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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云 湘斌

过年与过春节是人们的陈旧话题，但有渊深
独特的文化内涵，不见得人们都知道，尤其是年
轻人。

过年与春节溯源
春节是“历法”概念，指夏历干支纪年里的

一年之始，即“年之分界"，称“年节”。溯其
源，“年"的最初含义反映在甲骨文里，义为“一
个人背负着一捆庄稼"，表示一个“收入时段”
的分界开端。《尔雅·释天） 曰：“年者，禾熟之
名，每岁一熟，故以为岁名。”古时因此有“五
谷熟曰年”的说法。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数千年
社会发展，遂以“农历“循环划分“时段”，形
成“年节”。年深曰久，以“农历”循环划分

“收人”，仅局限于传统农业的狭小范畴，在更多
范围，“年”的“五谷熟”本义渐渐被淡忘，而
被“历法”的一般时日界线所取代。

《书 · 舞 典） 等 载 ， 上 古 “ 春 节 ” 称 “ 元
日”、“元旦”、“新年”；“过年”的时日定于“腊
日”，即后来所称“腊八”。大约南北朝后移至岁
末，紧连正月初一，以为“过年“节日。吴自牧

（宋）《梦梁录》 有类似之载，云：“正月朔日谓
之元旦，俗呼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民
间称春节作“年”；欢度春节，叫“过年”。可以
说。“过年“即欢度“年节”。“年"这个单词，取
时间概念，用于“履端”，则为年节；用于一般
计 时 单 位 ， 则 指 一 个 整 年 。 故 此 ， 所 谓 “ 过
年”，除欢度“年节”外，也意味着“跨入了新
的整年”。

合家吃团年饭，为年尾的卅除夕，但湘西
（含张家界） 土家人则提前一天，谓之过“赶
年”。团年饭的菜谱中除了酒肉之类外强调鱼和
青菜，意寓是年年有余，四季清吉。“过年时间
因地有异，广大地区腊月三十 （除夕），即被视
为“过年“或其前奏，正月初一、初二、初三，

为最隆重之“过大年”，正月十五称“过小年”；
不少地方，腊月二十四即被视为“过小年”除夕
谓正式“大年”。

拜年时间和动作
按照传统习俗，春节拜年持续时间较长：自

初一开始到元宵，天天都可进行，至迟到月底也
不为错。土家人还可推迟，“有心拜年，端午不
迟”。初一、初二、初三拜年最“正规”，礼重；
再往后，则叫“拜晚年”。当然，初一前，也有
提前拜的，叫“拜早年”。

千百年来，拜年种类繁多，沿袭至近、现
代，主要有以下诸类：就规模，可分单拜、团
拜；就场所，可分居家拜、登门拜、阡陌拜、专
堂拜；就手段，可分面晤拜、书札拜、托代拜；
就亲疏，可分徒手拜、携礼拜、举宴拜、投宿
拜、例拜；就主客，可分主拜、回拜、同拜。

拜年动作因人、因时、因地、因情而异，大
约可分两类 7 种：

第一类，叩拜。即跪拜磕头。“叩拜”是中
华民族传统礼仪，是最隆重的礼拜仪式。《周
礼·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
首”。1。稽首。前额触地且停留片刻，为敬之
极。另说两手拱至地，头至手，不触及地，亦须
片刻停留。“稽”者，稽延也，非短暂》。2。顿
首。前额短促叩地而拜，以隐约作声为最虔诚。

第二类，空首。以手为主，而“首”空以辅
之 。 1。 拜 手 。 古 时 男 子 跪 拜 礼 。 跪 后 两 手 相
拱，俯头至手与心平，而不至地。顾炎武 （清）

《日知录·稽首》：“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
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
至地则为稽首，此礼之等也。”2。躬身作揖。两
足成八字自然站立，两膝切忌前屈，头腰成，自
然弯弓状，如月牙；两手自然下垂，于丹田处抱
拳 ， 边 直 身 边 上 举 ， 至 口 齐 为 度 。 3。 抱 拳 拱
手。中华民族特有传统文明礼仪。抱拳皆以左手
抱右手，自然抱合，松紧适度。拱手自然于胸前

微微晃动，不宜过烈、过高。4。万福。古代妇
女礼仪的一种。右手覆左手，半握拳，附于右侧
腰胁间，上下微晃数下；双膝微微下蹲。有时，
边礼拜边口称“万福”。当代已鲜袭用。5。鞠
躬。现代通用礼仪。用于拜年，多在晚辈、下级
对长辈、上级，亦用作平辈间，男女皆行。

除夕守岁与诗话
除夕守岁俗名“熬年”，南北朝时期就有文

字记载。“帘开风人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
重，为待晓不催。”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
二年”的除夕之夜，家人团圆，欢聚一堂，共叙
亲情，辞旧迎新，寄托了人们对来年年景的美好
期望。

除夕守岁古人留下不少诗句，如唐太宗李世
民的 《守岁》：“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
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
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王湮的 《除
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气色空中改，
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著后园梅。”孟浩
然的 《除夜有怀》：“五更钟漏欲相催，四气推迁
往复回。 帐里残灯才去焰，炉中香气尽成灰。
渐看春逼芙蓉枕，顿觉寒销竹叶杯。守岁家家应
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苏东坡守岁一气写了
三首，即 《馈岁》《别岁》《守岁》，总共四十八
句，其中诗云：“欲知垂岁尽，相守夜欢哗。”这
些美妙的诗句无不道尽诗人怀旧迎新之感。

因此，清末诗人吴恭亨有诗曰：“岁末有诗
诗难尽，怀旧迎新是本能。今年福祉顺人意，明
日将是春临门。”

压岁钱的演变
“压岁钱”亦称“押岁钱”乃旧时中原地区

盛行年俗。方式有二：其一，长者给小儿赠发过
年祝福之钱；其二，以彩绳穿钱置床脚。两者均
在除夕、新年为之，称“压 （押） 岁”。“岁”音
谐“鬼祟”之“崇”。“压 （押） 岁 ”意蕴趋吉

避邪。
在我国历史上， 很早就有压岁钱。最早的

压岁钱也叫“压胜钱”，这种钱不是市面上流通
的货币，是为了佩戴玩赏而专门铸成钱币形状的
避邪品。这种钱币形式的佩戴物品最早是在汉代
出现的，有的正面铸有钱币上的文字和各种吉祥
语，如“干秋万岁”、“天下太平”、“去殃除凶”
等：背面铸有各种图案，如龙凤、龟蛇双鱼、斗
剑、星斗等。

到了唐代， 宫廷里春日散钱之风盛行。当
时春节是“立春日”，是宫内相互朝拜的日子，
民间并没有这一习俗。《资治通鉴》 第二十六卷
记载了杨贵妃生子，“玄宗亲往视之，喜赐贵妃
洗儿金银钱”之事。这里说的洗儿钱除了贺喜
外，更重要的意义是指长辈给新生儿的避邪去魔
的护身符。宋元以后， 正月初一取代立春日，
称为春节。春日散钱的风俗就演变成为给小孩压
岁钱的习俗。清代富察敦崇的 《燕京岁时记》 是
这样记载压岁钱的：“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
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
压岁钱。”

清代时， 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
孩子。民国以后，则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
圆，其寓意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
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
茂盛”、“一本万利”。货币改为钞票后，家长们
喜欢选 用号码相连的新钞票赐给孩子们，因为

“联”与“连”谐音 ，预示着后代“连连发财”
“连连高升”。

压岁钱的风俗源远流长，它代表着长辈对晚
辈的美好祝福，它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保
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

过年与过春节文化史话

□ 田大金

古往今来，每逢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人们都要写春
联，贴门对，将一些吉祥如意
之言，祈祷祝颂之语写入春
联 。 其 中 也 有 一 些 内 容 相
反，幽默风趣的奇特春联，独
具情趣。笔者收集了八副奇
特春联，与诸君共品赏。

（一）为 他 人 求 安 康 。
清末年间，湖南湘乡有位老
中医兼开药店，他每到年节
在 自 己 药 店 门 上 贴 一 副 春
联：

“只求世间人莫病，
何愁架上药生尘。”
这位老中医在辞旧迎新

之际，不为自己求富贵康宁，
却祈祷众生健康幸福，其精
神可嘉，令人敬佩。

（二）以 联 批“ 神 论 ”。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有一年春节时，在自己书房
的门上贴了一副春联：

“祸福皆自取，
鬼神本无凭。”
这副春联，虽然只有 10

字，却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
的真理：一个人的贫富、祸福
都是由自己把握决定的，决
不要向鬼神去祈求幸福，免
除灾祸。因为人世间根本没
有鬼神，有力地批判了封建
统治者所宣扬的“神权论”。

（三）替财神诉苦。解放
前 ，苏 北 各 地 供 有 财 神 菩
萨。有些信迷信的人，不听
信革命道理，却朝夕向财神
顶礼膜拜，祈求发财。有一
年春节，有个文化人在财神
庙门上写了一副春联：

“只有几分钱，你也求，
他也求，给谁是好？

不做半点事，朝也拜，夕
也拜，叫我为难！”

这 副 替 财 神 诉 苦 的 春
联，妙语解颐，对那些醉心求
佛拜神求发财者，既是一击
耳光，又是一次生动地教育。

（四）财 主 改 春 联 。 旧
社会，有位财主略通文墨，好
以文人自居，其母生日恰逢
大年初一，故年年大开宴席，
喜贴春联。其母六十大寿那
年春节，请帐房先生帮其写
了一副与祝寿相关的春联：

“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财主看后一想，既是过

年，又是给老母祝寿，应改动
一下再贴。于是他要求帐房
先生将上联改为：“天增岁月
妈增寿”。 这上联改了，下
联也得改，又吩咐帐房先生
把下联改为：“春满人间爹满
门”。帐房先生惊呼：“东家，

怎 么 能 这 么 改 ？”财 主 正 色
道：“爹对妈不是很好的对称
嘛！"过往的路人看后，无不
捧腹大笑。

（五）主仆问答成联。从
前有主仆二人，年终结帐后，
谈判第二年的的雇用合同。
主人早胸有成竹，不慌不忙
说道：

“ 今 岁 说 好 才 行 ：不 摸
牌，不酗酒，不吸鸦烟，无事
找事做，休要耍你脾气。”

仆人边听边生气愤然答
道：

“ 明 年 整 死 不 干 ：或 挑
葱，或卖蒜，或拾狗羹，有钱
仗钱狼 ，岂肯挖我祖坟！”

主仆的一问一答，构成
了这副对联。且神形兼备，
可谓是一副别具一格的奇特
春联。

（六）幽默讽刺联。解放
前夕，国民党统治区法币贬
值 ，物 价 飞 涨 ，百 姓 缺 衣 少
食，困苦不堪。有一位乡村
教师过春节时，愤然在门上
贴了一副数字春联：

“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
横批：“也算过年”四个

字。
这 春 联 中 没 有“ 一 ”和

“十”，寓意缺衣少食。巧妙
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
政府不顾民众死活，劳民伤
财，打内战的反动本质。

（七）独具匠心公厕联。
1932 年，四川成都北门大神
庙公厕门上，有人贴了这样
一副春联：

“ 任 他 盖 世 英 雄 ，入 此
门，还得低身下气；

凭你齐天大圣，闻其厕，
只宜屈膝弓腰。”

这 副 对 联 语 句 通 俗 易
懂，对仗工整，音韵协调，情
趣幽默，语意双关，读之使人
忍笑不禁。

（八）免过淡泊年。从前
有个文化人，好吃懒做喜睡
觉，经常向左邻右舍借钱借
米。大年卅这天，为了自我
安慰，在大门上贴了一副春
联：

“行节俭事；
过淡泊年。”
他贴完春联，又回物蒙

着被子睡觉。一觉醒来只听
到门外议论纷纷，他开门一
看，原来有人将他贴的春联
加了两个字，改为：

“早行节俭事；
免过淡泊年。”
他看后很受教育，从此

起早摸黑勤奋劳动，勤俭节
约生活，日子越过越好。

品赏奇特的春联

□ 覃正波

与电子书相比，我更倾向于纸质书。
她 有 几 大 好 处 ： 一 、 不 伤 眼 ； 二 、 易 保
存；三、那种淡淡的油墨香沁人心脾⋯⋯
好处多着呢。

老实说，我是一只书虫，别人有时称
之为“书呆子”。这个名号好，证明我是
书的挚友，是书的上辈子情人。书没有人
那种势利、虚伪。你不管爱不爱她，她都
静如处子。当你翻开她，一个个黑色的精
灵 会 偷 偷 地 潜 入 你 的 脑 海 ， 自 由 自 在 游
走，把你弄得神魂颠倒，随书中的人一起
悲欢离合，这时，你不仅仅是读者，更是
一位倾听的友人。读书就是和生命牵手，
每读一本书，我们的灵魂就得到了一次升
华。在书页的开合中，意境和诗意、哲理
就会随着文字的跳动在我们的心海里鱼贯
而入，我们的灵魂因此饱满而灿烂无比。
一册好书在手，读之如享醇酒芳茗，既有
香气，又有雅致的颜色，就像百花仙子吐
出阵阵香气，令人心旷神怡。书是我们的
挚友，她不在乎你地位的高低，贫穷或富
贵，在乎的是你去用眼光轻轻地触摸她，
和她世界里的人物一起悲欢离合，倾听她
无声的心语。她的“人”都是经过人类精
神过滤的角色，滤尽了人间烟火，抽干了
世俗龌龊之气，审美的光波始终照耀着我
们的内心世界，为我们排忧解难。她是那
样大度，不计较你角色的转换，依旧默默
地看着你，期待着你再次相聚倾听她的心
语，倾听她纵然千年也不尘封的往事。她
就像默默关心我们的朋友，虽不能频频相
处，只要我们一旦触及它，就会有收获。

当我们步入图书馆和书店时，浮躁的
心就会静下来。可不是吗，那么多站立的
朋友在欢迎我们的到来。淡淡的油墨清香

味不时地袭来。一排排站立或静坐的书如
从渊博的学者，在等待你去攀谈。书作为
文明的载体，他们的寂寞就是一个时代的
悲哀；他们的门庭若市就是一个时代荣耀
和幸福。一个爱书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
族 ； 一 个 不 爱 书 的 民 族 是 不 求 上 进 的 民
族。

纸的父辈是树木和草本植物，我们握
着纸书就是握住那遥远的自然。当我们怀
着敬畏与纸质书对话时，一种情境，一种
直觉，一种默契，让我们逐渐和谐，渐入
佳境。我们是一些因灵魂饥渴而秉烛夜游
的人。面对浩瀚的书海，没有理由拒绝，
因为，我们面对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知之
甚少，除了向书本索取之外别无选择。先
辈大师把一束束智慧的阳光收藏在书中，
你不行动，她断然不会给你，她会嘲笑你
的无知和愚笨。当我怀着敬仰的心情打开
她的心扉时，你会看见，一个个黑色的精
灵 跳 着 智 慧 的 舞 蹈 ， 为 你 呈 上 精 神 的 盛
宴。当我们用渴求的目光温柔地抚摩一个
个神圣的文字时，她们旋即和我们牵手相
偎，继而滔滔不绝诉说自已的故事，令你欣
喜，令你悲欢，令你愤怒⋯⋯当然，世上所
有的书并不都是好书，也有很多麻醉人的
坏书。这时，我们选择书就像选择朋友。
俗话说得好，和谁交朋友，他的人生都会另
有一番风景，所交之人是道德高尚还是卑
鄙无耻。好书能使你灵魂出窍，有一种想
要飞翔的感觉；坏书会让你步入歧途。对
于受挫的人，好书能唤醒前行的信心。一
本书，可以模拟人生的种种情形，带领我们
翻 山 越 岭 ，穿 越 古 今 ，涉 难 犯 险 ，攻 关 克
艰。你的不平随之舒畅，你的怯懦随之消
散，你的良知和坚强随之重生。当我们愉
快的时候，捧起书，书便如锦上之花，为愉
快添色。书便如花蕊之蜜，使快乐升华。

你的确成了快乐的中心，但是，这种快乐还
需要复现和强化，于是，语言的河流已经涨
满，你的心灵之舟可以随时在书中文字里
飘荡。此时，快乐是旗帜，书中的文字是花
朵 ，散 发 着 幽 香 ，你 就 是 蝴 蝶 ，你 就 是 蜜
蜂。蝴蝶舞蹈，蜜蜂采蜜，前者赋予美形，
后者收获甜蜜。

翻开书，什么都有；合上书，一切烟消
云散，但潜在的感悟仍在，书的影子依旧徘
徊在你的脑际，挥之不去。

人与书的最高境界是超读。读是之行
天空，无心自有细雨；读是鱼游水底，无求
自会怡然；读是花开四季，不躁自成娇艳；
读是草绿天涯，不囿自现壮观。书是含苞
待放的花蕾，书页是花瓣，内容是花蕊。我
们的阅读是用目光和激情催开的花蕾，完
成一朵鲜花盛开的使命，就像坐乡村的院
子里听夏虫鸣叫，赏秋月盈空。读书的内
容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局限的。因为读书
的 内 容 只 是 阅 读 的 开 始 。 我 们 遗 憾 地 看
到，很多读书者像一个半途而废的登山者，
刚到了山脚，又看到了溪水和草滩，就觉得
收获了许多。其实，山腰和山顶的景色，才
是山峰美景的精华。书只是点燃你心灵和
智慧的引线，读着读着，你会发现了你自已
就在书中。或者说，掩卷思索你突然发现，
你生命中有了不少缺憾。

人 的 一 生 如 果 能 与 纸 质 书 赴 N 次 约
会，是人生中的幸事，至少使我们懂得，拥
有她，人生会变得美好，享受四季如春的馈
赠。

就让那淡淡的书香时时伴随着我们，
给予我们慰藉和希望。

与纸质书赴 N 场心灵约会

威海：民俗演出年味浓
1 月 27 日，张村镇村民进行民俗表

演。
当日，山东威海环翠区张村镇锣鼓

喧天，一场独具民俗特色的迎新春活动
热闹上演，村民参与舞龙、秧歌等表
演，在浓浓的年味中迎接新春的到来。

新华社发 （朱春晓 摄）

阜城：剪纸红火迎新年
1 月 27 日，河北省阜城县崔庙镇剪

纸艺人在创作年俗剪纸饰品。
临近春节，河北省阜城县崔庙镇剪

纸艺人加紧创作各种样式的“猪”年主
题年俗剪纸饰品，供应各地节日市场。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杭州： 美丽乡村祈福迎新春
1 月 27 日，小学生们在西苑村文化

礼堂前写春联。
当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

西苑村举办新年祈福礼，通过百人拼福
字、现场写春联、喜庆锣鼓、新人祈福
礼、写心愿卡等活动喜迎新春佳节的到
来。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青岛：腊月大集年味浓
1 月 27 日，市民在李村大集上选购

春联。
当 日 ， 山 东 青 岛 李 村 大 集 恰 逢 周

末，众多市民特意赶来置办年货，集市
物品琳琅满目、年味十足。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南京：“福”字书写金陵春
1 月 27 日，市民在活动现场观看书

法家写“福”字。
当日，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主办的“书写金陵
春、幸福中国年”活动在南京中华门瓮
城举行。市民登上瓮城城墙，观看书法
家书写春联、“福”字。

新华社记者 尹炣 摄

只求心安
——凡事不可能做得让人人都满意，只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

行；人生也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只要内心安宁就行。有联云：豈
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有联云：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
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 文/图 覃儿健

青田： 侨乡欢喜过大年
1 月 27 日，外国友人和村民在“国

际村晚”上共同表演节目。
当日，40 余名外国友人应邀来到

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体验传统
民俗活动，观看和参演多元融合的“国
际村晚”，感受春节氛围。青田县素有

“华侨之乡”美誉。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