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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华民族的岁时节庆风俗、人生风俗、生活风俗、社会风俗、信仰风俗、民间艺术及民间游戏
等各个侧面，深入浅出地叙述了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民俗的丰富内涵。
     本书文字简明生动，内容丰富有趣，可使读者对中华民族的风土民情、历史文化及民族风俗习惯等
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更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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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年复始话春节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
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喜欢用各种方式来庆贺这除旧布新的日子，所以，春节期间，又是各地民俗活动
最集中、最热闹红火的时候。
现在称正月初一为“春节”，而古时候这一天却叫“元旦”。
元旦一词最早出自南朝梁人《雅乐歌》：“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
”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卷一“元旦”中解释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欲呼为新年。
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元”是第一和开始的意思，“旦”是早晨的意思，“元旦”即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早晨。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把公元1912年1月1日定为民
国元年1月1日，把原来的“元旦”改名为“春节”。
后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1949年9月27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我国历法改为世界上通用的公元纪年。
从此，阳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阴历的正月初一正式定为“春节”。
    一年一度的春节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殷商时期，每到年头岁尾，人们都要举行腊祭祈年活动，祭
百神，祭先祖，感谢神灵给人们带来五谷丰收，也祈望来年的好收成。
古书上说：“五谷皆熟为有年。
”“有年”就是指收成好。
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丰年”、“荒年”、“年成”这样的词语。
到了汉代，过年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俗。
    关于过年的来历，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
“年”字，按古文的写法，是一个象形字，像个大壁虎，有头有尾，脚向四面伸开。
在一个流传颇广的民间传说中，“年”是个怪兽，它行比风快，声如雷响，见人吃人，见畜伤畜。
天神为了惩罚“年”，把它锁进深山：一年只许它出山一次。
每到腊月三十晚上，人们就躲在家里不出门，彻夜不睡，随时准备和“年”拼斗，因为谁也不知道“
年”什么时候会闯进来。
过年就像过关一样，因此把“年”叫做“年关”。
    有一次，“年”又出来了，正好村子里一家人家正在烧一堆竹子，炸得啪啪乱响，“年”不知何物
，赶紧逃跑。
它转身看见人家绳子上晒了一件红衣裳，耀眼的红颜色闪得“年”眼睛睁不开。
“年”想闯进一家弄些活物填塞肚子，谁知那家的烛光剌得它头昏眼花，吓得它赶紧躲进深山老林中
，再也不敢出来了。
从此，人们掌握了“年”的许多弱点：十白红色、怕响声、怕火光。
因此，每到“年”出来时，人们就在门上贴上红纸、放鞭炮、敲锣打鼓、屋子里点上油灯。
    “年”被人们赶跑了，但过年的习俗还是保持下来了。
直到现在，每到春节这天，即大年初一，人们见面都要抱拳作揖，互相恭喜“拜年”，按照古时的说
法，是互相祝贺没有被“年”吃掉。
这成了春节的重要活动。
既然没有被“年”吃掉，平安无事，何不弄些好东西大家好好吃一顿，以示庆祝呢?这就叫做“过年”
。
再到后来，正月第一天便成了欢庆除旧迎新的岁首，成为“新年”了。
    说起春节的来历，还有一个美好的民间传说。
远古时，有个叫万年的青年人，聪明、勤劳、肯动脑筋。
他在日常生活劳动中发现树影移动，泉水有节奏地下滴。
因为当时节令乱，农时不准，影响生产，万年便想通过测日影、滴水计时的方法来把节令弄准。
就在“旧岁已完，时又始春”时，万年经过精心观测，拿出了草历，请天子给定个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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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万年认为自己拿出的草历，还不够准确，又花费了许多年来精心
推算。
到太阳历再献给天子时，他已是一位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老者了。
天子见此十分感动，于是把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
后来，人们把春节叫做“过年”，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挂寿星图，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功高德重的万
年。
    按照我国的习俗，从广义上说，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一直延续到正月十
五的元宵节这段时间，狭义上则指正月初一这一天。
这期间年俗活动很多，许多习俗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正月初一早上，人们开门见面，互相作揖道喜，先是在家中晚辈向长辈磕头跪拜，祝福祝寿，然后
到邻居家中拜长辈。
大人们见面则说“出门见喜”、“恭喜发财”、“健康长寿”等吉祥话语。
宋代时，上层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觉得互相登门拜年，太费时间，就想出了个办法，用一种梅花笺纸
裁成约两寸宽、三寸长的卡片，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在正月初一这天，明友之间互相赠送，这就是贺年片。
到了明代，投寄贺年片之风盛行。
清代后期贺年片用红色硬纸片制作。
直到现在，过年给亲朋好友寄张印刷精美的贺年卡，上面写一些简短的祝贺词语，也很有情趣。
    春节的吃食极为丰盛，美味佳肴，应有尽有。
按照习俗，我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同。
南方人喜食甜食，春节早上吃糖莲子、糖年糕、糖汤团等，意思是“一年甜到底”；而北方人则喜欢
吃饺子。
春节这天再穷的人家也要想方设法穿上新衣，在外劳作的人再远也要赶回家里团圆。
春节期间，过去民间有许多禁忌，如初一不能扫地，免得把财气扫出门；出嫁女儿不能回娘家，怕吃
穷；不能动刀剪，怕有口舌之争；饭桌上的鱼是必有的，但只看不吃，象征“年年有余”；早上家长
用草纸擦不懂事的小孩的嘴，孩子如说出不吉利的话也就不算数了；下水饺时饺皮破了，只能说“挣
了”，等等。
这些虽然明显带有迷信色彩，但反映了人们祈求一年平安无事的良好心愿。
P1-4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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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你知道如何用中国人的方式和中国人打交道吗？
你想了解中国人重要的节日和礼俗吗？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上，历朝历代经历分分合合，以及民族的融合与迁徙，造就了一个融合多元的中
华文明。
在中国，由于地域广阔，各个民族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经济状况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形
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
请从阅读这本有趣的图书开始吧!你将会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领略到真实生动、多姿多彩
的中华民俗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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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知道如何用中国人的方式和中国人打交道吗?你想了解中国人重要的节日和礼俗吗?    自古以来，华
夏大地上，历朝历代经历分分合合，以及民族的融合与迁徙，造就了一个融合多元的中华文明。
在中国，由于地域广阔，各个民族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经济状况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形
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
请从阅读这本有趣的图书开始吧!你将会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领略到真实生动、多姿多彩
的中华民俗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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