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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趣闻与传说》

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节日趣闻与传说》选取中国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影响深远的主要传统节日，介绍其起源
，概述其传说，钩沉其趣闻，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极具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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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压岁钱”的传说故事古时候，有一种小妖叫“祟”，大年三十晚上出来用手去摸熟睡着的孩
子的头，孩子往往吓得哭起来，接着头疼发热，变成傻子。因此，家家都在这天亮着灯坐着不睡，叫
做“守祟”。有一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心肝宝贝。到了年三十夜晚，他们怕“祟”来害孩子，就
拿出八枚铜钱同孩子玩。孩子玩累了睡着了，他们就把八枚铜钱用红纸包着放在孩子的枕头下边，夫
妻俩不敢合眼。半夜里一阵阴风吹开房门，吹灭了灯火，“祟”刚伸手去摸孩子的头，枕头边就进发
道道闪光，吓得“祟”逃跑了。第二天，夫妻俩把用红纸包八枚铜钱吓退“祟”的事告诉了大家，以
后大家学着做，孩子就太平无事了。原来八枚铜钱是八仙变的，暗中来保护孩子的。因为“祟”与“
岁”谐音，之后逐渐演变为“压岁钱”。到了明清，“以彩绳穿钱编为龙形，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
小儿者，亦谓压岁钱”。所以一些地方把给孩子压岁钱叫“串钱”。到了近代则演变为红纸包一百文
铜钱赐给晚辈，寓意“长命百岁”。对已成年的晚辈红纸包里则放一枚银元，寓意“一本万利”。货
币改为纸币后，长辈们喜欢到银行兑换票面号码相连的新钞票给孩子，祝愿孩子“连连高升”。万年
创建历法的传说相传，在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就有了把节令定准的打
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荫下休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
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
又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
时的长短就重复一遍。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日
晷和漏壶去见祖乙，对他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
，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希望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
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
，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
十二圆。祖乙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
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
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
，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贴春联
和门神的传说据说贴春联的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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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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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则表达自己的美好心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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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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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皇后巧言消祸的传说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有一年正月初一微服出行
，来到淮西一个小镇上，见一大群人聚在一起不知在看着什么，便也好奇地挤了进去。发现原来是在
观看一幅漫画，画面上绘的是一个赤脚女人抱着一个大西瓜。画的本意是取笑淮西妇女大脚（因古代
妇女以缠足为美）。因马皇后便是淮西女人，并且是个大脚，朱元璋由此认为，这是有人在故意取笑
他的马皇后。回到宫里，朱元璋立即召集手下人彻查此事，查清此画为何人所绘，哪些人曾去围观。
对于没有围观的住户，朱元璋命其在门上贴一个“福”字作暗记，对于没有贴“福”字人家，即派御
林军前去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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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才发现中国节日有很多。。。好多都流失了
2、老师让看的书籍，孩子兴趣不大。
3、内容很好 介绍的节日比较全 而且不生涩 就是纸质 不好 有折页  不过总体上 还是可以的
4、一般化，只能作为了解一下。
5、浅显而不易懂，没有挖出深度，一般般的书。
6、这本书非常的啰唆，看的头都晕了。唉！大陆就是大陆。非常后悔买了这本书。
7、了解中国的许多节日的风俗,收获很大.
8、孩子对内容很感兴趣
9、学到了好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10、有些地方自相矛盾
11、看了看感觉还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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