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春节除夕庆祝文化读本 / 胡元斌主编. -- 奎屯 :

伊犁人民出版社, 2015.9

    （社会新风与文化生活）

    ISBN 978-7-5425-1489-9

    Ⅰ. ①春… Ⅱ. ①胡… Ⅲ. ①春节－风俗习惯－基本

知识－中国 Ⅳ. ①K8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0589号

责任编辑：何福生

封面设计：大华文苑

社会新风与文化生活

春节除夕庆祝文化读本
胡元斌  主编
                                                                                                          

出版发行 

     （新疆奎屯市北京西路28号 83320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100千字

定  价 29.80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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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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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富有特色的传

统节日，也是最热闹的一个古老节日。它的

时间在农历正月初一这天，又叫阴历年，俗

称“过年”。

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

祖活动。传说最早在尧舜时代就有过春节的

风俗。它与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

我国汉族四大传统节日。

关于春节来历，在我国民间，流传着许

多美丽传说，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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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用漏壶测时间定春节

关于春节的来历，还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在古时候，

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就有了想把节令定

准的打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法。

有一天，万年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荫下休息，树影的移

动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用来测定一

元
宝



神奇传说——春节由来

3

天时间。

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又动手做了一个

五层漏壶，用来计算时间。

天长日久，万年发现每隔360多天，四季就会轮回一次，天

时的长短也就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有不测风云而感到苦恼。万

年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国君，对国君讲日月运行的

道理。

祖乙听后大悦，感到很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修建日

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希望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

确的晨夕时间。并创建历法，为天下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知道万年

创建历法已成，就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当登上日月坛时，看

春
节
的
红
灯
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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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石壁上的一首诗，诗道：

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

万年指着天象，对皇上说：“现在正是12个月满，旧岁已

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

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

这便是春节的来历。那么，我国的春节到底源自何时呢？

据说，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传说

最早在尧舜时期就有过春节风俗。

农历的正月是一年的开始，而正月上旬或中旬，大部分情

琳
琅
满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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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正好是春季开始，少部分情况立春是在农历腊月下旬。节日

的时间和农业劳作息息有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年字，都是

谷穗成熟的形象。

在历史上的不同朝代，春节的时间也不一样。夏朝以农历

一月为一年之首，商朝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朝以农历十一

月为岁首，秦朝以农历十月为岁首。

春节作为岁首大节，最早确立于汉朝。那是公元前104年，

即汉太初元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确定以农历正月初一

为岁首。此后2000多年，我国沿袭了这一历法体制。

正月新年成为举国上下共享的盛大节日，“官有朝贺，私

有祭享”。在朝贺与祭享的各种仪式活动中，增强与更新着各

种家庭与社会的关系。

春节在公历1月21日至2月20日之间游动。立春则一般在2月

4日或2月5日。春节古称“正旦”“岁首”“过年”等。

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

过了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元月一日定为元旦，

俗称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历正

月初一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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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为赶走年兽放炮过年

春节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春节和年的概念，最初

的含意来自农业，古时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说

文·禾部》记载：“年，谷熟也”。

在夏商时期产生了夏历，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月，一年划

分为12个月，每月以不见月亮的那天为朔，正月朔日的子时称

为岁首，即一年的开始，也叫年。年的名称是从周朝开始的，

至了西汉才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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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春节又被

称为“过年”呢？关于这个

俗称，据说和一种叫“年”

的怪兽息息相关。

相传，古时候，有一种

叫“年”的怪兽，头长触

角，凶猛异常。“年”长期

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

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

因此，每到除夕，村村寨寨

的人们就扶老携幼逃往深

山，以躲避“年”兽伤害。

有一年除夕，从村外来

了个乞讨老人，他看到乡亲们匆忙恐慌的景象，只有村东头一

位老婆婆给了他一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躲避“年”兽。

老人把胡子撩起来笑道：“婆婆若让我在家待一夜，我一

定把‘年’兽赶走。”

老婆婆仍然继续劝说，乞讨老人却笑而不语。

在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里。它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

不同：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烛火通明。“年”

兽浑身一抖，怪叫了一声。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砰砰

啪啪”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凑了。

原来，“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婆婆把家门

春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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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年”一见

大惊失色，狼狈逃窜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都

十分惊奇。这时，老婆婆恍然大悟，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

老人的许诺。这个传说充分说明了积德行善能得到回报。

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

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鞭炮；户户烛火

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

俗越传越广，成了我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春节到了，就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苏，草木更

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了。人们刚刚度过冰天雪

地、草木凋零的漫漫寒冬，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

春到来之际，自然要充满喜悦地载歌载舞地迎接这个美好节

日。



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民

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

祭或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的祭灶，直至正月

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

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到年三十这几天，

我国民间把这段时间叫作“迎春日”，也叫

“扫尘日”。

在春节前扫尘搞卫生，是我国素有的传

统习惯。由于时期、地区和民族的不同，部

分地区在扫尘前，还要举行祭灶仪式。

喜
迎
新
春

迎
年
习
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