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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

核心是“全面”，即追求多领域协同发展、不分地域、不让一个人掉队、

不断发展的全面小康；其内容是“五位一体”，即建成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小康，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小康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而小康社会，则

是我党苦苦奋斗、孜孜追求、一心想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种幸福社

会。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

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加快推

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基

本任务和总体要求，为全国人民描画了今后的幸福生活，这是全党的共同

任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特推出“共享小康生

活”系列读物，旨在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自身素质，共建小康社会，共享小

康生活。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首先要过上平安健康的生活。常

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和家庭因为安全或健康出了问题，导致整个人生和家

庭都不幸，因残疾而穷困，因病痛而潦倒，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很大负

担。还有些人涉黄、涉赌、涉毒、涉黑等，有些人被骗、被盗、被暴力侵

害、被传销坑害、被邪教毒害等，从此陷入人生和家庭的不幸。这些都与

建成小康社会背道而驰。小康生活就是要把“平安是福，健康是金”的理

念转化为现实。“共享小康生活”之“安全预防与平安生活”读本，主要

介绍交通出行、用电用火、网络生活、运动锻炼、食品卫生、疾病预防、

劳动防护、黄赌毒黑、社会治安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预防知识，悉心告

诫，关怀备至，是教导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每一天、幸福每一刻的最好读

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创造社会新风尚，过上有文

化有品位的幸福生活。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吃饱了、穿暖了、有钱了，

但仍然过着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腐败的、丑陋的生活，这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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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福生活，不是小康生活的内容。小康生活包括文化内涵的建设，要体

现出民风淳朴、文化品位的时代新风貌。 “共享小康生活”之“社会新

风与文化生活”读本，主要介绍对联与文书写作、谜语与猜谜游戏、岁时

与节气知识、民间剪纸与年画、春节与除夕庆祝、元宵节与灯会、清明节

与祭祀、端午节与龙舟、中秋节与赏月以及现代婚丧喜庆等文化知识，民

风习俗、节日庆祝，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是发扬传统、建设时代文

化的普及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享受

高雅的休闲娱乐生活。常常可以看到，本来应该高雅享受的休闲娱乐，却

被有些人搞得庸俗不堪和声色喧嚣，有人有钱就任性，有人得势就放纵，

这最终都是腐败堕落的滑梯。这些与小康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小康生活包

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兴趣爱好的培养。 “共享小康生活”之“休闲娱乐

与健康生活”读本，主要介绍歌咏、器乐、美术、书法、舞蹈、口才、曲

艺、戏剧、表演、游艺等知识，是指导广大人民群众培养休闲娱乐爱好的

最佳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养成文明的道德行为，不断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常常可以看到旅游行程中诸如随地吐痰、乱写乱画

等不文明的行为举止，不仅国内有，而且还有丢丑到国外的。这些根本不

是小康生活的具体表现。小康生活包括行为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共享小康生活”之“休闲娱乐与健康生活”读本，主要介绍阅读、科

普、健身、娱乐、游戏、旅行、环保、收藏、棋艺、牌艺等内容，是帮助

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文明行为、提高精神生活的最优读本。

总之，推出本套“共享小康生活”系列读物的目的，是使广大人民

群众人人都投身建设小康生活，成为小康社会的建设者，也让广大人民群

众人人都能很好地享受小康生活，成为小康生活的享受者，实现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本套系列读物图文并茂、通俗易读，非常适合广大读者和有关单位

机构用以指导现代家庭、社区以及新农村建设。同时，亦适合各级图书馆

收藏和陈列。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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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是我国传统节日元

宵节。正月为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

十五的夜晚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故

称元宵节。

元宵节又称为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

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自汉代以来，

民间就有正月十五张灯、赏灯的习俗，所以

正月十五又称灯节。

按照我国民间的传统，正月十五的夜

晚，人们要观灯会、猜灯谜、吃元宵，活动

丰富多彩。其时，阖家团聚，其乐融融。

起
源
发
展

悠
久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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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源于古人以火把驱邪

元宵节的起源很古老，源于远古人类在过节时以火把驱

邪。这个节要祭祀天神，由于是夜里进行，自然要打着火把，

后来就逐渐演变为元宵节了。

元宵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

有了这一节日习俗。

元宵节赏灯始于东汉的汉明帝时期。因为汉明帝提倡佛

元宵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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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恰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蔡愔称印度摩揭陀国每逢

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

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于是下令正月十五的夜晚在宫中和

寺院“燃灯表佛”。因此，正月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随着佛教

文化影响的扩大及道教文化的加入，逐渐在我国流传下来。

汉代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扩展成民间盛大的节

日。这一节日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

程。

此外，关于元宵节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起源于火把

节。汉代的民众习惯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

害，祈祷获得好收成。

这种习俗自隋代、唐代、宋代以来，更是盛极一时。参加

歌舞的人数以万计，活动从第一天黄昏开始，直至第二天天黑

才结束。

直到现代，我国西南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

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间地头或晒谷场跳舞。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有了较大的变

化，但至今仍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些传说。

据传，汉文帝在元月十五平定了“诸吕之乱”，因此就将

这一天定为元宵节。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

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吕后手中。汉惠帝病死后，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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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宗室

深感愤慨，但都惧怕吕后的残暴，因而敢怒不敢言。

吕后病死后，吕氏家族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

于是，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彻底夺

取刘氏江山。

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哀王刘襄耳中。刘襄为了保住刘氏江

山，决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刘襄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

得联系，设计解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平定叛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

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

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每年的正月十五，京城里家家户

户都要张灯结彩，以示庆祝。

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民间一个普天同庆的节日，就是后

来的“元宵节”。 

另一则传说的是东方朔与元宵姑娘的故事，这一传说与吃

元宵的习俗有关。

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东方朔，他善良又风趣。有一年

冬天，连续下了几天大雪 ，东方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汉武帝折梅

花。他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

朔慌忙上前搭救，并问明她欲自杀的原因。

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

从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

时节，就比平时更加思念家人。她觉得不能在双亲身边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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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一死了之。

东方朔了解了元宵姑娘的遭遇，深感同情，就向她保证，

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

一天，东方朔出宫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

争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

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陷入一片恐慌，人们纷纷求

问解灾的办法。

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三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

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谶语给你

们，可让你们想想办法。”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

去。

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送到皇宫去禀报皇上。

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

元宵平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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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非常惊讶，连忙请来了足

智多谋的东方朔。

东方朔假意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

宫中的元宵姑娘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宫女元

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并传令京城家家都做汤圆，一齐

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

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通

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宫廷人杂在人群中消灾解

难。”

武帝听后十分高兴，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长安城里家家张灯结彩，游人熙来

攘往，热闹非常。宫女元宵的父母和妹妹进城观灯。

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地高喊：

“元宵！元宵！”宫女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团聚

了。 

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

下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奉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

城挂灯、放烟火。

因为宫女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这天

叫“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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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误射神鸟引起的张灯习俗

元宵节又称灯火节，在南北朝时，灯火十分盛行。正月

十五闹花灯，因其一片光明的寓意和喜气洋洋的气氛，被人们

称作良辰美景。每到这一天，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成群结队徜

徉灯市，来领略“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的节日

氛围。

元宵节张灯是我国人民的传统习俗。关于张灯的由来还有

一个传说。

元宵节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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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在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

们就组织起来去消灭它们。

据说当时有一只神鸟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被不知

情的猎人给射死了。玉帝知道以后，十分震怒，立即传旨，下

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

掉。 

玉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于是就冒

着生命的危险，偷偷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

们。

众人听说这个消息后，有如头上打一个响雷，吓得不知如

何是好。过了好久，才有位老人家想出了办法。这位老人说：

“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

彩、点响爆竹、 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

元宵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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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死了。” 

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便分头准备去了。到正月十五这天

晚上，玉帝往下一看，发觉人间一片红光，响声震天，以为是

大火燃烧的火焰，于是心中大悦。就这样，人们才保住了自己

的生命及财产。

从此，每年到了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燃放烟

火，来表达对善良之人的感激之情。 

此外，还有一些民俗专家认为，元宵张灯的习俗起源于佛

家与道家的斗法。说是东汉明帝的时候，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

我国传教，遇到道家的责难。于是，摄摩腾和竺法兰决定在宫

廷与道士比试法力。

摄摩腾和竺法兰用火烧经像，而经像丝毫无损，熠熠生

元宵蘑菇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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