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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的湖南，是由鞭炮、酒宴、锣

鼓、彩旗、欢笑所构成的湖南。

匀，有着便于人们在繁忙的劳动之间

进行适当休息的作用 。 所以，这几个

中国多种版本的汉语辞书上是 节日 ;最为热闹与欢乐 。

这样地解释:节日一一纪念日，传纯 湖南人民过节的方式充满着浓郁

的庆祝或祭祀的 H子 。 形成后就时间 的湖湘文化的特点，各种活动与山水情

固定，纪念、庆祝、祭祀的方式大作杆! 韵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将地方的风士人

同 ， 但各地有异 。 情进行充分地展示，具有独特的艺术感

湖南的传统节 H 基本上句个月 染力，堪称流派式的民俗遗产。 这样，湖

都有，等于说从年头到年尾部比较均 南的节日习俗也就成为湖湘文化的

匀地安排了一个个"法定"的庆祝时 个组成部分，对湖湘文化的典型性表

间，也可以说是适当地安排了群众文 现，及其繁衍与发展取到重要的作用。

化活动的时间 。 有三个白日是大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习惯的延展，

日，人们都十分认真地对待 。 这就是 传统节日的习俗也大量地融汇到公

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 。 从时间上看， 历节日之中 。 特别是劳动节 (5 月 l

元宵节(正月十五)至端午节(五月 日)、民|庆节( 1 0 月 l 日)时，国家均

初五)之间的日子为 3 个月 20 天， 法定了 7 天长假的休息，使传统节日

端阳节至中秋节(八月十五〉之间的 的许多活动在这期间内开展 。特别有

日子为 3 个月 10 天，中秋节至小年 意思的是，这两个节日分别与端午

(腊月二十四〉之间的日子为 4 个月 节、中秋节在时间上特别接近。

10 天 。 这样的设置在一年中比较均 旅游湖南，走进湖南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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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俗称尔节为过年 。

湖南人习惯的过年时间比较长，

包括送旧岁与迎新年两个部分 。 技~f )1.: 

半: 1 记载，清代的春节从头年的腊八 '1)

(农 j对寸 . ~ )=j初八)开始，到次年的

)G宵节ClF)J I/i.) 纣束 : 情末宅民

|司期 rllJ ，起始时 r"J 为小年( 1 ---:. 月

I'P肘，生元宵节结束:解放后，政府

规定机关在春节期间放假飞天，何

般群众仍习惯以头作JH1 月 ~ 1 - 八左

右开始休息，于次年 l仨 )J 初 li 结束，

再在元宵竹休息 天，农村过年的 1 1>]

ruJ 仍然;长 J飞 。

过去 ， 在腊八节这→天，人们斤

始为过年作准各 。 杀挤、鸡、 '11鸣、 J屿，熏

制成阶货，尾里厚，外打们 F/ I~等等 。

后来，入们习惯从W'f月 -. I.pqij

)]日天开始过年 。 Jh'1八 '!'í ;J I)天开始所做

的事，便移到从这天开始。 当然 ， 这时

~准备的事更多 。

除夕这天被人家认同只~U年的

正式开始。这天的主要任务有两件

'l~ 。 是办 IJi年饭，每东占H)要尽家底

i;JJ用最高规格的菜肴，既宰杀新鲜

的，山拿出~制阳存的，可谓鸡鸭龟

肉、Ll I 珍海l床大展览 。 各地备桨有臼

U的特点，有的必小可少芋头，寓忘

"遇头吉样有的要 l医生主卡和青菜，

农示来年家中"消清育占有的豆E

JTJ 桂花、花 I-，~- 汤剧 ，图的是" 富贵国

圆有的贝IJ用上整条鱼，们吃饭时扎

能用筷 f点 点凶吃， )J'~后每餐端出

米自要端到止片 ， .六那天才能

l毡 ， 其说法是为的"连年有余" 。 另

件主要的事就是守岁 。 守岁时特别讲

究烤火 。 民间有"三 卜的火，卡五的

灯"的说法。 全家人围坐，长辈向小辈

发"Lt:岁钱吃年糕或槌粗。 到半仪

l ' ...:. ).'.~辛'1'11>]放鞭炮或焰火，称作"开
ft:. 门" 。 这晚上要尽量做到天，克 ， 获得

守岁的欢愉 。

粉1年 11二 月初 '早晨 。 开i' J 时，~

放鞭炮，称作"开YU 门" 。 有的地方在

平晚 II'J 准备 e些稻草或柴禾靠放在

大 i' J 上，开门时就会有柴禾倒进 i' J 
米 ， 11俞为".ìtt财" 。 从这天开始拜年 。

民 r8J 干了"初 - ]崽，初二 良lí ( F!1l女婿) , 

fJJ =衫'Jpq拜地方"的说法。

1五月初五那天，又要办隆重的酒

宴，用的菜肴与团年饭的大致相同。

同时，从初六那天开始，各种文艺活

动活跃起来，耍花灯、舞龙、舞狮、打

地花鼓、唱戏等等，各种活动至元宵

节那天形成高潮。

元宵节以观看龙灯、花鼓为主

体，同时还要吃元宵(即汤圆〉。元宵

的馅种类繁多，各地有各地的特色，

主要为甜品，有甜甜蜜蜜、团团圆圆

的寓意。

"ι. 

‘… .. 

~ 



..L.田

• F 

" 

理噩噩噩噩噩疆

长沙地区人们每过年过节，以汉

族习俗为主。 长沙过年的习俗其实很

大程度代表湖南的春节习俗 。 现在，

就氏沙除春节外的一些传统节日习

俗进行简要的介绍 。

中和节 二月初二。 民间称龙头

节，俗语龙抬头 。老百姓将这天所食的

食物冠以龙字，如称面条为龙须面 ， 食

饼叫龙鳞饼。 后来又称此日为土地神

生日 ，人们常用猪头祭土地神 。

花朝节 二月|五。 相传唐代以

这天为花i:ï月 ，即百花生 i二| 。 宋代此 |才

有扑牒之戏，明清时湖南有贺花神、

出售花木等活动 。 氏之l、女子有在这天

穿耳的习俗。

三月三 秦汉时期，每年二月上

旬巳曰(称上巳日) ，人们要到水边

举行招魂穰灾仪式。 后来， '" 1仅鼠曲菜

汁作羹以庆时气" 。 后演变为

"三月三，地菜子煮鸡蛋"之俗 。 地菜

f-l'l ll荠菜 ， 有明日、理脾胃之功能。

四月八 这天为佛祖释迦牟尼

丘t 日 ， 长沙古有造乌米饭〈俗称青精

饭)之习俗 。 无子者往佛寺许愿乞儿。

-些地方将写有"四月八 ， 佛祖先:毛

姑娘，请上天"的纸条呈 "卜" 字形贴

于厅堂廊亭处，据说可防毛虫瓦姐。

蜡阳节 五月初五。是与春节、

巾秋并列的民l'aJ重要节日 。家家户户

都准备很多包子、棕子、盐蛋 ， 饮雄黄

酒 ， 饭后将酒撤墙边屋角 ， 涂抹儿童

额头、肚脐。 出嫁女儿向娘家送蒲扇、

棕子、包子等，男女换上节 H盛装，到

外婆或其他亲戚家送节、看龙船 。 东

汉初 ， 长沙、 - 1g:就有了用等叶包裹，

外缠五彩丝的棕子了 。 如此说来，吃

棕于一俗，应 (1 长沙始 。 为纪念屈原，

将龙王接上船头，竟渡开始 。 赛事至

傍晚犹酣 ， 有的子初六 i才川1赛，赛毕

举行送龙王仪式。 民 [日I 以为划龙船可

攘灾(古人认为五月是恶片 ， 多灾) 。

长沙人习惯在端阳熏蚊香、在术、芸

番等，以除疫忐才lí; 用甘平、金银花、

土夜苓等药物煮蚕豆或鸡蛋f毡，据说

有清热解寄去风湿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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