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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贴春联

春联，就是写有关春节的吉语。

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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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

民族艺苑中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

春联的起源，可追溯到 2000 多

年前战国时期的“桃符”。那时每逢

过年，人们总是用两块桃木板刻上

神荼、郁垒两位神将的像，挂在门

旁以驱鬼避邪。这是因为相传在东

海度朔山上有一棵大桃树，树下有

神荼、郁垒二神，能避百鬼。到了

宋代，春节时贴春联已成了一种普

遍习俗。王安石在《元日》诗中说：“千

门万户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改用红纸书写春联的风俗，始

于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不仅自己酷爱

对联，而且也要别人喜欢。在明朝初

年的一个除夕，他传旨文武百官和平

民百姓，每户都要张贴春联一副。圣

旨传出后，他又在京都微服察访，发

现有户人家未贴春联，进门一问，才

知道姓苗的这户人家因无人会写字，

又请不到别人代写，正在为这事发愁。

朱元璋听了，便笑着说 ：“我给你们

 春节时中国家庭都要贴上红纸春联

 窗花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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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副吧 !”于是他根据户主阉猪这一职

业，在主人铺开的红纸上挥笔写下“双

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这副

对联。此后，这一习俗被各朝仿效并流

传下来——除夕，家家户户都要贴红纸

春联。

另外，关于对联还有一个传说 ：相

传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

长头尖角，凶猛异常。“年”兽长年深居

海底，每到除夕，就爬上岸来吞食牲畜

伤害人命，后来终于被一个白发老人制伏

了。原来“年”兽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

白发老人驱逐“年”兽的法宝就是贴红

对联和放鞭炮。从此，每年的除夕，家

家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

守更待岁。

 拜年的习俗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

种方式。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

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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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一般从家里开始。初一早晨，

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

福长辈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

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

岁钱”分给晚辈。给家中长辈拜完

年后，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

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四

季如意”“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

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

年或相邀饮酒娱乐。

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

中描写北宋汴京时云 ：“元月一日年

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

相互庆贺。”明中叶陆容在《菽园杂

记》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

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

谓之‘拜年’。”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 ：“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

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

时亦互相往拜于门……”

在古代，上层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投贺的习俗。当时士大夫对有些关系不

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写有受贺

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

明代人们以投名谒代替拜年。这里所言的“名谒”即今天贺年卡的起源。

贺年卡可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既方便又实用，至今仍盛行不衰。

大约从清朝时起，拜年又添“团拜”的形式，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

“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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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糍粑招待远方的客人

 吃年糕的风俗

年糕是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食品，每到春节期间，好多地区都有吃

年糕的习俗。年糕是用糯米掺豆沙、红枣、青丝等制成的。它

除了可以蒸、炸之外，还能炒或煮着吃。

年糕的种类也比较多 ：中国的北方

城镇有白糕、黄米糕，江南有

水磨年糕，西北地区有糯粑粑

等。中国人过年时吃年糕的

习俗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

而说起它的起源，还与一段感

人的传说有关呢 !

在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

的都城。吴国国王夫差为了抵

抗敌国——越国的入侵，就对

他手下的大将伍子胥说：“赶快

召集百姓，筑一道坚固的城墙把苏州

城围起来。这样，越国就很难攻下苏

州了。”

伍子胥非常有才干，在他的领导

下，一座坚固的城墙很快就修好了。

吴王见了大喜，说 ：“从今天起，我

就可以放心享乐了 !”从此，吴王整

日在宫中寻欢作乐、喝酒游玩，把治

理国家的大事全抛在了脑后。

伍子胥见吴王如此昏庸，非常担  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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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他几次来见吴王，劝说道 ：“一个君主应该以国事为重，倘若沉迷于酒宴，

国政必然荒废。一旦敌国入侵，国家就很危险了。”吴王不仅听不进伍子胥的忠言，

反而勃然大怒，说伍子胥制造国家会灭亡的危言，命令伍子胥自杀谢罪。

伍子胥悲愤交加，临死时对身边的人说 ：“吴王昏聩，吴国必将灭亡。当苏

州城被围后，若遇饥荒，可在城门下掘土三尺，自会找到食物。”

伍 子 胥 死 后 不 久， 越 国 果 然 大 举 进 攻 吴 国。 吴 军 大 乱， 连 连 溃 退，

最 终 苏 州 城 被 层 层 包 围 起 来。 被 围 困 数 月 之 后， 苏 州 城 中 的 军 民 因 缺 吃

少 食， 大 量 军 民 被 饿 死。 这 时， 忽 然 有 人 记 起 了 伍 子 胥 的 遗 言， 于 是 拆

墙 挖 地， 发 现 做 墙 基 的 砖 不 少 是 用 糯 米 浆 制 成 的。 人 们 用 它 煮 食 充 饥，

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为了纪念伍子胥，从此每逢过年，人们就用糯米制成砖形的糕，并叫它

年糕。

 耍狮子

耍狮子是中国一种

流传广泛，并深受老百

姓欢迎的娱乐节目。在

古代，每逢过年、过节，

街头巷尾就会出现耍狮

子的热闹场景。

那么，耍狮子的习

俗是怎么形成的呢？

相 传， 在 公 元 76

年（汉朝时期），西域（即

现在的新疆和新疆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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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有个小国家，名叫大月氏国。当时汉朝很强大，大月氏国较弱小，因

而大月氏国必须向汉朝皇帝进贡。对此大月氏国的国王很不服气。有一天，他

派人向汉朝进贡了一头“金毛雄狮子”。大月氏国的国王还扬言 ：“你们汉朝要

是有人能驯服这头猛兽，我们就继续向你们进贡 ；假如你们没人能驯服它，我

们就将不再向你们进贡，并和你们断交。”

汉朝皇帝闻听此言，很着急，赶紧选了三个最勇敢的人驯狮。哪知金毛狮

野性极大，三个驯狮者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制伏它。

有一天，在驯狮的过程中，被激怒的金毛狮野性大发，横冲直撞，向人猛

扑过去，眼看一场狮吃人的悲剧就要发生了。这时，一个在旁的宫人在情急之中，

抄起一根大木棒，向狮子猛打过来。在他人的协助下，宫人打死了狮子。

狮子死了，该怎么向皇上交代呢？为了逃避惩罚，宫人便剥下狮子皮，让

他的两个兄弟装扮成狮子，由他自己引逗着跳舞。

宫人与他的兄弟们表演得很逼真，不仅汉朝皇帝以为金毛狮真的被人驯服

 耍狮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