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我国最热闹的传统节日，春节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春节

由虞舜兴起。公元前2000多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

员，祭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据说这就是农历新

年的由来，后来叫春节。

古古代代年年节节歌歌
岁岁旦旦在在迩迩，，席席铺铺百百货货，，画画

门门神神桃桃符符，，迎迎春春牌牌儿儿…………，，士士
庶庶家家不不论论大大小小，，俱俱洒洒扫扫门门闾闾，，
去去尘尘秽秽，，净净庭庭户户，，换换门门神神，，挂挂
钟钟旭旭，，钉钉桃桃符符，，贴贴春春牌牌((福福字字))，，

祭祭把把祖祖宗宗，，二二十十三三祭祭灶灶天天，，二二
十十四四写写联联对对，，二二十十五五做做豆豆腐腐，，
二二十十六六割割年年肉肉，，……，，初初一一初初二二
磕磕头头儿儿，，初初三三初初四四耍耍球球儿儿，，初初
五五初初六六跳跳猴猴儿儿……。。

古古代代年年节节歌歌中中谈谈到到的的过过
年年习习俗俗用用在在鲁鲁南南相相对对合合适适。。
在在涉涉及及年年俗俗的的总总体体内内容容是是对对
的的，，只只是是在在具具体体执执行行上上有有出出
入入。。综综观观鲁鲁南南现现有有的的过过年年习习

俗俗，，对对比比文文献献中中留留下下来来和和人人
们们口口头头流流传传的的过过年年习习俗俗要要求求
比比较较突突出出地地表表现现出出三三个个特特
点点：：内内容容简简洁洁、、要要求求放放宽宽、、意意
义义上上新新增增寄寄托托。。

贴贴春春联联
春联，起源于桃符。桃符

主要是为辟邪，在周代表现
为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
桃木板。据《后汉书、礼仪志》
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
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
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
名仙木，百鬼所畏。”所以，清
代《燕京时岁记》上说：“春联
者，即桃符也。”从桃符到春

联有个渐变的过程。五代时，
西蜀的宫廷里，有人在桃符
上题写联语。据《宋史、蜀世
家》说：后蜀主孟昶令学士章
逊题桃木板，“以其非工，自
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
节号长春’”，这便是我国的
第一副春联。直到宋代，春联
仍称桃符。与春联同时贴在
门上的还有门神。门神即“神

荼”、“郁垒”二神，后来民间
也画一些所熟知的英雄或神
话人物做门神，如尉迟恭(敬
德)和秦琼(叔宝)。

鲁南的春联基本如是。
人们一般在二十九或三十
贴，春联的内容从风景、家
训、美好愿望到党和国家的
富民政策等五花八门都有。
除此之外，有的人家把门神

换成财神爷，或贴招财进宝
童子像、年年有余童子像；老
人家门口被子女贴上寿星像
等，表明了人们在贴门神和
春联时，突破了局限，把自己
多样化具体化的愿望通过这
些更直白地表达了出来，很
富有时代特色。而有心的孩
童也能从春联和门神画中学
到很多知识。

放放炮炮驱驱鬼鬼

爆竹的起源很早，至今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
在南朝时期就有详细的记
载。梁代的《荆楚岁时记》中
说：“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
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
鬼。”这是最早关于“爆竹”的
说法。人们最早燃爆竹是为
了驱除妖魔鬼怪，从这里也

可以看出人们在春节期间进
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祈
求平安而进行的。

唐初，将硝石装入竹筒
中燃放，这便是装硝爆竹的
最早雏形。以后火药出现，人
们将火药填充在竹筒内燃
烧，产生了“爆竹”。到了宋
代，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

麻茎裹火药编成串做成“编
炮”(即鞭炮)。

旧俗有守岁的说法，在
鲁南则称“熬财”。人们认为
谁在除夕这晚熬夜熬得越
久，谁的财就越多。所以只要
能熬夜的，大家都很晚才“发
子”(放鞭炮、开始祭天)，有的
甚至熬通宵。天快亮时，还能

陆陆续续听到鞭炮声。当然
也有不愿意熬财的，夜晚十
一二点刚到，有的人家就早
早放完鞭炮，吃过年夜饭上
床睡觉去了。春节早晨，开门
大吉，先放爆竹，叫做“开门
炮仗”。爆竹声后，碎红满地，
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这
时满街瑞气，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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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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