屋里。家的味道在春节浓了重了，沧桑
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亲人的爱，年年新春更
迭，亲情永不褪色。那一刻，沐浴着家人的
呵护，一年的压力突然释放，心底里涌起的
是无限的温暖。甩开烦恼，换上新衣，点燃
鞭炮，贴上春联，一种美好的心绪在浓浓的
节日气氛中弥漫。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让一年的思念
沉淀，让最朴素的亲情回归，让人们更深刻
地体味幸福，珍惜幸福。亲情是过年真正
的主角，过年是亲情的盛宴，是享受亲情的
滋润，感受亲情的温暖。因为亲情，我们要
回家过年；因为过年，我们的亲情得以浓郁
绵延。

我的家乡在江苏，在外工作这么多
年，身边虽然总有“年味淡了”“年味变
了”的声音，但我觉得，年的核心、年的
根本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千丝万缕的
亲情。对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
还有四季轮回，只要还有亲情，就会有
年的味道。

过年就要在一起
□ 吴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