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9日 星期日
责编：赵娅琼

10 民俗民俗

新春佳节到 民俗知多少
春节，即农历新年，俗称过年，

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民间，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
腊祭或腊月廿三或廿四的祭灶，一直
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
为高潮。

春节历史悠久，起源于殷商时期
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在春节期
间，中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
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
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
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
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1.扫尘。民谚说：“腊月廿四，
掸尘扫房子”。北方叫扫房，南方叫
掸尘。室内屋外，房前屋后，彻底进
行打扫、衣被用具、洗刷一新，干干
净净地迎新春。

2.门画。据《山海经》载称：唐
太宗李世民生病时，梦里常听到鬼哭
神嚎之声，以至夜不成眠。这时，大
将秦叔宝、尉迟恭二人自告奋勇，全
身披挂地站立宫门两侧，结果宫中果
然平安无事，李世民认为两位大将太
辛苦了，心中过意不去，遂命画工将
二人的威武形象绘之在宫门上，称为

“门神”。东汉蔡邕《独断》记载，汉
代民间已有门上贴“神荼”“郁垒”
神像，到宋代演变为木版年画。后
来，民间争相仿效，几经演变，形成
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便是现在的年画
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年画是宋版《隋
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

3.春联。春联是从两千多年前战
国时期的“桃梗”演变而来的。《淮
南子》上说，桃符（即桃梗）是桃木
刻成的。上面刻着灭降福的咒语，一
年一换。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在过春节
时心血来潮，令人将桃树削片，他提
笔在上面题写了联句：“新年纳余
庆，佳节号长春”。这就是中国最早
的春联了。至于春联这一名称的正式
诞生，则在明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
璋建都金陵后，曾在除夕时下旨：

“公卿士庶之家，须写春联一副，以
缀新年”。以后，春联得以推广，沿
袭至今。

4.爆竹。春节燃放爆竹之俗始于

汉代。据南梁人宗懔撰写的《荆梦岁
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
起，先于庭前爆竹从辟山妖恶鬼。”
古时放爆竹，是用竹子放进火内燃
烧，由于竹内空气受热膨胀，便发
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以此避邪
驱鬼，祈盼来年吉祥幸福。到了
唐宋以后，发明了用火药制成的鞭
炮。

5.拜年。据明朝陆容 《菽园杂
记》记载，拜年习俗最早行于明朝京
都。朝官往来，不管认识与否都要互
拜，百姓则各拜亲友。清代时兴在春
节时送“拜盒”，即将贺年帖放在精
致美观的饰盒里送给亲友，以示庄
重。今日中国民间，“拜年”已成为
一种传统习俗，至亲爱友和同事们，
走家串户、登门拜年，互致问候。

6.压岁钱。过年给孩子一些压岁
钱是中国的传统民俗。压岁钱饱含着

长辈对晚辈的祈福求安。在中国，关
于压岁钱的由来，民间曾有一些流传
甚广的故事，比如说古时候有一个身
黑手白的妖精，名字叫“祟”，每年
除夕出来祸害小孩。于是人们就点亮
灯火通宵不睡，并把铜钱放在孩子枕
边以避邪，这就是“守祟”“压祟”，
后来也称为“守岁”“压岁”。但这些
传说于史无据，不足为凭。压岁钱的
习俗真正始于何时众说纷纭。

古时文人雅士则流行互送拜年
钻。拜年钻就是如今的贺年片，是由
古代的名片演变而成。据清代赵翼考
证，西汉时没有纸，削竹木为刺，上
书名姓，叫“名刺”。后来还用大红
绒线在织锦上绣字为“名片”。东汉
后用纸代木，叫作“名纸”。六朝时
简称为“名”，唐代叫“门状”。宋代
还别称“手刺”“门刺”。明清时曾叫
作“寸褚”“红单”。 晚综

在这辞旧迎新、家人欢聚的时
刻，围炉夜话，把酒言欢，投桃报
李，是家家户户都在上演的狂欢。然
而，寂然独处，捧一卷好书，任思绪
飞驰，让心灵得到滋养，也是一种别
致的生活。书中最美的语言是诗词，

让我们一起放下“柴米油盐酱醋
茶”，在优美诗词中感悟“琴棋书
画诗酒花”。

说起与新年有关的诗词，大家
想到最多的想必是王安石的《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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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中洋溢着新年欢乐的气氛。爆

竹声声似浪，春风送暖温柔，屠苏美
酒，杯杯暖胃，朝阳普照大地，家家
更换新的桃符。或许，对亘古如斯的

自然来说，年年
岁岁花相似，然
而，对心怀远方

的我们来说，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元
复始，万象更新，一路辉煌也罢，不
堪回首也罢，所有的一切归零，我们
带着微笑和期待，踏上新的征程。

新年许愿，愿愿美丽，你可曾
感觉到自己的幸福？幸福和物质没
有必然的关系，真正的幸福来自内
心的满足。要知道，此时此刻，好
多人奔波在旅途，正在羡慕共享天
伦的你。唐代王湾，有一首《次北固
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
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
洛阳边。

行过座座青山，人在碧波之上。
路途遥远，唯有向前。欣赏着新年的
第一缕阳光，在旅途中庆祝新年。每
逢佳节倍思亲，回想着家人的目光，
心中荡漾起无限柔情。天边大雁南
归，跟随着它的翅膀，诗人的思绪又

回到了妈妈的身旁。这是亘古如斯的
人在囧途，身不由己。我们祝福每一
位天涯游子，找到自己的诗和远方，
也反观自己，充盈干涸的心灵。身在
福中要惜福，莫做痴人。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既要关注
自己的小家，又要心怀我们的大家。
清代黄景仁有一首《癸巳除夕偶成》：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辞旧迎新，万家欢喜。诗人想到

了社会的危机，自我的窘迫。他一个
人站在闹市的小桥上，凝望着深邃的
天空。满天星斗，一片苦心有谁知？
诗人有为己的焦虑，也有关怀天下的
深沉。如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
怀着忧患之心，默默地工作着，为我
们带来了岁月静好。我们向他们致
敬！

据《都市女报》

品读诗词迎新年

1月25日就要过春节了。今年的
春节，比以往来得早一些，这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呢？民俗专家解释，这是
阴历和阳历之间的“时差”造成的。

农历是怎么来的？
专家介绍，我国的历法是结合太

阳和月亮运行的周期制定的。阴历月
是以月亮的“朔望月”为周期，一个月
29.5天，正常的农历年要比公历年短
10天到 11天。完全按照月相周期的
方式来计算，12 个月正好是 354 天。
但是按照阳历，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回
归年”来计算，一年是365.2422天。如
果严格按照阴历月来过的话，一段时
间后，四季、年份就错乱了。于是，我
们的古人就发明了阴阳合历的农历。

春节是怎么算的？
为平衡阴历、阳历之间的“时

差”，传统历法用增设闰月的办法，
设置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则。根据
现行的置闰方法，隔 2到 3年就必须
增加一个月，于是，就出现了某些年
份一年有 13个月的情形。农历如果
不置闰，每年春节都会比公历早 10
天左右，就因为差得太多了，才插闰
月，使春节推后一个月。所以，有闰
月的年份，春节都会来得很早。

来得早的春节多吗？
专家介绍，虽然今年春节在 1月

25日，但还不算很早的。1966年的春
节在 1 月 21 日，21 世纪的 2061 年、
2099年也是 1月 21日过春节，这是近
200年里最早的春节。另外，1月22日
过春节的年份也不多，一个世纪只有，
两到三次。 据《北京晚报》

今年春节为啥来得早

飞花令，原本是古人行酒令时的
一个文字游戏。电视诗词综艺栏目引
进并改良了“飞花令”，选手在规定时
间内说出含有规定关键字的诗句即
可。本期的飞花令为“年”。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屈原《离骚》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文天祥《除夜》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岳飞《满江红·写怀》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陆游《游山西村》

年年端午风兼雨，似为屈原陈昔冤。
——赵蕃《端午三首》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崔护《题都城南庄》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赵翼《论诗五首·其二》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白居易《琵琶行》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李商隐《锦瑟》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罗隐《雪》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
何年。——苏轼《水调歌
头·丙辰中秋》 晚综

飞花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