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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

是我们的先人留下的遗产，

它是一种历史记载，

记载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

它是一种精神记录，

记录着五千年来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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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时间: 2006 年 类别:民俗

地区:中央 编号:Ⅸ －1

申报地区或单位:文化部

春节又称之为年，俗称“过年”“新年”，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隆重

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它是这个文明古国人民辞旧迎新的标志。

在民间，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 、初二、初三，而有些地方，传统

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

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期间，

我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

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

容。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过节的方式又丰富了好多。

过年的习俗很多，按传统意义来说过年一般要从腊八开始。

腊月初八俗称腊八，有过这个节的地方在这一天都要吃腊八粥，用

香谷、果实等煮粥供佛，称“腊八粥”。也称为“福寿粥”“福德粥”

意思是说吃了以后可以增福增寿。

腊月二十三称为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祭灶，是一项在我



民间庆典 迈街相约看花市，却倚骑楼似画廊; 束立盆栽成列队，草株木本斗芬芳。
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光。

图
说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四

MIN
JIAN
QING
DIAN

人们在欢庆春节

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

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

有“灶王爷”神位。除夕，是指每

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

它与春节( 正月初一) 首尾相连，

又称“大年三十”，因为不是每年

都有腊月三十，所以没有腊月三

十的那一年的腊月廿九也叫除

夕。“除夕”中的“除”字是“去;

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

“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部新，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

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故此期间的活动都围绕着

除旧部新，消灾祈福为中心。

正月初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节，春节俗称“过年”，原名

“元旦”，它和除夕一起是过年时的最高潮。“元”的本意为“头”，

后引申为“开始”，因为这一天是一年的头一天，春季的头一天，正

月的头一天，所以称为“三元”; 因为这一天还是岁之朝，月之朝，日

之朝，所以又称“三朝”; 又因为它是第一个朔日，所以又称“元

朔”。正月初一还有上日、正朝、三朔、三始等别称，意即正月初一

是年、月、日三者的开始。

正月初二祭是财神日，这天无论是商贸店铺，还是普通家庭，

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各家把除夕夜接来的财神祭祀一番。这一

天有些地方大举祭祀活动，祭品要用“五大供”，即整猪、整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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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整鸭、红色活鲤鱼等，祈望今年要发大财。

正月初三烧门神纸，旧时初三日夜把年节时的松柏枝及节期

所挂门神门笺等一并焚化，以示年已过完，又要开始营生。俗谚有

“烧了门神纸，个人寻生理”。有些地方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

一天祝祭祈年，且禁食米饭。

其实有很多地方过完正月初三还不算过玩年，还有破五节( 正

月初五) 、人胜节( 正月初七) ……一直闹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才

算真真正正的过完年。

春节是所有炎黄子孙最大的最传统的节日，因此，各种庆祝活

动也是最多最传统的。人们通过这些活动来作为祈祷，祈祷来年

的幸福生活。这些活动经过历史的冲洗后慢慢地变成了传统的习

俗。这些习俗主要是: 扫尘、贴春联、贴福字、挂年画、吃年饭、放鞭

炮、拜年、赏红包、荡秋千、踩高跷、舞狮子耍龙灯等，这些习俗都是

由几千来华夏人民在劳动中积累过来的，因此它们都有各自的意

义和象征。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浓缩，体

现这个文明古国人民的人文与情感。

我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传统节日春节里的习俗

大的方向是相同的，但小的方向来说，就有 56 个习俗了，也就是

说，56 个民族的大家庭里过年有 56 种过法，甚至还会更多，比如壮

族的挑新水、喝伶俐水、舞狮、舞鸡、舞春牛习俗; 土家族的三过年

习俗;苗族的斗牛、赛马、跳芦笙、游方习俗等;还有各地方的庙会，

台湾省的尾牙习俗。这些习俗在各个地方由古老的祖先一直流传

至今，而且每一个习俗都不得各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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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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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

时间: 2006 年 类别:民俗

地区:中央 编号:Ⅸ －2

申报地区或单位:文化部

清明节已有 2500 多年历史，发生在草木吐绿、万物苏醒之时，

又美其名曰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 4 月 4 日至 6 日

之间，它是唯一的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传统节日。

清明节人们向列士献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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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明作为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气是我国

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

种纪念意义。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

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

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

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

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

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

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

遥指杏花村。”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直到今天，清明节祭拜

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很盛行。

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在古代，清明

节不如前一日的寒食节重要，因为清明及寒食节的日期接近，民间

渐渐将两者的习俗融合，到了隋唐年间( 581 至 907 年) ，清明节和

寒食节便渐渐融合为同一个节日，成为扫墓祭祖的日子，即今天的

清明节。因此，清明节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寒食节即指只能吃冷或预先煮好的食物。据传这个习俗来自

于春秋时代介子推助晋国大公子重耳登上王位的故事。在重耳逃

亡中，介子推舍身保护着重耳，而重耳成为晋文公后犒赏流亡期间

曾协助他的人，却把介子推给忘了。当他想起来的时候，介子推已

在深山里隐居起来了。重耳想请介子推出山协助他并给予犒赏。

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介子推，无奈之下，晋文公只能令人放火烧山

逼其出山。当火将山烧成一片炭灰时，晋文公发现介子推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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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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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已被烧死。后来，晋文公非常伤心和懊悔，将介子推和他的母

亲安葬在柳树下。晋文公将放火烧山的一天，定为寒食节，规定人

民禁止用火，寒食一天，以纪念介之推的忠诚。寒食节也由此而

来，慢慢地就成了现在的习俗。

其实，清明节最重要的习俗还是扫墓祭拜先人，这是中华民族

缅怀先人或亲人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优良传统的

传承方式。人们在扫墓的时候还可以享受到这个大自然的美。因

为此时正值春暧花开，万物复苏之时，到时都是花花绿绿的。人们

可以在野外尽情的放松自己，享受着绿色给人们带来的快乐，这就

是人们踏青的收获。因为正值万物复苏之时，山上的花花草草以

及各种树木种子都开始生长起来了，于是，人们可以以插柳的方式

来表达对春天的热爱以及对传说的传承。在遍地是绿色的大地，

人们还可以荡秋千、放风筝，尽情地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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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中央 编号:Ⅸ －3

申报地区或单位:文化部

端午节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之一，在农历五月初五，也叫端

阳、蒲节、大长节、小儿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

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艾节、端五、夏节、重午等等。虽然

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

过端午节，是我国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

民族众多，部分蒙古、回、藏、苗、彝、壮、布依、朝鲜、侗、瑶、白、土

家、哈尼、畲、拉祜、水、纳西族、达斡尔、仫佬、羌、仡佬、锡伯族、

普米、鄂温克、裕固、鄂伦春等少数民族也过此节，加上许多故事

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

同的习俗。

时至今日，端午节仍是众多传统节日中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

节日。端午节现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端午节的起源和形成不是某一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发生的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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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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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赛龙舟

然产物，而是民族文化素质在民俗心态中的自然流露和反映，具体

地说是对华夏人文始祖伏彝氏创造的太极八卦学字文化———河图

洛书中的天数 25、地数 30、天地之数和 55 的俗化纪念。阴历五月

初五，当作天干地支记岁记日月时辰的数字和阴阳合和的极端是

子来经念。

端午节是全年四大节之一。五月是毒月，五日是毒日，五日的

中午又是毒时，居三毒之端。端午节又叫“五月端”。五月是整个

热天的开端，五毒蛇开始活跃，魑魅魍魉也会猖獗，这些都会给人

特别是会给无所顾忌又无抵抗能力的孩子带来灾难，必须在五月

端这天集中地为孩子消灾防毒。也有说法，说是为了纪念人类始

祖女娲，“娲”与“娃”同音，因此，人们又把五月端午节说成是“小

孩节”或“娃娃节”。

2005 年 11 月 24 日，韩国申请“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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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对中国人对中华文

化遗产的保护一次深刻的教训。

关于端午节的传说甚多，诸如: 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 ，

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月民族图腾

祭说，纪念女娲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先生

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

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

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

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

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

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屈原的故事流传最多最广，然而，屈原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记

载。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大

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

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

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

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

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

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

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

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

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



民间庆典 迈街相约看花市，却倚骑楼似画廊; 束立盆栽成列队，草株木本斗芬芳。
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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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

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

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

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

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当然还有一些传说端午节源于纪念介子推、伍子胥而流传下

来的。无论何种传说都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忠诚孝顺的传统美德。

端午节成了我国几大传统节日之一，和其他的传统节日一样，

端午节也有其自身意义，也是传承中华民族美德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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