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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华

“新年到，穿新衣，戴新
帽；舞龙灯，踩高跷，迎财神；
大家乐淘淘，一起迎接新年
到。”你是否还记得儿时曾经
唱过的这首童谣？穿新衣服、
讨压岁钱、放鞭炮、吃年糕，
儿时的我们是否都经历过？
随生活水平的提高，洋节以
及人造节日的崛起，很多传
统节日渐受冷落，即便如此，
过年这个作为中国最古老的
节日，永远是民间最隆重、最
热闹的传统节日。

春节又叫阴历 (农历 )
年，俗称“过年”。相传在远古
时候，我们的祖先曾遭受一
种最凶猛的野兽的威胁。这
种猛兽叫“年”，它捕百兽为
食，到了冬天，山中食物缺乏
时，还会闯入村庄，猎食人和
牲畜，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人
和“年”斗争了很多年，人们
发现，年怕三种东西，红颜
色、火光、响声。于是在冬天
人们在自家门上挂上红颜色
的桃木板，门口烧火堆，夜里
通宵不睡，敲敲打打。这天夜
里，"年"闯进村庄，见到家家
有红色和火光，听见震天的
响声，吓得跑回深山，再也不
敢出来。夜过去了，人们互相
祝贺道喜，大家张灯结彩，饮
酒摆宴，庆祝胜利。为了纪念
这次胜利，以后每到冬天的
这个时间，家家户户都贴红
纸对联在门上，点灯笼，敲锣
打鼓，燃放鞭炮烟花；夜里，
通宵守夜；第二天，大清早互
相祝贺道喜。这样一代一代

流传下来，就成了“过年”。
在漫长悠久的历史岁月

中，春节从萌芽到定型，不断
发展，形成独具中华民族特
色、丰富多彩的习俗。春节期
间，我国各个民族都要举行
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
动均以祭祖敬老、感恩祈福、
阖家团聚、除旧布新、迎禧接
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其
中，过年守夜、贴春联、放鞭
炮、敲锣打鼓成为最基本的
习俗。而在地大物博的中国，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其在风
土人情的差异下庆祝春节的
习俗也各不相同，带有浓郁
的民族特色。

身处较高纬度的东北地
区，除了祭拜先祖和天地、放
鞭炮，还放孔明灯、刻冰雕、
在冰窟窿里放蜡烛守夜，这
独有一番冰与火的庆年方
式。身处江口海边的江沪地
区，大年三十当天，去庙宇祭
拜神灵的百姓人山人海，而
且，初四晚上12点过后为财
神烧香祭拜，这种庆年方式
是不是看起来透着黄金味
儿？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一
带，是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
的地区，地表落差大的地形
条件和气候条件下，年俗也
呈阶梯状分布。杀年猪、请春
客、吃年糕、跳民族舞蹈成为
他们相似的民俗。

其实，年俗，你做还是不
做，它就在那里。春节对于很
多年轻人来说已经变成一个
假期。“假期而已！”或是宅在
家里吃吃喝喝一睡而过，或
是漂洋过海去国外潇洒7天，

或是被加班安排略过春节。
春节已不再是一家人固守在
火炉旁守岁，旧节新过也成
为不错的选择。

如今，好多人都在抱怨：
年味越来越淡了。其实，传统
过年像“悠闲长假”，过年忙
乱半年。腊月就忙年，直到过
元宵才完。开放后，中国人生
活富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已成过去，吃喝用穿不愁了，
心中那对“过大年 .放鞭炮；
穿新衣，戴新帽”的渴望消失
了。平时为奔小康工作学习
都很忙，自然不可能像过去
靠忙年体验年味儿。

节俗是指一个民族或地
区的过节习俗，是具一定流
行范围、时间或流行区域的
意识行为。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节俗一直以主题不变
应形式万变中。年味儿也
无绝对化浓与淡，因新旧
习俗的确无法比较。当一
个时代变革，自然会带来
生活方式改变，也会带来新
旧习俗碰撞，一些旧俗消失
日也是新俗诞生时。

与此同时，相关民俗专
家则表示，要改变对年味儿
的恋旧理解，赋予新的年味
儿内涵，这是与时俱进的理
念。善忆过去谈年味者往往
是老人恋旧梦，也有些守旧
学者复古心理。其实年味
儿只是种形式。当今人们
对 文 化 的 需 求 已 发 生 变
化，切莫一味守护在传统
字眼里忆旧，对其理解要与
时俱进，让过年莫成模仿古
人生活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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