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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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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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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春节简介

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
年”。这是我国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
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
动。按照我国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
朔、元旦等，俗称年初一，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
的一月一日称为元旦，把农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

春节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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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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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舞地迎接这
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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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人们使年俗庆祝活动变得异常丰富多彩，
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年三十，民间把这段时间
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卫生，是
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然后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
货，节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于采购物品，年货包括
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都要采买充
足，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小孩子
要添置新衣新帽，准备过年时穿。

在节前要在住宅的大门上粘贴红纸黄字的新年寄
语，也就是用红纸写成的春联。屋里张贴色彩鲜艳寓意
吉祥的年画，心灵手巧的姑娘们剪出美丽的窗花贴在窗
户上，门前挂大红灯笼或贴福字及财神、门神像等，福字
还可以倒贴，路人一念福倒了，也就是福气到了，所有这
些活动都是要为节日增添足够的喜庆气氛。

春节的另一名称叫过年。在过去的传说中，年是一
种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想象中的动物。年一来。树木凋
敝，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年如何才能
过去呢？需用鞭炮轰，于是有了燃鞭炮的习俗，这其实也
是烘托热闹场面的又一种方式。

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离
家在外的孩子在过春节时都要回家欢聚。过年的前一
夜，就是旧年的腊月三十夜，也叫除夕，又叫团圆夜，在这
新旧交替的时候，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除夕晚
上，全家老小都一起熬年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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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在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的做法是先和面，
和字就是合；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又
取更岁交子之意。在南方有过年吃年糕的习惯，甜甜的
粘粘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步步高。

待第一声鸡啼响起，或是新年的钟声敲过，街上鞭炮
齐鸣，响声此起彼伏，家家喜气洋洋，新的一年开始了，男
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盛装，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寿，节
中还有给儿童压岁钱，吃团年饭，初二、三就开始走亲戚
看朋友，相互拜年，道贺祝福，说些恭贺新喜、恭喜发财、
恭喜、过年好等话，祭祖等活动。

节日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家各户，也充满各地
的大街小巷，一些地方的街市上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演
社火，游花市，逛庙会等习俗。这期间花灯满城，游人满
街，热闹非凡，盛况空前，一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
后，春节才算真正结束了。

春节是汉族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满、蒙古、瑶、壮、白、
高山、赫哲、哈尼、达斡尔、侗、黎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也有
过春节的习俗，只是过节的形式更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更
蕴味无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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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由来与传说

人们对春节和年的概念，开始的时候来自农业，古时
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说文·禾部》：“年，谷熟
也”。在夏商时代产生了夏历，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月，
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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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汉才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
今天。但古时的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旦”，直到中国近代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顺应农时和便于统
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团体
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农历的正月初一
称春节。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新中国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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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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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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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
高潮。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期间，我国的汉族和大多数
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大多以祭祀
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
容。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春节传说之一：守岁

人们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全家点灯熬夜迎接新
的一年到来，这就是除夕守岁，俗称“熬年”。探究这个习
俗的来历，在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
人们管它们叫“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
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
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
动规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
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
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
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
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
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
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
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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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
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
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
的习惯。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
的诗文。“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
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
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

春节传说之二：贴春联和门神

贴春联的传统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
期，这是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
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
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
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
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
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
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
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
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
荼、郁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
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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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
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
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
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
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
心愿。

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
着贴门神的习惯。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
鬼怪都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
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禀性和不凡的
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是他们的天性和责
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所
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
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来的鬼魅战斗。由于
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
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
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
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
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
有鬼魅骚扰了。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
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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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习俗

春节是我国一个最为古老的重要节日，也是全年最
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
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
至今。

扫　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根据《吕氏春秋》描述，
我国曾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
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
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
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
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
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
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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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春联

春联人们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
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
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
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
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
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
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
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
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
“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
“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
“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具、影壁中。

年　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都很普遍，浓墨重彩的年画给
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
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
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
“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