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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节日》

内容概要

《中华传统节日:春节》选取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元素，以故事为主线展开，立足于真实的民间
生活，自然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读者在阅读中既感受到温暖和爱，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唤起心灵深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并长存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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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节日》

书籍目录

第一章春节概述 第一节春节 一、中国现行“春节”的确立 二、春节是一个年节系列 三、春节节日假
期 四、春节的灵魂 第二节除夕 一、除夕的年夜饭 二、贴春联、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三、除夕食俗 
四、除夕的禁忌 五、换个眼光看禁忌 第二章起源变迁 第一节春节探源 一、起源时间 二、进化过程 三
、变迁历史 第二节春节来历传说 一、万年创建历法说 二、熬年的传说 三、阿山和阿水勇斗怪兽“年
”  四、神仙老人勇斗怪兽“年”  五、弥勒佛造福人间 六、弥勒佛和如来佛相争 第三节源远流长 一
、春节有4000多年历史 二、除夕夜守岁、压岁和踩岁源自晋代 三、初七是“人日”已经两千年 第三
章传说典故 第一节春节传说 一、起源传说 二、倒贴“福”字的传说 三、“腊八”和“灶王爷”的传
说 四、“破五”的传说 五、发“压岁钱”的传说 六、春节食品传说 七、七郎射“夕”的传说 八、三
国战争中的除夕 第二节春节典故 一、吃年糕的来历 二、“正月不剃头”说法的来历 三、饺子、爆竹
和门神的由来 四、农历一月为何叫“正月”？  五、除夕夜“三星高照”  第四章风俗习惯 第一节常见
习俗 一、祭灶神、扫尘和贴年画 二、除夕守岁、踩岁和压岁钱 三、放爆竹和拜年 四、占岁、贴画鸡
和聚财 五、逛庙会、观社火和中国结 第二节节日流程 一、腊月廿九和大年三十 二、正月初一和初二 
三、正月初三和初五 四、正月初七和初八 五、正月初九、初十、十一和十五 第三节春节食俗 一、饺
子 二、春饼 三、年糕 四、新春三道茶 五、春节与酒 六、我国少数民族的春节食俗 第五章地域差异 
第一节省市习俗 一、江苏的春节习俗 二、河南的春节习俗 三、东北三省的春节习俗 四、福建的春节
习俗 五、广西的春节习俗 六、河北的春节习俗 七、陕西的过年习俗 八、重庆的过年习俗 九、老北京
的春节庙会 十、湖北的春节习俗 第二节地区习俗 一、温州的过年习俗 二、潮汕地区的过年习俗 三、
孔府年节 四、广西玉林的年俗 五、广东鹤山的春节习俗 六、绍兴的过年习俗 七、青岛的春节习俗 八
、各民族的春节习俗 九、少数民族春节体育活动 第三节海外习俗 一、台湾的春节习俗 二、香港习俗 
三、新加坡华人的春节习俗 四、马来西亚华人过春节 五、丰富多彩的亚洲“年文化”  第六章春节文
化 第一节春联 一、我国百姓的春联情结 二、写春联的要求 三、应该如何选择春联 四、春联精选 第二
节年画 一、年画的悠久历史 二、苏州桃花坞年画 三、天津杨柳青年画 四、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 五、
四川绵竹年画 六、其他年画 第三节春节诗歌 一、元旦诗歌简介 二、元旦诗歌选 三、除夕诗歌简介 四
、除夕诗歌选 第四节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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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节日》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正月初三和初五 正月初三是女娲造羊的日子，故称“羊日”。在这一天里，
人们不能杀羊，如果天气好，则意味着这一年里，羊会养得很好，养羊的人家会有个好收成。 旧时初
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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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以为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一天祝祭祈年，且禁食米饭。 宋真
宗大中祥符元年，因传有天书下降人间，真宗下诏书，定正月初三日为天庆节，官员等休假五日。后
来称小年朝，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相同。 在中国南方，大年初三的早上要贴“赤口”（
禁口），认为这一天里易生口角，不宜拜年。所谓“赤口”，一般是用长约七八寸、宽约一寸的红纸
条，上面写上一些出入平安吉利的话（格式：“公元一九九四年岁次甲戌正月初三日当对神前香火前
门钉断四方男女赤口贼盗火星一切祸灾归天大吉大利”），贴在前门和后门的门顶上，另外有一张是
放在垃圾上面，挑到外面倒掉。这些垃圾是初一初二两天积下来的，一定要到初三才一起清理倒掉，
否则，等于把家中的金银财宝向外流一样。 总之，贴“赤口”，是使人们心理上觉得一年到头都能出
入平安，不与人发生口角或各种不幸的灾难，家中多多招财进宝，万事如意。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
民间有吃饺子的习俗，寓意着招财进宝。按照旧的习惯要吃“水饺子”（北方叫“煮饽饽”）五日，
如今有的人家只吃三两天，有的隔一天一吃，然而没有不吃的。古时从王公大宅到街巷小户都如是，
就连待客也如此。 妇女们也不再忌门，开始互相走访拜年、道贺。新嫁女子在这一天归宁，即回娘家
看望父母。民俗一说破五前诸多禁忌过此日皆可破，一说破五这一天不宜做事，否则本年内遇事破败
。破五习俗除了以上禁忌外，主要是送穷，迎财神，开市贸易。 南方人在正月初五祭财神。民间传说
，财神即五路神。所谓五路，指东西南北中，意为出门五路，皆可得财。 每到过年，人们都在正月初
五零时零分，打开大门和窗户，燃香放爆竹，点烟花，向财神表示欢迎。接过财神，大家还要吃路头
酒，往往吃到天亮。大家满怀发财的希望，但愿财神爷能把金银财宝带来家里，在新的一年里大发大
富。民间以为接路头，越早越好，最早接到的才是真神，特别灵验，因此叫“抢路头”。有的地方，
真的在元日初四便“匆匆抢路头”了，且相沿成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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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传统节日:春节》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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