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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 他们是这样过年的

过年过年，，你印象最深的习俗是你印象最深的习俗是
什么什么？？相信每个人都能说上几相信每个人都能说上几
句句：：吃年夜饭吃年夜饭、、放鞭炮放鞭炮、、守岁守岁、、
拜年……春节习俗之丰富拜年……春节习俗之丰富，，不胜不胜
枚举枚举。。

除夕守岁年夜饭

“过年”其实是个时间段。从
小年开始，一首“过年谣”就把
到除夕要做的事情安排好了：扫
房、沐浴、准备食物……忙忙碌
碌迎接新年。

迎接新年的第一个重头戏大
概要数除夕，又叫“年三十儿”

“年三十夜”。这一天，人们要张
贴年画、春联和福字，有的还要
贴上窗花。

年夜饭是除夕夜最热闹愉快
的时刻。北方要吃一顿排场隆重
的饺子，配上腊八醋和腊八蒜；
南方要吃年糕或米饭……水饺外
形像元宝，年糕谐音“年高”，都
是团圆如意的好兆头。

吃罢年夜饭，照例需要守
岁。大人围桌闲坐，孩子们提着
灯笼跑出屋外，把铺在院里或路
边的芝麻秸踩得声声作响，这叫

“踩岁”，借着“芝麻开花节节
高”的寓意，期待一年更比一年
好。

春节每天都有讲究

正月初一照例要去给各家各
户的亲戚们拜年。严格来讲，在
旧日民俗中，从初一到初七，每
天做什么都有讲究，有起伏、结
尾、过渡，颇有节奏感。民俗学
专家介绍，大年初一的时候，人
们会“画鸡”、吃“五辛盘”、吞

鸡子等。
““画鸡画鸡””是旧时礼俗是旧时礼俗。。传说传说

女娲女娲先用六天造出鸡先用六天造出鸡、、狗狗、、猪猪、、
羊羊、、牛牛、、马马，，积累经验后积累经验后，，在第在第
七天造出了人七天造出了人，，因此因此，，这七天分这七天分
别被称为鸡日别被称为鸡日、、狗日狗日、、猪日猪日、、羊羊
日日、、牛日牛日、、马日马日、、人日人日。。画鸡贴画鸡贴
于门上于门上，，以示谨始以示谨始。“。“五辛五辛
盘盘””更有意思更有意思，，在正月在正月
初一这天初一这天，，要用葱要用葱
韭等五种味道韭等五种味道
辛辣的菜蔬辛辣的菜蔬
置于盘中置于盘中
供 食供 食 ，，
取 迎取 迎
新 之新 之
意意 ，，
也顺也顺
应了应了
春 天春 天
即即将到将到
来来 ，， 万万
物生发的物生发的
自然规律自然规律。。

初初 二到初二到初
六六，，几乎都是玩乐几乎都是玩乐
的时光的时光。。

““人日人日”（”（初七初七）） 则比较重则比较重
要要，，需要祭祀人文始祖炎黄二需要祭祀人文始祖炎黄二
帝帝。。有的地方会拿纸剪一个小有的地方会拿纸剪一个小
人人，，贴在卧室帐子上贴在卧室帐子上。。再讲究一再讲究一
些些，，就煮就煮““七菜羹七菜羹”（”（又名又名““七彩七彩
羹羹”）”）吃吃，，据说在随后的日子能据说在随后的日子能
够诸事顺遂够诸事顺遂。。

团聚是不变的习俗

无论年俗如何变化，春节是
中国人最看重的团圆节。回到家
看着父母的笑脸，地面、屋檐、
树枝上的白雪，映衬着门口的红
对联和大福字，一串串糖葫芦和
彩绘小风车，鞭炮一响，那是春
节独有的景致。

如今，很多旧日年俗早已不
再流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一些新年俗也在出现。但回家团
圆的观念依然根植于每个中国人
的内心深处。

就连梁实秋也在文章里说，
过年要在家乡才有味道，“羁旅
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
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
情？” 据“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李士达《岁朝村庆图》中过春节的场景。

2 月 1 日将迎来 2022 年春
节。“感觉自己还什么都没干，怎
么就过年了呢！”翻着日历牌，很
多人发出这样的感慨。

2020年的春节是1月25日，
2021年的春节是2月12日，2022
年的春节是2月1日，春节的公历
时间为啥总不一样？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
解释说，春节是农历的节日。中
国几千年所采取的传统农历实际
上为阴阳合历，以一个完整的月
相周期定月，以地球绕太阳公转
的时间定年。太阳和月亮几乎同
时升起的朔日为每月的开始，每
月的长短根据月相不同，可能为
29天或 30天，12个月为一年；
将太阳年划分为 24个节气，第
1、3……23 等奇数为“节”或

“节气”，第2、4……24等偶数为
“气”或“中气”。

由于太阳年周期和以月相为
周期的12个月天数不一致，所以
古人采用设置“闰月”的方法来
解决。现行农历置闰的方法大约
会在19个农历年中加上7个“闰

月”，假使两个农历十一月 （冬
月） 之间间隔 11个月，则不置
闰；间隔12个月，则将前一个十
一月之后第一个没有中气的月份
定为上一个月的“闰月”，之后的
月份不再置闰。“闰月”所在的年
份称为闰年，每个闰年的“闰
月”位置都不太一致，比如2014
年是闰九月，2017年是闰六月，
2020年是闰四月。而这种置闰方
法也导致春节来得有时早有时晚。

通常，离“立春”最近的那
个朔日（春节）所在的月，为正
月。就目前来看，春节在公历1
月21日至2月20日之间摇摆，因
此，2022年春节只能说是来得比
较早。翻阅天文年历可以发现，
最近这20年的春节里，最早的是
2012年，落在公历的1月23日，
只比最早春节的公历日期晚了2
天。

修立鹏表示，早春节也好，
晚春节也罢，其实对我们欢度春
节没有丝毫影响，大家照样备年
货、贴春联、吃年夜饭，其乐融
融，开心过大年。 据新华社

同样是春节
公历日期总是不一样

春节习俗知多少春节习俗知多少

国画中的诗人高适。

年夜饭：舌尖上的年文化
对中国人来说，年夜饭有着特

殊的意义。它不仅象征着团圆和亲
情，从古至今更是一种独有的文化
传承。吃年夜饭的传统从何而来？
古人除夕的餐桌上都吃些啥？现代
人又有哪些讲究？

年夜饭又叫年羹饭、合家欢、
分岁筵、团年饭等，它大概是中国
人全年吃得最长的一顿饭，也是国
人最看重的家庭宴会。最早，年夜
饭称为“别岁饭”，意在告别旧岁，
迎来新年。可以说，除夕的年夜饭
既是一年辛苦忙碌、辞别旧岁的重
要时刻，又饱含除旧布新、祈望来
年的特殊意义。

“年夜饭”这个词，据考证，最
早出现在清代嘉庆和道光年间顾禄
的《清嘉录》中：“除夕夜，家家举
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话，名曰

‘年夜饭’，俗称‘合家欢’。”
年夜饭体现了三个重要的文化

元素：团圆、喜庆和祝愿。从古至
今，年夜饭的餐桌上都少不了主食

和时令餐食。
先秦时期，中国人主要种植的

粮食作物是五谷中的粟、黍、稷，
也就是现在的小米和黄米。先秦人
的年夜饭中都有“麦饭”，也就是直
接煮熟的小米饭等，主食只有“粗
粮”。到了两汉时期，随着谷物等的
出现，以及制粉技术的推广，年夜
饭里出现了馒头、饼、面条等食
品。如今，饺子和汤圆是中国南、
北方过年必吃的食物，它们都代表
了美好寓意。

在古代过年，年夜饭中的野味
极为丰富，其中鹿肉最常见，鹿
尾、鹿舌都是古人有名的下酒菜。
古人的年夜饭中也有鸡肉、羊肉
等，以及鱼类食品。不过，在唐
代，由于皇帝的姓氏“李”和

“鲤”同音，所以在唐代是禁止吃鲤

鱼的。古人比较爱吃鱼脍，也就是
生鱼片，在唐宋时期颇为盛行。唐
代人总结出“脍莫先于鲫鱼，鳊、
鲂、鲷、鲈次之”的经验。

而新年第一餐（多以早餐），全
国各地的民俗主要是以饺子、年
糕、汤圆等为主，也是代表美好的
祝福。广东部分地区新年第一餐要
吃“万年粮”，即做好足够春节三天
家人吃的饭菜，寓有“不愁吃喝”
之意。潮州一带，第一餐通常吃用
米粉和萝卜干油炸而成的“腐圆”，
喝芡实、莲子等熬成的“五果汤”，
寓“生活甜美，源远流长”之意。
闽南人春节第一餐吃面线，寓意

“年年长久”。广西壮族人春节第一
餐吃甜食，表示新的一年甜蜜如
意。

据《文摘报》

《新年美景》 丰子恺 绘

古人春节如何放假
从腊月二十三 （小年） 开始，

就正式步入了过年的阶段，一直到
正月十五结束。人们奔波忙碌了一
年，在过年的时候终于能够歇息一
下。你知道古人如何放假吗？

太 远 的 不 说 ， 就 拿 清 代 来
讲。清代过年也是从腊月二十三
到正月十五。那时候，政府的官
员没有双休日，只有旬休制度，
每十天为一旬，每一旬可能有一
天休假。虽然休假也不少，但是
唯独只有到了旧历年的时候，假
期是最长的。决定哪一天放假，

是由当时的钦天监看历书来决定
哪一天最吉利。这个时间一般选
在腊月二十一、腊月二十二和腊
月二十三，这三天之中。

在放假这一天，各个衙门，比
如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或者一些
其他的中央政府机构会举行“封
印”仪式，主持该仪式的是各部的
堂官，也就是最高首长，主要的侍
郎和员外郎等都要参加。“封印”就
是把衙门用的印拿封条封起来，这
期间就是休假，所有的政府衙门的
工作人员也可以放松了。

每年这个时候是北京市四街道
上最热闹的时期。从腊月二十三一
放假，这些官员就会到澡堂子洗
澡，然后到饭馆吃饭，晚上再去看
戏。当然也有衙门是不放假的，比
如说五城兵马司，因为他们要维护
社会治安。

那么什么时候上班？一般来
说，是在正月十六、十七、十八三
天之中，也是由钦天监根据他们测
定的哪个日子最吉利，作为放假结
束，开始上班。这时会举行“开
印”仪式，就是各部堂官撕去封

条，把印拿出来，进入到正常的工
作程序。

市井之中，这个时候对于商家
来说是最好的商机，一年的收入应
该说是相当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时期
完成的。比方说成衣铺要给人做新
衣服，卖绸缎庄的要卖很多绸缎，
唱戏的在这个时候都要唱一些封箱
大戏等。另外像理发店、澡堂子也
是最热闹的时候，浴池应接不暇，
理发师傅也很忙，人们都要沐浴、
换新衣，准备着过年。

据《收藏报》

转眼间，春节将
至，来来往往的旅人们
将过年的气息带到了全
国各地。当欢乐的心情
乘上了汽车、火车或者
飞机，即使是有千万里
的距离，人们也并不觉
得遥远。然而，在古
代，因为交通工具以及
道路的限制，人们过年
回家，真的是“路漫漫
其修远兮”。

作诗遥寄思乡情

在古代，大多数人都
无法在春节按时回家。他
们或是在旅途中，或是在

谋食处，望着日夜思念而
终究回不去的故乡，一支笔、

一首诗、一封家信可能就成了这个
时候捎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唐代开元年间，在镇江的北固
山下，秀丽的风景和新年的喜庆相
得益彰。在一家旅馆里，一位来自
洛阳的客人却正在书写着他的乡
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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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王湾，一生醉心江
南风物，曾往来吴楚之间。在辞旧
迎新之际，他无法回到家乡，即便
坐拥这南国美景，也不免令人心生
惆怅。于是，便有了这首流传千古
的名诗。人们无法确切地考证出王
湾为什么这年没有回家与亲人们团
聚，但是他在诗中表达的对故乡的
怀念却穿越了时代，感动着每一个
在外漂泊的人。

和王湾有同样心境的还有高
适。有一年，这位著名的边塞诗人
送兵至蓟北，任务完成后，南归的
马蹄却怎么也追不上新年的步伐，
他只好在蓟北一家旅馆住下。此时
的高适已经年近五十，无意间向镜
中一瞥，发现自己两鬓已经斑白，
于是，他提笔写下一首诗：“旅馆寒
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
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这
首诗的前两句平平无奇，可是到了
第三句却峰回路转，诗人回顾自己
的一生，让他魂牵梦萦的还是远方
的故乡，今年在这萧索的边塞，故
乡是回不去了。可是明年呢？明年
是否能在春节回到家乡呢？一个

“又一年”意味深长，也许，对高适
这样终日为家国奔走的人而言，回
家过年是一种奢望。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在新年之
际仍漂泊在外的羁旅之人都会触景
伤怀，另有一些新年无法归乡的人
们对新年满怀希望，斗志昂扬。明
代正统年间，名臣于谦因镇守太原
而无法回到故乡杭州。北方的冬季
苦寒彻骨，于谦却在这苦寒中写下
一首鼓舞人心的诗歌：“寄语天涯
客，轻寒底用愁。春风来不远，只
在屋东头。”这首诗题为《除夜太原
寒甚》，但这“寒甚”在于谦看来也
只不过是无需发愁的“轻寒”，而即
将到来的春风早已在自家房屋东头
等着人们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于
谦这种随遇而安的精神为这个寒冷
的新年带来了浓浓的暖意。

“春运”的起源

其实，我国周朝时就已出现春
节的雏形，“春运”也就随之产生。
那时的“春运”，因为交通工具以及
道路的限制，比现在要困难。然
而，由于那时受“父母在，不远

游”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人口流动
的数量并不大，距离也不太远。与
今天不同的是，古代春运主体并非
外出务工人员，而是公务人士和商
人。那些外出的谋生者、经商人
士，早早就踏上了返乡之路，避免
延误回家的时间。

虽然对古人而言，过年回家的
路有些艰难，但每逢春节将至，人
们还是会想方设法尽力返乡，与家
乡父老把酒言欢，一解思乡之情，
至于那些回不了家的，也会用各种
方式寄托心意，聊慰怀乡之情。

“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是在
1980 年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
伐，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外出务
工，而春节给这些身在异乡的人们
不仅带来了假期，还带来了家乡的
呼唤。数十亿人次在如此集中的时
间里共同完成着一次规模相当于非
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人口总和
的大迁徙。

有假无闲亦枉然

中国自古崇尚礼数，在朝为官
者逢年过节都会有相应假期。对于
春节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假期当
然要更长一些。以宋朝为例，《宋会
要辑稿》中就明文写着春节“假七
日”，这分明就是我们现在的春节小
长假。可即使有这样长的假期，官

员们想要回到故乡过年仍然是极其
困难的一件事。

在宋代，在地方主政的长官，
即便是在春节也不能离开属地。这
当然是为了地方的安全着想。新春
佳节，百姓阖家欢乐之时，也正是
各类事故高发之日。作为地方行政
的一把手，自然要担负起责任，不
能玩忽职守。除此之外，宋代在宣
布放假时，总会说明“休务”几
日，除了“休务”日外，其他时候
是要安排值班的。所以，古时候的
官员们看似放假，其实离不开自己
的工作岗位。苏轼的弟弟苏辙就曾
经历过这样的事。有一年，因为值
班，苏辙过年只能待在户部。他给
哥哥苏轼写了一首诗，诗中充满了
抱怨：“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
奉椒盘。冬来误入文昌省，连日斋
居未许还。”苏辙这是第一次进京为
官。他曾经久在江南当地方官，觉
得一个人原地过年甚是孤寂，然而
此番进京，却发现过年不仅回不了
家，而且还要值班，便大有上当受
骗的嗟叹。可见，古时候官员们想
回家过个年有多不容易。

春运的从无到有，意味着中国
人的传统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坐
上了高铁、飞机，驶上了高速公
路，天涯也不过近在咫尺，旅途虽
远却将彼此的心拉得很近。

据《海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