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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暮神仙多”：

春节的神圣表情

记者：以前的春节，有很多神
秘色彩，比如敬神敬天等仪式，这
其中有哪些内涵？

张士闪：春节作为一种文化设
置，对应的是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
集中需求。这不仅通过铺张奢侈的
饮食、闲暇游乐的生活等方面表现
出来，也体现于春节期间高密度的
一系列信仰仪式活动。这类仪式活
动除了调剂生活之外，对民众日常
生活乃至整个乡土社会都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

真正意义上的春节，一般是从
灶王爷升天的这天——— 腊月二十
三揭开序幕的。腊月二十三俗称

“过小年”，从这天起直到正月十五
元宵节的一段时间，就被称作“过
年”或“大年下”。正是祭祀灶王爷的
仪式———“辞灶”，引导人们进入与
神灵交流的信仰生活之中。自送灶
神上天至除夕迎回，人世间无神管
辖，百无禁忌。祭灶过后，意味着年
节备办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每年腊
月二十三之后就要开始“扫尘”，即
年终大扫除。按照民间说法，“尘”与

“陈”谐音，扫尘是要把一切“穷运”、
“晦气”等统统扫地出门，“除陈布
新”，表达的是人们破旧立新的强
烈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美好祈求。在
大年三十这天，我国普遍流行贴挂
春联、年画、剪纸的习俗，寄寓万象
更新之意。早就洒扫一新的乡间民
舍，有了鲜艳的春联、年画、剪纸的
装点烘托，立刻发散出一种神秘、
祥和、喜庆的年节气氛。“一夜连双
岁，五更分二年”的除夕之夜，于不
知不觉中悄然来临。一些人彻夜不
眠守岁到黎明，只为体验那“爆竹
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换新春”的
神圣时刻。而在大年初一这天，人
们便会借拜年之机，走家串户欣
赏、品评各式各样的春联、年画、剪
纸。这些五颜六色的民间工艺品，
注定将陪伴千家万户历经风雨四
季、阴阳昏晓，直到下一个年节到
来时才被恋恋不舍地替换下来。

记者：祭祖是春节最重要的仪
式之一，体现了中国人对先辈的尊
重和怀念，其中还有很多规矩。

张士闪：相对于天地全神而
言，我国民众对祖先的祭祀仪式要
更加讲究，这可能与其心中“求神
不如敬祖”的观念有关。年节是祭
祖活动的集中时段，在鲁中地区，
每到大年三十下午，家族中的男人
便纷纷走向自家墓地迎请“列祖列
宗”回家过年，基本程序包括压坟
头纸、焚纸、烧香、奠酒、放鞭炮、磕
头等，一般不摆放供品。迎请至家
后，便会悬挂起家堂，摆放供品，为
刚从墓田归来的祖灵安排一个安
身之处。供品一般是“五个碗”和两
碗饺子，“五个碗”即猪头肉、粉条、
鱼、豆腐、米饭。到了大年初三天不
亮时，就要烧香磕头将祖灵送走，
家堂自然也就取下卷起藏好。之所
以要在大年初三将祖灵送走，据说
是因为要避免让有着外族外姓身

份、前来省亲的已嫁女儿“撞着”，可
能与某种传统的防范心理有关。

记者：除夕是规矩最多的一
夜，祖先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禁忌
呢？

张士闪：除夕确实“规矩”最多，
动辄犯忌，如忌说不吉利话、忌挑
水、忌掏灰、忌洗衣、忌担水、忌打碎
物什、忌骂人、忌扫地、忌泼污水于
地、忌看病、忌吃药、忌动针线等等，
而与忌睡眠有关的守岁之俗则是
其极端表现。这类禁忌习俗在全国
各地的长期流行，反映了人们在辞
旧迎新之际的某些担忧和期盼，诸
多禁忌的设置是为了保证人神之
间和谐交流的顺利达成。

在大年三十深夜子时，北方地
区讲究在鞭炮声中开始煮水饺，认
为吃了水饺才意味着确确实实地又
长了一岁。按照传统规矩，第一碗水
饺是要供奉祖先的。供奉时，家中除
了尚未出嫁的女儿，其余人等不分
男女老幼都要行叩拜礼。年夜饭里
面包含的意思就是合家团圆。像山
东黄县(龙口)一带，特别要做一张团
圆饼。一锅做一个饼，一层一层的，
很厚，最上面蒸上花，做些凤凰、龙、
刺猬之类的吉祥工艺造型等。团圆
饭讲究的是全家人都能团聚，要给
因路远不能来的家庭成员留一个
碗、一双筷子，留个位子。

正月初一凌晨，人们就开始到
家族中的长辈家里拜年。一进门，
要先拜对方家里悬挂的家堂，磕三
个头，再给家里的老人磕头拜年。
此时，最活跃的是各家孩童，他们
纷纷跑去给本家的长辈磕头，要实
实在在地跪下，清清楚楚地磕头，
长辈便会给他们数目不等的“压岁
钱”，又叫“百岁钱”。而到正月十五
的黄昏，每家还会到自家坟前祭拜
一番，意味着这是一家人和先祖在
今年里的最后一次团圆，下一次团
圆则要等到来年的大年三十。

记者：听您说了这么多，才知
道这些规矩还有禁忌，其实就是春
节文化的一部分。

张士闪：其实，中华民族的神
圣意识并非只在春节才有体现，只
是在春节期间有着特别集中而突
出的展示与培育，并以多样化的节
俗表现为支撑。各地民间流传的

“岁暮神仙多”一说，正是对春节这
一神圣时段的形象化说法。人们以
敬神的名义完成春节期间的种种
仪式活动，借以调协现实中的人际
关系。这些仪式之所以能够长期传
承，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寄寓着常在
常新的生命情感与生活愿望，并在
千百年间凝聚为一种群体意志，成
为我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某种整
体性文化诉求。春节还有一个重要
作用，就是以敬神的名义调和现实
中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在国民
心目中，热热闹闹的春节活动便象
征着过日子的红火与生活社区的
和谐美好。我们没必要夸大其中的
宗教因素，而一旦抽离了其中的神
圣意识，是不能算作真正的“过年”
的。

难以割舍的温馨年味

记者：如今信息这么发达，电

话拜年、QQ 拜年甚至飞信拜年都
行，为什么非得要亲自登门拜年，
大老远的去走亲戚呢？

张士闪：如果说西方传统节日
比较强调个性的张扬，那么以春节
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则更加注
重家庭团圆、社会和谐、老幼皆有
所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文化内
涵的发挥。我们没有像情人节、万
圣节、愚人节这样讲究个性、随意
发挥的节日传统，而西方也没有我
们这种集中一个时段安排高频度
的亲友走动、礼神祭祖，于群体热
闹中不乏温馨的春节。

在传统社会中，哪个孩子不
盼过年？在孩子的心目中，春节无
疑是最神圣、最隆重又最自由自
在的日子。过年走亲戚是特别愉
快的事儿。过去，如果家在农村山
区，走亲戚有时要翻过几座山，大
人小孩在结冰的山路上步行时不
免要滑倒，但还是兴致勃勃。在哈
气成雾的冷天，踏着雪去拜年走
亲戚，在心理上是一种特别的享
受，值得人们长久玩味。往往是，
走亲戚的一方很早就起身赶路，
迎亲戚的老早就一遍又一遍地跑
到村头眺望接人。终于在漫天大
雪中，大老远地看见亲戚来了，胳
膊上挎的包袱颜色很是鲜亮。对
亲人的那份期待，见面时的那种
亲切，这在交通便利的今天是很
难体验到的。

记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年夜
饭很重要，有很多讲究的。请您解
读一下。

张士闪：吃穿是传统年节的
重要元素。在老一辈人看来，饺子
寓意元宝，是财富的象征，吃饺子
有预祝今年发财的意思。摆放饺
子也有讲究，比如往盖垫上放包
好的饺子，就讲究由外往里转，而
不是由里往外转。由外往里转，象
征着财往家里来。只有在正月十
五元宵节这天，摆放饺子才讲究
由里往外转，家里人要外出“得
财”、“转运”了。还有些人家喜欢
在饺子里包点东西，比如枣、年
糕、栗子、豆腐、花生、糖块、钱币
等等，这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热
闹之中蕴含美好祝福。谁咬到包
在饺子里的钱币，大家都会恭喜
他来年得财。还有些地方，春节期
间要包一部分素馅饺子，为的是
来年“素净”(平安)。此时所选用的
饺子馅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是用
白菜、萝卜、豆腐、粉条等。白菜意
味着“白来财”，萝卜即“摞辈”，寓
意辈辈相传、人丁兴旺，粉条意味
着长长久久，豆腐意味“都有福”。

回家过年，不仅是亲情的团
聚、父母的期盼，也是乡情的重
温、人际关系的沟通和对于民族
精神家园的回归。当人们约定俗
成地以“忙年”、“过年”的方式进
入到春节特有的情境之中，诸多
年俗一次次地在各地民众生活
实践中反复进行，人与自我、人
与社会、人与神、人与祖先沟通
交流的文化时空便得以构建，中
华民族的神圣意识得以传递，而
我们的春节传统也由此得以强
化。

记者：人们总说现在“年味淡
了”，特别是年轻人总觉得“过年
没意思”，那么新时期的年味应该

怎么营造呢？
张士闪：诚然，春节是在过去

我国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定型的，
比较注重活动的集体性以及在吃
穿等层面的满足，拜年、走亲戚、
宴请、劝酒等等，礼节客套繁琐，
这可能让平时已非常疲惫的现代
人生出几许倦怠。于是，“年味淡
了”、“过年没意思”等慨叹由此而
起，甚至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
会共识。其实，年味的产生是与春
节的广阔时空中个人的体验和创
造有关，需要自己来动手动脑子
变花样，年俗的传承并不是亦步
亦趋地重复传统。如果说，传统春
节借助祭神、敬祖、拜年、鞭炮、春
联、福字、年画、花灯、灯谜等元
素，营造出神圣又不失热闹的氛
围，时至今日，每个人都是春节的
主人，相信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们，
在继承、享受传统春节文化的同
时，会不断地为之找寻、添加一些
新的元素，从而共同营造出浓郁
的当代“年味”。如果一个人懒于
生活创造，却还要跟社会要年味，
这怎么可能呢？

现代化与全球化：

春节的脸悄悄在改变

记者：民间节日的传承，离不
开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维护和振
兴。像春节这样的重大传统节日，
作为政府部门应该有哪些好的举
措？

张士闪：近 30 年来，在现代
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正
在经历着从已持续数千年的传统
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急剧
转变。伴随着信息产业的飞速发
展，现代信息技术逐渐惠及普通
民众，传统的时空观念和交流方
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这一过
程的，是民众的生活节律发生了
巨大改变，春节的传统流程被严
重简化或完全打乱，传承危机由
此而起。比如，现在农村外出务工
人员逐步增多，其中以青年男女
居多，他们长年在外打工，受到通
行于城市的休假制度的支配，很
少回家。即便过年能回家也呆不
了几天，一般是腊月二十七八回
家，正月初五六就要外出，根本没
有时间完整地在家过春节，春节
期间的一些仪式活动能简化就简
化，能免掉就免掉了。伴随着传统
春节时间节点的被打乱，依附其
中的神圣情感也在逐渐减弱。当
传统年俗不得不让位于现代社会
节律而不再温馨，积聚一年的情
感也就无法集中释放。

相较而言，以前春节是以家
庭为单位的，几乎完全自发地靠
以传统为支撑而进行，随着时代
的发展，春节渐渐社会化，而且成
为政府某些部门出面组织的群众
性活动。“好客山东贺年会”是山
东省旅游局策划并组织实施，它
结合山东独特的年节娱乐形式，
会期从元旦到元宵节长达 40 多
天，推出“贺年乐”、“贺年游”、“贺
年福”等活动，为人们打造了一个
欢乐、吉祥、幸福的新年，举办几
年来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它
的成功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在弘
扬和传承春节等传统节日中能扮
演更积极的角色。

关于春节的对话———

一个民族的表情与心事[ ]身边的传统

过年写春联

□ 李贞寅

我的家乡地处济南近郊长
清辖区的深山僻壤，这里的乡
亲们一到春节，家家户户有写
春联(又叫“对子”)、贴春联的习
惯。在春节期间，你挨家挨户地
看吧，各家大门口的春联红红
火火，一到晚上，门口挂起燃着
蜡烛的红灯笼，这么一点缀，显
得过节的气氛喜庆又浓厚。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乡
亲们写春联都是找那几位上过
私塾的老先生写，到了六七十
年代，那几位老先生都年事已
高，不能再提笔写字了。在那个
年代，我在本村小学任教，从上
小学就跟老师练习毛笔字，虽
写得不好，但也能拿出门去，写
春联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我
身上。别看俺那个小山村，乡亲
们过年的心气可高啦！刚进腊
月门，街坊邻居一个个都把大
红“对子”纸往我家送，我接过
纸，按户主的要求一一登记清
楚，准备等放年假后书写春联。
那个年代，农村小卖部(代销店)

里还没有现成的墨汁卖，我只
能磨墨。平时，我把墨磨好，灌
进一个敞口的玻璃瓶内，在写
春联时倒出来用。

春联的内容，我都是从报
纸上和农村历书上抄写下来
的。我从小生长在村子里，对每
家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在写
春联时，我总是根据各家各户
的不同情况，选写不同的内容。
对那些做生意的业户，我都是
根据他们所做的生意自编对联
书写。譬如：卖豆腐的业户，上
联是“多卖豆腐多挣钱”，下联
是“把猪喂得大又圆”，横批是

“勤俭持家”。我给俺村那家点
心铺编写的上联是“口酥蜜食
花样全”，下联是“买卖兴隆赚
大钱”，横批是“财源茂盛”。俺
村有家白铁匠铺，我给他家写
的对联，上联是“叮叮当当忙一
年”，下联是“全靠手艺来挣
钱”，横批是“招财进宝”。俺村
盛产柿饼、核桃，有一家平时种
地，一到果品成熟时节，他便收
购果品，外运天津、包头、南京、
上海去销售，南来北往，做起了
果品生意。我根据这家的情况，
只能选写“买卖兴隆通四海，财
源茂盛达三江”这副古人编写
的对联了，横批我选写“四季发
财”。

我给俺村乡亲们写春联，
年年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自
编或选用不同的对联来写，乡
亲们见我写的春联每年有新
意，所以年年都让我给他们写
春联。从腊月二十三放寒假后，
一直写到除夕下午。过年时，他
们各家把春联贴上，年初一我
到各家拜年时，看到每户大门、
屋门上张贴的那红红火火的春
联，心里也美滋滋的。

如今，我在城市工作，过春
节不能给故乡的乡亲们忙活着
写春联了，但各家各户仍有过
年贴春联的习惯。现在贴的春
联多是从集市上购买现成的印
刷品，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过年
的味道仍然浓浓的。

春节是新年与旧岁交替的转折点，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家庭团聚、辞旧迎新、全民狂欢等主题进行，各地都

要举行一些大大小小或严肃或娱乐的节日仪式。于是，自然的时间运转与人们的习俗行为，共同营造出浓浓的年味

儿。诸多年俗有着严格的时间界限，并最终落实于一系列的生活实践中，构成了一个心理期待、满足与释放的完整过

程。人们在忙年的同时，世代积累下来的有关“年”的神圣意识也被激活、重温，春节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地方知知

识传承、强化的集中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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