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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

日，也是普天下华人最大的辞旧迎新仪

式。

春节习俗中大多包含着祭神、祭祖（腊

祭），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相关

内容，这也与我国古代农业文明发达有

关。“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来临，万物进

入生长、发育阶段，也是人们播种、栽培的

季节。民以食为天，人类所有财富的获得，

都是大自然给予的。这样一个季节的到

来，自然也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

甲骨文和金文（铭文）中的“年”字都有谷穗

成熟的形象，甲骨文的“年”字像是人头上

顶着谷物。

旧历中正月初一的“年节”，称作“春

节”。这个名字很贴切，一年四季春为首，

立春正好处于农历正月初一前后。人们

穿新衣戴新帽、高高兴兴迎接春天的到

来。春节是个蕴含着“庆祝丰收”“祈求安

康”“辞旧迎新”“万象更新”等寓意的美好

节日。纵观各地民俗，都充满了辞旧迎

新、团圆美满、欢乐喜庆的含义。

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富足，人们纷纷

吐槽年味儿越来越寡淡了。这是怎么回

事？笔者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穷富不一样了。以前物资困乏，

平时不管穿戴还是吃喝，家家过着捉襟见

肘的穷日子。只有过年，各家各户才会倾

其所有、尽其所能，为孩子做几件算得上

“时兴”的穿戴，给全家做几顿还算丰盛的

饭菜。因此，一年里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盼

着过年。从心理感受上讲，当你越是盼望

什么时，似乎感觉那个东西越来得慢。一

旦春节到来了，便感觉年味儿异常浓郁。

眼下，我们平常的日子都比以前过年还要

好，想买什么能买什么，想买多少就买多

少。在这种情况下，谁还稀罕那几顿“过

年饭”呢？

二是忙闲不一样了。以前各种年节

物品，都需要自己动手打造，如磨面、杀

猪、磨豆腐、蒸馍馍、煮细果子、炸丸子等

活动非常多，既劳神也劳力，整个腊月不

得消闲。每样物品都包含着艰辛与付出，

来之不易。当你过年享用起这些东西时，

便倍感温馨和幸福。现在情况变了，只要

走进超市，不消一个小时就能把过年的东

西打点齐备。物品来得容易了，享受起来

也就没有了过去那种感觉，吃不出原来的

味道了。

三是节奏不一样了。过去人们普遍

忙，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一年里都把工

作排得满满的。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

人，更是不会忘记“春节开门红，初一也上

工”。在这样十分忙活的日子里，过年了

总会比往日消闲一些，便感觉年味浓浓，

其乐融融。现在不同了，“双休日”普及

了，“节假日”变多了，大家自由支配的时

间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人们普遍生活在

“休闲社会”里，对过年提不起兴趣也就在

情理之中。

仔细推敲，年味儿变淡不是坏事，而

是快乐幸福生活“常态化”的结果。我们

应该真诚地感谢时代、感谢祖国，也应该

真诚地祝福自己、祝福家庭。

春节是中华民族在普天同庆中阖家

团圆的隆重节日，也是每个人在辞旧迎新

中振奋精神、转变自我、成长成熟的一个

重要仪式。

什么是仪式呢？仪式是提醒我们注

重当下、在意自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可

以让这一刻显得特别庄严而神圣，让这个

日子显得格外重要而难忘。

在现代生活的掩盖和冲击下，年味儿

变淡也有春节仪式感衰落的原因。为了

帮助大家过一个“有意思也有意义”的春

节，我们就需要巩固和提升春节的仪式

感，寻找出春节更多的“本来意义”。

春节最初的意义之一，在于辞旧迎

新。春节中，让大家通过回忆往事，总结

经验教训，汲取思想营养；展望未来，制定

计划，振奋精神，重新出发。

春节最初的意义之二，在于通过吃

年夜饭、拜年、发压岁钱，让大家感受

团圆珍贵，巩固血浓于水的亲情，分享天

伦之乐；同时，也在这些拜年活动中，让孩

子们认识亲戚、分清辈分、懂得礼数、孝敬

老人，达到“老有所安，少有所学”，各安其

分，各谋其事。现在的青少年，有许多是

独生子女，是在全家人的娇惯中成长起来

的。让孩子们在春节的各种仪式中，认识

自我，找对位置，学会担当，也是非常重要

的事情。

春节最初的意义还有，让大家怀着虔

诚的心情，来祭祀天地自然，祭祀列祖列

宗。今天，我们春节中隆重的祭祀活动几

乎没有了。对于祭祀，我们完全可以变换

个方式来看待它：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永远

是弱小的，要懂得敬畏自然，学会遵循自

然规律办事，这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

向“自由王国”的根本途径。仔细观察可

以发现，我们以前所有“战天斗地”的成

果，都是遵从自然规律、按照科学原理办

事取得的。我们当今所有的文明成果，也

都是千秋万代的先人们披荆斩棘、舍生忘

死、苦苦探索的结晶。让我们大家，尤其

是青少年，在祭祀大自然中，知道我们从

哪里来，懂得敬畏；在祭祀列祖列宗中，知

道我们将要向哪里去，懂得感恩。

春节紧邻着元宵节，这是我国传统

节日里边间隔时间最短的两个节日。仔

细品味这两个相连的节日，发现原来其

中蕴含着许多关联意义：如果说春节是

团圆会，那么元宵节就是告别礼；如果

说春节是庆功宴，那么元宵节就是催征

鼓。一个体现着亲情、回味和总结，重

在静；一个表达着干事创业，向往着出

发，重在动。这两个一弛一张、一静一

动、一抑一扬的节日无不在向世人昭示

中国人的鲜明性格：我们喜欢陶醉，更

喜欢创造。

是的，当元宵节的锣鼓敲起来的时

候，也宣告了春节活动的结束，我们甩

开膀子痛痛快快干事创业的日子也就

到了……

仪式中的坚守与创新
□ 申树凤

“别人看雪，我们看花”，这是广州人过年的骄傲。广
州享“花城”美誉已有 1700 多年，每年一度的传统年宵花
市，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岭南特色民俗文化景观。

临近春节的日子，各色鲜花、异果争奇斗艳，装点着整
个城市。从越秀到海珠，从荔湾到天河，广州11区竞相挖
空心思、出新出巧，力争将年宵花市办到最好。花市上搭
起古色古香的牌楼，建起花架，四乡花农、花企纷纷涌来，
摆开阵势，售卖年花；各种非遗也借台唱戏，粤剧悠扬不
止、粤语讲古逗趣……一时间繁花似锦、人潮如海、欢声笑
语，直闹到凌晨方散。借花市的光，连广州酒家等老字号
酒楼、宵夜档也常常是通宵营业，方便老广们逛完花市尽
情享受美食。

广州花市起源于“花渡头”，据说可追溯到明朝。当
时广州花市与罗浮山的药市、东莞的香市、廉州的珠
市，并称为“广东四市”。清代潘有为曾在他的《花渡头
竹枝词》 里用“庄头花担露盈筐，手牵银云用斗量。香
暖被池人未醒，卖花人唤促新妆”来描述广州花市的情
景。后来花市逐渐演变为年宵花市，成为过年广州最热闹
的去处。据说即便是在抗战时期，日本飞机在头上乱飞，
市民还是要逛街买花。

行过花街才是年。对上了点年纪的老广来说，这是一
辈子抹不去的情怀。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潘剑
明有将近 30 年“行花街”经历，他忆起小时候广州有一句
歇后语“大姑娘行花街——顾得上不顾得下”，从中可以想
象当时行花街“人贴人”的热闹景象。而生于上世纪60年
代的广州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凤莲看来，逛花
市在她的童年记忆里是过年一项非常隆重的“仪式”。母
亲就算再忙，也会在除夕这天做这个功课，哪怕只买一点
点花，也要去“行大运”。“那个美啊，每个人都像在鲜花丛
里游动的鱼。”她形容。

在潘剑明看来，买年花寄托着广州人对来年的祝福，
卖花人笑语迎客，客人也是满面春风，都是讨个吉利。事
实上，年宵花市融合了广州人“讲意头”的传统，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花卉语言。

广府新年必备三种年花：金橘、桃花和水仙。一盆金
灿灿的金橘是不能少的，还要在树枝上系上小灯笼、大红
包，粤语中“橘”和“吉”同音，象征大吉大利。桃花则是广
州春节的“圣诞树”，所谓“一树桃花满庭春”，令满室生春，
生意兴旺。水仙花则带来“花开富贵”的好彩头。人们从
腊月初便陆续买回水仙花，精心培植。水仙花也似乎善解
人意，往往在除夕或正月初一阖家团圆时怒放，清香扑鼻，
直至春节结束。

年宵花卉的价格也很讲究，同样符合广州人求实、重
利的传统心理。比如，标价的数字往往与发财致富有关，

“3”“8”“9”与“生”“发”“久”谐音，寓意生生猛猛、发财大
利、长长久久。

人都说花市上能看尽“花城”千年民俗，其实，花市上
也能看尽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在全国各地的年俗中，广
州年宵花市恐怕是最“与时俱进”的。拿最负盛名的越秀
西湖花市来说，早在2008年，越秀花市便首创“网上花市”
和“手机花市”，让市民可安坐家中逛花市；2018年，更打造
了具有盛唐气象的“线上虚拟花市”，让消费者能“穿越”回
唐朝体验的花市景象，并跟随网红主播实地体验西湖花市
现场的新奇事，当年花市现场参与人数逾140万人。

今年广州花市，更增添了“AI花市”等多种多样的新玩
法，线上线下联动打造“广州过年，花城看花”城市品牌。
与传统花市相映成趣的AI（智能）花市，被设计为声光电一
体的炫酷“花房”，内有国内外花艺大师用广州时令花材创
作的年花作品，逛 AI 花市时看到心仪作品，只需扫码下
单，就能在家 DIY 制作，甚至把花送至全国各地的亲人身
边。此外，还有“夜游花市”灯光音乐秀、大师明星携手做

“护花使者”、全网“抖”起来跳抖音花舞、打卡花市“找金
猪”……全民共享的民俗节庆活动已经与广州的城市品牌
推广无缝连接在了一起。

花市的变与不变，能否做到“刚刚好”？对此我们无需
担忧太多。“民俗是活着的历史，一定是受到老百姓认可
的。”潘剑明说。今天我们看到，广州借由花市打响城市品
牌，将“看花”的民俗拓展到四季、将“花城”品牌推广到国
际，已极大增添了市民的幸福感与自豪感。可以说，从“过
年看花”到“四季看花”，已成广州的新民俗。

那么今天年宵花市的意义到底何在？或许正如梁凤
莲所说：“花市让平淡的日子突然有了高潮。”不管是数十
年前“大姑娘行花街”的兴奋，还是今天的全民嘉年华的狂
欢，大家的心境始终未变——就是在烂漫花景中，品味生
活的香美滋味。

行过花街才是年

□ 郑 杨

对于中国人而言，过年是一份年年岁岁、循环往
复的乡愁，是一场不论身处何地都要奔赴团圆的盛
大仪式。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节日，春节历来
是文化名家不吝笔墨描绘的重头戏。它是老舍笔下
充满京味儿年俗的北平旧事，是丰子恺记忆里祭品
盘上的红纸盖，是习惯早睡的梁实秋对除夕守岁的

“吐槽”，是林语堂眼中热闹的白云观，也是沈从文家
乡湘西的狮子龙灯焰火……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年味儿”的载体，虽然各地的民俗礼仪不尽相同，
但祈愿福祉、辞旧迎新的美好心愿是相通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年的形式早已从满足
口腹之欲转变为享受精神之欢，“博物馆中过大年”
日益成为一项常态化的年俗活动。春节期间，全国
各地很多博物馆都推出了新春主题展览，各个场馆
结合自身展品特色和优势，围绕节庆民俗、生肖文化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参观和体验活动，为年味儿注入
了浓浓的文化气息。

辞旧与迎新，不论深宫，抑或民间，是同一种文
化的不同表现。能在宫里过年，无疑是感受年节文
化最直接的方式。春节期间，不少游客选择来故宫
寻找年味儿。皇宫过年更具庄重与家国情怀。道道
宫门张贴着春联和门神，廊庑下悬挂着盏盏华美的
宫灯，整个紫禁城里年味儿十足。在故宫博物院举
办的“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中，近千
件文物依次陈列，全面展现了清代宫廷的过年习
俗。此次展览分为祈福迎祥、祭祖行孝、敦亲睦族、
勤政亲贤、游艺行乐、欢天喜地六大部分，既展出了
过年不可或缺的器物，更还原了极具宫廷特色的重
要场景，是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民间除夕要吃团圆饭，皇家自然也不例外。在
“敦亲睦族”单元，博物院参照乾隆四十八年膳底档
的记载，复原了皇帝与宗亲、后妃分别宴饮的场景。
在金龙大宴桌上，用于盛放不同食材的器具分门别
类，有序摆放，方寸之间展现着皇家严格的礼制和规
矩。百姓过年离不开娱乐，高高在上的皇帝同样也
会趁此佳节放松一下。此次展览也展示了古代最高
规格的皇家“交响乐团”——中和韶乐，一排排编钟、
编磬、建鼓等乐器气势恢宏，为热闹的春节增添了一
丝神圣的气息。民间过年挂灯笼，皇家过年不仅要
挂宫灯，还要立天灯、万寿灯，这是皇家过年政治性
的体现。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一活动是清代中期最
盛大的活动，至今消失近 200 年，相关文物早已散
佚。为了让历史中消失的场景尽可能还原，故宫的
能工巧匠通过广泛查阅文献确定了天灯、万寿灯的
使用方式、详细尺寸，并在各个库房中找到了各部分
的模型、小样及原件，首次复原了它们当年的模样，
重现出康乾盛世的过年景象。

现如今，很多人在感叹年味儿变淡，春节日渐成
为日历上静态的标签。的确，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
已经很难被一顿年夜饭所诱惑，全年无休的商超也
消解着囤积年货的喜悦，春节晚会慢慢成为抢红包
的背景音乐，“双11”等各类大促让我们不必把新衣
新鞋留到正月初一，似乎关于过年的很多习俗正在
变得可有可无。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年俗
势必会黯淡甚至不复存在，如同过去一些地方有除
夕前吃豆腐渣的风俗一样，也必然会有新事物逐渐
形成新一代人的年俗记忆——不必为此感到过分遗
憾。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总有一些习惯深入人心、亘
古如斯、历久弥新，譬如团圆和陪伴、辞旧和迎新，这
些才是让年节文化生生不息的核心所在。

国之礼制敬重遵行，传统习俗家户相继。面对
几百年前皇家的春节，我们发现除了隆重的礼仪和
奢华的布置外，生活上的习俗竟与如今并无二致。
可以说，经由文物的连接，今人与前人进行了一次精
神上的对标。这种对标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早已内
化为日常的风俗习惯，进而发现这种经过长时间积
淀而不打折的文化传承才是春节真正的内涵。

博物馆里寻年味

□ 康琼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