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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春节的文化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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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承载着数千

年历史文化底蕴与深厚情感记忆，犹如一部辉煌史诗，

在岁月长河中闪耀。每至岁末，年味儿便在华夏大地

弥漫，勾起人们心底的眷恋。《中国年俗》这本书宛如一

位知心老友、一幅绚丽民俗画卷，用温润笔触讲述春节

习俗，引领读者探寻其中隐匿的文化根脉，沉浸于传统

年俗的独特魅力。

《中国年俗》的章节编排可谓匠心独运，沿着时间

脉络清晰铺展。“忙在腊月”率先拉开了年的盛大序幕，

腊月初八的腊八粥热气腾腾、香气四溢。腊八粥食材

丰富多样，红枣寓意红红火火，桂圆象征团圆富贵，每

一种食材都饱含着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祈愿。腊月

二十三糖瓜祭灶，仪式庄重而又带着几分俏皮，传说灶

王爷要上天述职，人们供奉糖瓜，希望他“上天言好事，

回宫降吉祥”。期间，家家户户都忙着扫尘迎新，街头

巷尾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空气中弥漫着忙碌而又

喜悦的气息。这一章节宛如一部生活短剧，生动描绘

了人们为迎接新年所付出的心血与精心筹备，淋漓尽

致地展现出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守在三十”如温馨全家福，聚焦除夕。阖家团圆，

灯火通明，屋内暖意融融，一家人围坐看春晚、包饺子，

欢声笑语回荡。年夜饭是视觉与味觉的盛宴，糖醋鲤

鱼寓意年年有余，小鸡炖蘑菇满是家的味道；春联福字

映红门窗，喜庆四溢；鞭炮烟花在夜空绽放，噼里啪啦

驱散晦气，热闹非凡。这一切汇聚成除夕独特氛围，是

团圆与传承的象征，承载祖辈记忆与温情。

“聚在初一”体现大年初一拜年传统，晨曦初露，邻

里亲朋相互道贺，“新年好”“恭喜发财”等祝福传递新

岁生机与希望，驱散冬日寒意。“乐在初二”讲述出嫁女

儿回娘家，大包小包礼物满载思念，亲人相聚唠家常，

亲情纽带愈发紧密。“玩在正月”将欢乐推向高潮，舞龙

舞狮灵动矫健、鼓点激昂，唤醒大地生机；逛庙会人头

攒动，传统手工艺品、传统小吃琳琅满目，人们感受民

俗强大生命力，尽享欢乐。

书中细节丰富详实，仿若民俗宝藏。作者深挖年

俗起源、发展与演变，每项习俗背后都有引人入胜的历

史典故与厚重文化内涵。如不同地区祭灶仪式各异，

北方用糖瓜粘灶王爷嘴，南方部分地区准备丰盛酒菜，

虽形式有别，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致。书中精美插

图与文字相得益彰，从古朴年节装饰到热闹节日场景，

直观呈现年俗视觉形象，为读者打开通往传统年俗世

界的大门，增强可读性与趣味性，让人仿若身临其境。

从春节文化习俗看，《中国年俗》全方位展现传统

春节的文化价值体系。春节习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结晶，祭祀祖先、阖家团圆传承家庭观念与孝道文化，

让后人铭记先辈恩泽、珍视亲情；贴春联、挂年画蕴含

民间审美意趣，寄托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各类民间

艺术表演与传统游戏展示地域文化特色，带着乡土气

息，构成春节丰富多元内涵，强化民族认同感与文化凝

聚力，成为文化传承的坚固桥梁。

民俗学者对《中国年俗》赞誉颇高，称赞其对年俗

文化的系统梳理，为学术研究开辟新领域，提供丰富民

间素材与生动田野案例。普通读者也爱不释手，因其

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让漂泊游子在书中寻得家乡年俗

影子，慰藉思乡情。正如老舍笔下“除夕真热闹……”

的描写在书中俯拾皆是，它让年青一代认清传统年俗，

激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使传统年俗火种

在新时代闪耀。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提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年俗

传统，像某些偏远地区在正月初七有“人日节”，人们会

吃七宝羹，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这一习俗

背后蕴含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理解。此

外，书中对于年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也有细致阐

述，从古代的庄重祭礼到近现代融入更多生活气息的

转变，展现出春节文化强大的适应性与包容性。这些

额外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中国年俗的认知，让

人愈发感受到传统年俗的博大精深。

《中国年俗》将中国人的过程性审美、幸福展现得

淋漓尽致，它是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用文字

编织文化之网，留住春节记忆，传承民族根脉。

——读《中国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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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于中国人而言，是

一场盛大的仪式，是镌刻在

生命长河中的最美诗篇，每

一个字符都跳跃着温暖与希

望，每一行诗句都流淌着传

承与眷恋。

当腊月初八的腊八粥香

弥漫在街巷，这首诗便拉开

了序幕。一碗碗由红枣、核

桃、糯米等熬制的粥，浓稠绵

密，甜香交织。儿时，母亲在

灶前忙碌，揭开锅盖，热气裹

挟着粥香扑面而来，我迫不

及待地盛上一碗，在氤氲热

气中感受年的脚步渐近。这

粥，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蕴

含着先辈对丰收的感恩与对

来年的祈愿，是岁月沉淀的

诗意开篇。

随着小年的临近，年味

愈发浓郁，诗篇也渐入佳

境。扫尘，便是这诗篇中的

细腻笔触。全家总动员，扫

帚扬起，尘土簌簌落下，仿佛

要将一年的疲惫与烦恼一并

清扫。阳光透过洁净的窗户

洒下，照亮焕然一新的房间，

也照亮了家人对新年的憧

憬。每一个角落的擦拭，都

是对生活的热爱，每一次弯

腰起身，都在书写着对未来

的期许。

写春联、贴福字，宛如诗

中灵动的韵律。爷爷铺开宣纸，饱蘸浓墨，笔锋游

走间，吉祥话语跃然纸上。“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

乾坤福满门”，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墨香与年味相

融。我学着爷爷的样子，有模有样地书写，虽笔法

稚嫩，却满心虔诚。当春联贴上大门，福字倒贴于

门心，喜庆的氛围瞬间满溢。那一抹鲜艳的红，是

生命中最热烈的色彩，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年夜饭，无疑是这首诗的高潮。一家人围坐

桌旁，桌上摆满丰盛的佳肴。红烧鱼寓意年年有

余，饺子形似元宝象征招财进宝，每一道菜都饱含

着对生活的美好寓意。长辈们讲述着家族的故

事，传承着先辈的教诲。欢声笑语中，亲情如醇厚

的美酒，越品越香。在这团圆的时刻，我们感受着

生命的延续与家族的凝聚力，品味着生活的甜蜜

与幸福。

守岁，是诗中静谧而深沉的篇章。当新年的

钟声敲响，鞭炮声震耳欲聋，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

放。我们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回首过去一年的

点点滴滴，有欢笑、有泪水、有收获、有成长。而新

的一年，如同一本崭新的诗集，等待我们去书写精

彩。在这漫长的守岁之夜，我们与家人相伴，畅谈

理想，憧憬未来，让心灵在宁静中得到滋养。

过年，这首生命中最美的诗篇，以传统习俗为

文字，以亲情为韵律，以岁月为纸张，书写着中华

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它将

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温暖着每一个中

华儿女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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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过新年，中国人要过两个“年”，

一个是阳历年的元旦，一个是阴历年的

春节。人们口头上说的“过年”，一般指

的是过春节，也就是阴历的“年”。春节

是我国民间最为古老、参与人数最多、传

统风俗活动最为集中的一个节日。

其实，在古代是只有一个“年”的。

年，古称元旦。元，谓“始”，凡数之始称

为“元”。元字在甲骨文中为头部突出的

侧立人形，本义即人头，引申表示领头

的、首要的、第一的。旦，谓“日”，初升的

太阳。甲骨文中的“旦”字，上部是“日”，

下部表示地面或水面。其字形象征着太

阳刚刚从地面或水面上升起的样子。元旦

一词，诠释着一元复始、一轮新年初始的太

阳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美好意境。

中国的元旦，据说起源于三皇五帝

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 4000 多年的历

史。《晋书》记载：“颛帝以孟春正月为元，

其时正朔元旦之春。”即把正月称为元，

初一为旦。元旦这个概念，在不同朝代

有不同的称呼。从先秦时期至唐宋元明

时期，元旦的称谓有上元、元日、改岁、献

岁、岁旦、正旦、正日、元辰、元首、岁朝、

岁日、新正、新元等。而到了清朝，就一

直叫“元旦”或“元日”了。宋代吴自牧的

《梦粱录》卷一亦有“正月”条目：“正月朔

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

此为之首。”所以，古代过元旦，叫过年。

就像现在春节叫过年一样。

说起“年”，更有诗情画意。甲骨文

的“年”，上部为“禾”，下部为“人”，一人

负禾的象形，象征稻谷成熟、满载而归的

样子。这个字形直观地表达了谷物成熟

的概念。金文的“年”形状与甲骨文相

似，到了小篆，“年”下部的人形变成

“千”，本义表示迁移，运送庄稼。隶书和

楷书中的“年”字，结构更加规范化，最终

形成了现代汉语中使用的“年”字。通过

这些演变，可见“年”字不仅保留了其最

初表示谷物成熟的意义，还进一步引申

为时间单位、年龄等概念，成为汉语中一

个重要的词汇。

在远古时期，纪年单位的用语也是

随着朝代而变化着的。《尔雅·释天》说：

“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从

农业的角度看，年的产生，最初是指庄稼

的一个成长周期，后来引申为“年”这一

计时单位，又派生出“年”的庆典祭祀活

动。早在夏商周时期，年已有了庆祝丰

收祭天地和祭祖先的习俗，可以认为是

“年”节的雏形。从史料记载来看，年节

系列风俗活动，也不仅仅是“辟邪驱疫”，

更多的是喜气洋洋的年庆活动。只是伴

随朝代变更，年节的时间亦有变动。夏

在正月初一，商在腊月初一，周在十一月

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定为十月初一，

汉武帝太初元年时恢复夏朝以正月初一

为元旦的纪年方法，故又称“夏历”，一直

沿用至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

行夏正，顺农时，从公历，所以便统一定

正月初一为春节，而以公历（阳历）1月1

日为新年（元旦）。1949年9月27日，第

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将

公历（阳历）1月1日定为元旦。

“春节”一词，在古代早有记录，只是

它不代表古时的元旦和现在的年节，它

代表春天的节日立春。通过宋代文天祥

的《狱中》诗句“春节前三日，江乡正小

年”也可看出，那年立春在腊月二十三小

年（宋朝的小年是在腊月二十三，祭灶的

日子）的前三日。而早在南朝梁元帝萧

绎的《春日》一诗中，对此亦有描写：“春

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

“春”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代表着温

暖、生长。甲骨文最早的一个“春”字，就

像一幅画，画的中心是一个圆形符号，象

征太阳，太阳的周围是三株草或禾芽的

符号，表示太阳回暖，大地开始孕育生

命。后来从隶书就开始简化成“三人一

日”，也是会意了甲骨文的字义。如果说

远古的春字如画，那么简写的春字应该

更像诗，这诗意也昭示着，让众人万物获

得三春晖的温暖，多美的意境！所以我

们的祖先将立春作为迎接春天到来的节

日。而后来将旧年之尾、新年之首、辞旧

迎新、承上启下的“年节”，冠以“春节”之

名，新春之始，新年之始，可谓最恰当最

雅美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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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渐消腊至，小年风情

驻。念来路、思绪纷纷，暖心瞬间

重顾。忆童趣、天真烂漫，亲情浓

厚温如煦。那时光堪忆，温馨总

留心处。

瑞彩盈空，欢声满巷，贺新春

欢舞。走南北、笑语飞扬，东西同

迎祥祜。看烟火、缤纷炫目，听锣

鼓、铿锵惊宇。庆团圆，欢乐无

边，吉祥满路。

中华广袤，四海升平，共祈愿

倾吐。盼年年、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物阜饶丰，梦圆心许。良

辰美景，佳肴美酒，阖家团圆温

馨聚，话情长、恩爱浓情注。感

恩尘世诸般，福佑常临，吉祥永

护。

黄河安澜，群贤毕至，共商发

展计。建真言、献良策，一线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产业振

兴，民生福祉，助力发展高质量，

问量子、向低空，寓引资协商中，

献计决策前。同心共铸华章，团

结一号，奏响和谐音。

华庭亮堂，氛围迷人，享团圆

美趣。年夜饭、香飘满户，美味盈

盘，老小皆怡，笑声盈宇。举杯畅

饮，同欢此刻，亲情和睦幸福长，

醉流年、欢乐时光度。佳音频传

贺年，岁岁今朝，福绵恩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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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炎黄子孙期盼已久的精神大餐，全球

华人不可或缺的视听盛宴，春晚，又要在欢快的乐曲

鼓点声中闪亮登场了。

天涯共此时，春晚对国人来说早已不再是一台单

纯的文艺晚会，是除旧岁、纳新福、家团聚、送祝福、爱

传承的大舞台大品牌，是浓浓的人间华夏烟火气。

那一年，我和战友们在南疆边陲的猫耳洞里，也曾

自导自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晚”，至今余味回甘。

猫耳洞，顾名思义就是像猫的耳朵一样，弯弯曲

曲，时起时伏，大小尺寸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实地

地形地貌而定。洞内每隔10米左右都要分别在两

侧再挖一个几平米的洞穴，便于屯兵屯物，每隔几米

再挖一个锅灶似的灯台，放上蜡烛，便于照明。

那一天，除夕夜，战友们挤在刚刚“落成”的猫耳

洞里，点上蜡烛。打牌下棋的，拉家常侃大山的。忽

然，指导员站了起来，“喂，喂喂，大家伙看能不能就

在这猫耳洞里临时搞一台春节晚会呀？都把自己的

绝活拿出来显摆显摆，热闹热闹呗”。

指导员的号召，大家一呼百应，积极参与，虽然场

地极其有限，无灯光无音响无伴舞无主持无台词，该

有的几乎啥都没有，但节目依然丰富多彩，兵味十足。

只见副指导员双手一挥，“大家先合唱一首军歌

吧，向前，向前，向前，预备——唱”，铿锵雄壮的旋律

久久萦绕在猫耳洞里，拉开了整台“春晚”的序幕。

没想到战友们异常兴奋，自告奋勇，争先恐后展示自

我。有独唱、小合唱、诗朗诵、脱口秀，有河北梆子、

山东快书、河南豫剧、陕西秦腔还有安徽的黄梅戏。

一百多号人的连队，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不说人才济

济，那也是藏龙卧虎。平时连队公认的几个活跃分

子，有了平台便更肆无忌惮，如鱼得水。平时貌似内

敛含蓄的人，在“被逼无奈”的时候，有可能不唱则

已 ，一唱惊人。

由于猫耳洞里坑道狭长且烛光昏暗，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大家“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改往日羞涩模

样，纷纷“登台亮相”，各显神通，五花八门。忘词的，

断片的，笑场的，甚至五音不全的，牛头不对马嘴的；

有的唱比说还难听，从头到尾一句也没整明白；侦察

班一老兵的一只口琴是整台晚会的唯一乐器，把他

累得口干舌燥，几乎窒息。唱到高潮时，大家不约而

同地拿出吃饭的勺子和喝水的口缸，边敲边喝，自娱

自乐，一直闹腾到午夜。

猫耳洞的“春晚”，虽说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

大家如此乐观开朗，没听到谁叫一声苦，也没看到谁

抹一把泪。

其实大家谁都明白，这说唱逗笑就是为了烘托

一下节日气氛，对于远离故土的游子来说，过年的时

候，是感情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最想家的时候。谁没

有白发爹娘没有家，谁不恋人间烟火，谁不盼灯火斑

斓天伦之乐，只是当团圆成为一种奢侈，还不如高歌

一曲；只是祖国需要的时候，情怀使然，情系万家，义

无反顾，一往无前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