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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文明中，庆祝春节的习俗很
多，贴春联则是其中一项颇为重要的习俗。每
当春节将近的时候，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
户户都要挑选漂亮的火红春联贴于门上，以辞
旧迎新，增强喜庆的节日气氛。

春联又称“春贴”“门对”“对联”等，它以对
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
美好愿望，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瑰宝。至于说其起源，至少可追溯到
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桃符”。有关史料表
明，桃符长六七寸、宽三寸左右，上书降鬼大神

“神荼”“郁垒”之名。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
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礼仪志》就记载：“正月
一日，造桃符着户，名仙木，百鬼所畏。”

五代十国时，宫廷中有人在桃符上题写喜
庆联语。元代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由丞相
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的《宋史》就记载
说：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木板，并自
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可算
是中国的第一副春联。不过，直到宋代，春联
仍称“桃符”，只是联语不再限于题写在桃符之
上，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所作的《元日》一诗，就
对人们新年更换桃符的习俗进行了记述：“爆
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
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现在读起来，无异于
欣赏一幅新春的民俗画卷。

将“桃符”真正称之为“春联”，则是在明朝
初年。明代文人陈云瞻所著《簪云楼杂话》中
明确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

（今南京），除夕前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
春联一副，帝微行出观。”大年初一的早晨，朱

元璋微服巡视，挨家挨户查看春联。每当见到
写得好的春联，他就非常高兴，赞不绝口。在
巡视时见到一家没有贴春联，朱元璋很是生
气，就询问什么原因，侍从回答说：“这是一家
从事杀猪和劁猪营生的师傅，过年特别忙，还
没来得及请人书写。”朱元璋就命人拿来笔墨
纸砚，为这家书写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
路，一刀割断是非根。”

由于帝王颁旨推广春联，自然会使春联日
渐兴盛，民间便出现了专门为人撰写春联的文
人，清代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就记述
说：“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
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
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春联的喜庆，人们
渐渐不满足于将春联贴挂于门口了，而是请人
写上不同的内容贴在屋里屋外的许多地方，民
间称其为“春牌”。这些“春牌”根据贴挂地方
的不同而分别称为门心、框对、横批、春条、斗
斤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
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批”贴于门楣的横木
上，“春条”根据所写内容贴于相应地方，呈正
方菱形的“斗斤”多贴在家具、影壁之上。

时至今日，贴春联仍是千家万户过年时的一
件大事。每每贴春联时，大人前面刷浆糊，孩子
则在一旁递，刚刚上学识字不多的小学生们挨个
儿读一遍，大红喜庆的春联一下子就浓郁了年
味，烘托了过年的氛围。一副副对仗工整、平仄
协调的春联，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
往，流露出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由衷赞美，表
达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热情讴歌。

春节拜年起源于岁首祭祀。在新年的开端，
古人一方面祈祷农事丰收，一方面求告神灵保佑
亲人平安度过新的一年，于是向神灵跪拜求告。
这种新年祭祀仪式的拜神和祷告就是拜年的最初
形式，后来才从祭祀仪式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新
年祝贺礼俗。

拜年礼俗产生的时间是古远的，最早得以记
载的是周代的拜年活动。《诗经》中有周代民间过
年及拜年的记载，《春秋》《左传》则载录了朝廷元
旦的“朝正”团拜的活动。周代朝正的场所是在祖
庙之中，或先在祖庙祭祀，再转到其它地方庆贺、
宴饮。汉代以后，朝廷朝正的典礼更加隆重，地方
官府的团拜活动也越发普遍。宋代正式出现“团
拜”一词。民国以后，许多地方政府组织官员士绅
汇聚一起行拜礼，或只是团聚庆贺而不叩拜，是简
便的团拜礼仪。民间则以单独行礼的拜年为主，
也有同姓族人或其他团体的团拜活动。

拜年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一种礼俗。亲
属、师生、同事、朋友等亲近关系过年时都要有
拜年礼仪。在一些特别亲近的亲属关系中，晚
辈给长辈每年一次的拜年是必不可少的礼仪，
如果某一年缺少了这一礼仪，肯定是发生了很
特殊的事情致使该礼仪不能履行或者双方的关
系出现了严重问题；如果双方关系正常而没有
拜年，那就是晚辈的严重失礼，长辈会非常在意
地“挑礼”。

作为亲人、同僚、朋友等具有密切关系的人们
之间的一个重要礼节，拜年礼俗在密切人际关系
的同时，也成为一项人情负担。宋代开始流行起
投递贺刺代替入门拜贺的方式。贺刺相当于今日
的贺卡，上面写上祝贺的话语，签上名字，有的还
写上所送礼品，自己或派仆人送到对方门前。这
种方式适合于同僚及关系并不很亲密但又需联络
感情的人们之间，至于亲人、好友之间还是要当面
拜年。

在现代社会，虽然拜年还为人们所看重，但是
总的来说已经大为简化了，特别是在城市里。城
市里一般的拜年都是不见面的，过去以打电话的
方式居多，自手机成为普遍的通讯工具后，发送拜
年短信、微信成为便捷和时兴的拜年方式。但是
在特别亲近的关系中，发短信、微信拜年是不行
的，比如特别亲近的亲属关系、师生关系等，晚辈
或位卑者还是要登门当面拜年，关系很要好的同
事、同学、朋友等也以聚会的形式相互拜年。现代
城市的拜年与拜年的本义已经有较大的距离，没
有了“请神”活动、没有了跪拜动作，已演变为亲友
间的年节问候，拜年话以“过年好”为多，没有了

“拜”字。至于拜年短信与微信，则丰富多彩、风格

多样。
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保留着古朴的跪

拜式拜年习俗。这种拜年方式常被看作地方特色
的拜年，实际上是我国古代普遍的拜年方式在今
天的遗存。在河北省景县，拜年是为村民最为看
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年俗。这里的拜年是面对面
的贺仪，不借助现代通讯手段。虽然都有手机，但
是亲人、村民之间的拜年是不用手机的。

相对于一般城市里的拜年，景县的拜年有如
下几个特点：

第一，有特定的时间。景县拜年从正月初一
凌晨开始，到正月初十结束，个别因亲戚多而在初
十前“走不过来”的延长到十五以前。初一在家里
和村落内部拜年，初二以后到别的村子给亲戚拜
年。拜年一定是从正月初一凌晨开始，年三十以
前没人说拜年话。城市人常说的“拜个早年”“提
前给您拜年了”在这里是不行的。尽管年三十晚
上要团聚、“熬福”，睡得很晚，但是初一早晨必须
早早起来。这天早起表示过日子“心盛”，预示着
一年勤快，能有好收成。这天谁家的鞭炮响得早
要被别人钦佩，响得晚要被人笑话邋遢。煮熟饺
子，放完鞭炮，晚辈们开始依次在堂屋祖灵图画前
拜年。

第二，有特定的场所。河北景县的拜年一定
是在家中堂屋里进行。堂屋北墙上挂着祖灵图
画，两边挂着的布质条幅上写着对联，如“祖宗功
德传百世，子孙基业福寿昌”。供桌上燃着香，摆
着鱼、肉、饺子等供品。供桌前打扫得很干净，有
的铺上席子或布垫，以方便晚辈在这里磕头拜年，
不让拜年者的膝盖沾上土。也有一些人家认为这
样做好像是准备好让别人磕头的，不太客气，就不
铺垫子，等别人磕头时他们会客气一下：“别拜了，
有这个话就行了。”只能在堂屋祖灵前拜年，这符
合拜年的本义：向祖灵磕头，求告祖灵保佑一年健
康平安、一切顺利。所以这里的人们在路上碰见
没有说拜年的，因为不能在路上磕头，这里没有人
家供奉的祖灵，说拜年就显得很虚假，要说拜年的
话也只能说“等会儿到你家里拜年”。

第三，有跪拜的动作。拜年礼仪由拜年话和
磕头动作组成。拜年话没有城里人那些花里胡哨
的辞令，都由称呼加“给您拜年了”组成。喊了“拜
年”后就要磕头。如初一凌晨饺子摆上桌，父母在
里屋饭桌前坐好，儿子就在堂屋里喊：“爸爸，拜年
了！”“娘，拜年了！”爸妈分别在里屋喊：“磕吧！”拜
年者就向着祖灵磕头：男子拱手作揖，双腿跪下，
再两手撑地，头俯下去，触地而止；女子在喊叫以
后，两手握住，在腹前右方贴身振一振，两腿跪下，
身子前俯，头向下点一点，就算磕头了。

第四，对该拜年的人，每年的年礼都不能缺。
各家对给人拜年和被人拜年都很看重。“断了年
礼”是很严重的事情。媳妇跟公婆闹矛盾，平时都
不说话了，但过年都要规规矩矩地拜年，如果缺了
这个年礼，那就是特别大的事，基本等于宣布彻底
断绝亲属关系。即使媳妇平时有多种不敬，但拜
了年，公婆也就顺气很多。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并
特别说明的，亲戚之间缺了拜年往来就意味着这
门亲戚从此断交了。初一拜同性宗亲时，年轻人
就注意不要漏掉哪一家。长辈们在暗暗留心着哪
家的后生来拜过了，哪家的没来，如果有没来的就
在心里很别扭。等自己家的孩子回来，一般家长
要检查一下年轻人的拜年“成绩”，看有无漏拜的
人家；如果漏拜了，要赶快去补上。还有没计划拜
的，如果人家来拜了，还要回拜。

第五，注重对拜年者热情招待。这点突出表
现在不同村落亲戚之间的拜年，要以本地最丰盛
的酒席招待来拜年的亲戚。从初二开始，要到亲
戚家拜年并招待外村来自己家拜年的亲戚。由
于每家的亲戚都比较多，必定有先拜后拜之分。
一般先拜近亲，后拜远亲。近亲中又以岳父岳母
家为最重要。对结了婚而岳父岳母尚健在的男
子而言，初二是携妻带子去丈人家拜年的日子。
同时岳父岳母家也在这一天派一个人通常是内
弟来这边拜年。其余近亲则是姑家、姨家、舅家
等。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在哪个亲戚家
吃饭。由于常在一天内拜几家亲戚，而只能在一
家吃中午饭，所以要根据路途的便利和关系的远
近考虑好先去哪家、后去哪家、在哪家吃饭。一般
是在近亲家吃饭，这样不怕麻烦对方，如不在近亲
家吃饭，对方也会有意见。给近亲拜年一方面要
在这家吃饭，另一方面也要带上礼物，这礼物可以
是酒、肉、鸡、鱼、水果、鸡蛋等，也可以是自己做的
年糕、去当地商店买来的点心，装在篮子里或提兜
里。亲戚家一般不会把礼物全部收下，而要留出
一小部分来，或者再装进些自家的东西，这就是

“留回篮”的习俗。吃完饭，再喝会儿茶，客人们就
陆续告辞了。

在现代村落，这种拜年礼仪的发生除了有悠
久厚重的古老习俗的驱动以外，还是乡土生活的
内在需要和乡民情感的自然流露。村落拜年活动
有着孝亲睦族的功能，也是维持和加强村民互助
关系的有效方式，又是村落之间沟通信息的重要
渠道。近年来，村落生活方式和内部结构整体上
发生了显著的变迁，而景县拜年的传统方式仍然
顽强地传承着。

（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挂职副秘书长，
民俗学博士）

春节礼俗话拜年
□ 黄 涛

春联,浓郁了年味
□ 袁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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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农历己亥新春，由中国国家博

物馆主办、中国书法家协会协办的“亥岁祯

祥——2019新年迎春书画展”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展。展览用富含传统文化元素的

书画精品，向广大观众传递新年的祝福，展

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左图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孙晓云

撰写的“玉海绿树行书联”（玉海金涛千里

秀，绿树红楼万户春）。

上图 国画 《瑞雪映梅花》。 马硕山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