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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春节》

前言

春节作为中华第一节，她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有着特殊的位置。说特殊，因为她不像一般的生活文
化现象，可以简单替换或改变。春节，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她负
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是亿万中国人聚合情感的重要时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回家团聚
，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过年不仅在于享受与亲人久别重逢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寻求文化的
归属感与心灵的慰藉。中国人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有着相似的文化功用，而且春节更富于人情伦理色
彩。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期间，人们以鞭炮的声响、年画春联的色彩、龙腾狮舞的跃动、迎春锣鼓的喧
闹，来迎接中国新年。中华民族是温柔敦厚、内敛传统的民族，同时也是奋发进取、求变趋新的民族
。春节作为中国的时间标志，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情怀与更新意识。一年一度的农历春节，既是
中华儿女温习家族传统、重演回归仪式的时机，也是振奋精神、迎接未来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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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春节》

内容概要

《话说春节》主要内容：春节作为中华第一节，她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有着特殊的位置。说特殊，
因为她不像一般的生活文化现象，可以简单替换或改变。春节，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强
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她负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是亿万中国人聚合情感的重要时机。“有钱没钱，回
家过年。”过年回家团聚，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过年不仅在于享受与亲人久别重逢的快乐
，更重要的是寻求文化的归属感与心灵的慰藉。中国人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有着相似的文化功用，而
且春节更富于人情伦理色彩。
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期间，人们以鞭炮的声响、年画春联的色彩、龙腾狮舞的跃动、迎春锣鼓的喧闹，
来迎接中国新年。中华民族是温柔敦厚、内敛传统的民族，同时也是奋发进取、求变趋新的民族。春
节作为中国的时间标志，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情怀与更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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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春节》

作者简介

萧放，男，湖北黄冈市英山县人，1960年11月生。1983年、1986年先后在湖北大学本科、江西师大研
究生毕业获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开始在江西师大、湖北大学担任科研教学工作，1989年任讲
师职务。1991年至1992年在北京师大中文系作访问学者。1993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入北京师范
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1999年6月获民俗学
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继续跟从钟敬文教授在北京师大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
究工作。2001年4月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博士后》杂
志编委。 近年来，萧放先后承担了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民俗文化学、中国民俗学史、民俗学、民
间文学等大学本科与研究生课程。同时，在科研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曾主持、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
级科研课题。在省级以上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4部，曾参加《民俗学概论》、
《中国文化概论》的编写，以及古籍校注编译若干部。曾获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研究生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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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春节》

书籍目录

一、春节的起源二、春节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1.汉代的正旦2.魏晋南北朝的元正3.隋唐的元日4.宋元明
清的元旦5.近代以来春节的沉浮三、春节传统习俗举要1.送旧年2.过大年3.迎新年4.新春礼俗5.正月十五
“闹元宵”四、文艺作品中的春节1.古代诗词中的春节2.古代小说中的春节五、春节的现代意义1.春节
是聚合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2.春节是滋养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方式3.春节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
资源4.春节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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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春节》

章节摘录

二、春节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从汉代确立正月初一为岁首开始，春节在中国已经有了两干多年的历史
。它与农耕、祭祀有着密切关系，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虽然，因为朝代更替、时
代变化，“春节”的名字和习俗有所不同，但人们对这个节日的重视却延续了几千年。1.汉代的正旦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脱离了早期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人们的岁时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依
从自然月令的时间习惯逐渐改变，岁时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协调性受到关注。作为岁首的春节，在秦汉
以后社会意义明显，朝廷将岁首作为展示与加强君臣之义的时机，民间则视之为乡里家庭聚会的良辰
。秦代至汉中期，岁首在夏历十月，十月初一为新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将岁首之月确
定在建寅之月（即夏历正月），此后历代相沿。这样与四时中的立春节气接近，一年之始与四季之始
的时间基本合拍，岁首新年与新春同时庆贺。秦朝的十月新年在汉朝称为“秦岁首”，其庆贺礼仪活
动也保存了下来。《荆楚岁时记》中仍有南朝时“秦岁首”吃黍米、肉羹的记载，再到后世，“秦岁
首”演变为“寒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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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春节》

编辑推荐

《话说春节》向中外读者献上了一幅中华民俗风情的纸上长卷，全面介绍春节的起源、历史发展和各
地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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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春节》

精彩短评

1、叙说了从古到今我国传统的第一大节日“大年”——春节。虽然时间流逝几千年，但从古到今我
国人民的过年情节没有一点淡化，反而更浓。这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通过阅读了解了许多鲜为
人知的趣闻轶事，各个朝代、各地人民过节的习惯和由来。过瘾！买得不亏，值得一读。这也是一种
传承。
2、很喜欢，大长知识，书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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