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鲍震培

传统节日习俗是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各地区各民族的节
日习俗流行于民间社会，为百
姓所约定俗成，世代传承，至今
蔚为大观。俗话说，人逢喜事精
神爽，年节文化所承载的特殊
功能，可以满足人们释放压力、
调养生息的心理需要，是辛勤
工作的人们得到适当休息的最
佳时段，借此得到物质生活与
精神生活的双重满足。每逢佳
节，家人团聚，朋友相邀，喝喝
小酒，说说暖心的话，缓解一下
生理和心理的疲劳，放慢生活
的节奏，以逸待劳，乐观前行。
可见，过什么节，怎样过节，能
不能过好节，是关系到普通百
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呢。

我国的节日文化非常丰富，
并且有独特的内涵。它的起源很
古老，也叫岁时节日，因为它的
产生与中国古代历法有密切的
关系。古代以月亮的运行来分 12

个月，按季节与气候的变化把一
年分为 24 个节气，为便于记忆，
民间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春雨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寒。”在每一个节气来临时，都有
相应的民俗活动，如立冬、冬至、
立春、惊蛰、立夏、立秋等。24 个
节气中，只有清明节是由节气演
变为节日的。清明节起源于周
代，古历书上有“春分后十五日，
斗指乙，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
而清明。”清明以后天气迅速回
暖，春雨潇潇，正适合到郊外扫
墓踏青，插柳种树成为清明节传
统民俗事项。唐代以后和纪念介
子推的寒食节合二为一成为朝

野上下比较隆重的节日，后来
寒食节被废除，有些地方还保
存着一些吃冷食的遗风。

节日讲究的是节令，民间
不少节日跟天文气象的变化有
关，比如“二月二龙抬头”。因为
古人观察到每年春季苍龙星座
开始在东方显现，这时候阳气
上升，大地复苏，草木萌动，春
耕开始了，为了不误农时，祈求
好雨知时节，五谷丰登，借助于
对翻云覆雨之神龙的崇拜，于
是各地有相应的吃龙耳(水饺)、
龙肉(猪头肉春饼——— 北京)、龙
鳞(煎焖子——— 天津)、龙须(面
条)、龙眼(馄饨)的食俗，山东等
地则有炒蝎豆以预防虫害、增
强体力的食俗。另外，历法中与
月亮运行关系最密切的初一和
十五往往被作为大的节日，一
些重复数字如二二、三三、五
五、六六、七七、九九这样的日
子因为方便记忆，也容易被选
定为节日。

除历法外，节日习俗的形
成还跟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的原
始信仰和祭祀活动有关。如对
日月星辰的崇拜影响了后来中
秋节的祭月、拜月和七夕节拜
星的习俗。对月亮的崇拜带有
我国原始民间信仰的特点，不
但产生了嫦娥奔月宫、玉兔捣
仙药和吴刚斫桂树的美丽神
话，而且对满月的祭拜产生了
元宵节、中秋节的民俗。尤其是
中秋节，唐代诗人有每逢中秋
咏明月的雅兴，宋代时京城已
有“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的
习俗，男女老少各有期盼———

“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
女则澹伫妆饰，愿貌似嫦娥，圆
如皓月。”

传统节日的第三个起源是
农业文明。我国自然环境和地
理条件决定了以农耕社会为
主，农业生产的丰歉关系到国
计民生，所以祭祀土地神和祖
先，企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成为节日文化不可缺少的主
题。就拿春节来说，春节起源于
人们在土地收获以后的庆祝活
动。“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
荣。”古人对植物的生长周期有
了一定认识，在庄稼丰收的时
候举行盛大的人神共娱祭典。
传说在神农时代就有了这样的
年终祭祀活动，夏代把年叫做

“岁”，表示新的一年的开始。周
初出现了一年一度欢庆农业丰
收和祭祀祖先的活动，叫做“腊
祭”，腊又写成“蜡”，意思是在
年终的时候，把万物汇集在一起
以祭神。腊月的最后一天叫做除
夕，全国都有吃年夜饭的习俗。
因为是在凌晨交子之时除旧布
新，所以北方有吃“饺子”的食
俗，南方则吃年糕取谐音年年高
之意，各地方皆吃鱼以取生活富
余之意。汉代以前新年的时间不
固定，到汉武帝时创制了《太初
历》，确定以夏历正月为一年的
第一个月，正月初一为新年。经
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娱神、祭祀
的习俗淡漠以至于消失，祈福、
喜庆、休闲等富有情趣和积极意
义的习俗流传下来并有所发扬，
人们通过舞龙、舞狮、放烟花、贴
春联等欢庆活动，红红火火过大
年，通过相互拜年祝福新春快
乐、恭喜发财等讨口彩的吉祥
话，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美满生活
的热切期盼。

为什么要提倡和弘扬节日
文化？在这方面我们走过弯路，

有过教训。上世纪的那场史无前
例的“文化大革命”，革了传统文
化的命，不但不许老百姓过传统
节日，甚至连春节也要过所谓

“革命化的春节”等等，种种文化
专制行径令人发指。但是事实证
明，任何人想靠人为行政命令手
法消灭民俗是不可能的，因为民
俗的发展和蜕变有其内在的逻
辑和规律，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那场文化浩劫造成一
代人的知识断层，以致回归文化
传统的步履艰难，至今流毒深
重，不得不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痛
心疾首的反思。

传统岁时节日文化，在当下
社会仍然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
和重要的社会价值。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
快，国外的洋节日进入我们的日
常生活，特别是年轻人对传统节
日的认识肤浅，不利于传统节日
文化的弘扬和继承。而中国作为
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国，必须保
持和彰显其文化特色的软实力，
节日文化无疑是软实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2008 年以来，政府新
增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作
为法定休假日，并把春节休假提
前到除夕，是符合节日特点和规
律的，表明国家对传统节日的重
视，这一举措深得民心。

“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
紫报春光”，中国年是幸福年，
中国梦是强国梦，每一个炎黄
子孙都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
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让华夏儿女
引以为豪，节日文化关乎民生
的福祉，大力传承弘扬我们民
族的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祝福
每一天都是好日子，祝福好人
一生平安。

节日文化关乎民生的福祉
[ ]说文解字

方言土语

说“坏了”

□ 纪慎言

过年有许多讲究，其中
重要的一条就是忌讳说不
吉利的话，如：死了、完了、
没了、坏了，等等。

中国的语言极其丰富，
尤其再算上各地的方言土
语，那就更得加上个精彩。
于是，上有禁忌，下有会意，
不在那几个字上憋得上吊，
老百姓自有别名另说逍遥。
譬如，“死”说走，“完”说净，

“没”说光；而“坏了”则大有
词语替代搞笑。

我们鲁西北地区说话
发音很接近普通话，但是许
多方言土语还是只能口说，
而很难在字典上找到音义
都差不多的字写出来。譬如
表示做事很为难的土语，用

“嘬瘪子”或者“嘬牙花子”
这几个字还能勉强凑合出
来，而表示把事情办坏了的
土语“撮子啦”就只能音对
而义不对了。我曾经猜想，
老百姓偶然地，或者因为什
么主观、客观原因办坏了
事，而着急生气又怨天尤人
地张口说出来的这个“撮子
啦”，很有可能是“作死啊”
的讹传。但是无论怎样，当
有人突然一拍屁股或一跺
脚说出“撮子啦”的时候，旁
边有没有关联的人都会为
之一惊！

当然，办坏的事情有大
有小，办坏的程度也有轻有
重，所以在“撮子啦”之外还
有许多别的方言土语。譬
如，把重要的事情办坏了，
常会说“崴了”或“糟眼圈子
了”；把不太要紧的事情办
坏了，常说“办瞎了”或者

“办砸了”；事没有办周全，
常说“办漏面了”或者“办倒
桩了”；把好事办坏了，常说

“办酸了”，这时旁边有爱逗
乐的人就会调侃说：“你除
了做醋做不酸，别的吗事都
能办酸了！”再有爱说笑的
人说不定还会来句歇后语：

“ 这 回 ，卖 香 油 的 掴 打
腚——— 坏醋了！”这句歇后
语经常有人说，但是没有人
说得清楚，这醋坏了，跟你
卖香油的有什么关系？我
想，应该是幸灾乐祸吧？

最好笑又让人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的是，上星期
孩子们都过来吃饭，人都到
齐了，我这饭还没有做利
索，按说这事虽不属于办坏
事情之列，但是也算工作不
力或者操作程序什么的失
误。当老伴下厨房视察的时
候，正在忙忙碌碌的我突然
想到乡下老家人在这种情
况下常说的一句话：“今天，
掉锅里啦！”

哎呀，你说，这人掉锅
里啦还有好吗？这就是方言
土语的趣味。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每逢佳节，家人团聚，朋友相邀，喝喝小酒，说说暖心的话，缓解一下生理

和心理的疲劳，放慢生活的节奏，以逸待劳，乐观前行。可见，过什么节，怎样过节，能不能过好节，是关系

到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呢。

我们应该怎样孝敬父母
无论我们内心多么希望父母永远年轻、永远健康，这都是我们人力所无法做到的。明白了

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任由自己沉溺于悲喜交集的情感中，而是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尽人事”，即

竭尽我们所能去关心、照顾父母，帮助他们提升晚年的生命质量。

□ 徐勤玲

如果我们的父母年事已高，
那么如何看待父母的逐渐衰老，
如何善待年老的父母，就成了摆
在我们做子女的面前的一个重
要问题。

《论语·里仁》中有一段话：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意思是
说，父母的年龄，子女是不可以
不知道的，一方面因他们的高寿
而欢喜，另一方面因他们的衰老
而恐惧。这段话描述了子女面对
高龄的父母时内心忽喜忽悲的
独特情感。家有高龄父母的子
女，有谁会没有过这样的情感体
验呢？因此，孔子提倡要对父母
尽“孝道”。庄子从自然的观点出
发，提出人的生、老、病、死是一
个自然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顺
应自然，因此他主张“无为”。从
庄子的自然观出发看待父母的
逐渐老去，能让我们的心态变得
达观许多。

从孔子的人伦思想和庄子
的自然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出对
待父母比较合理的态度是：知天
命，尽人事。所谓知天命，就是懂

得父母的年龄逐渐增高、身体机
能的逐渐衰退是不可抗拒的自
然规律。无论我们内心多么希望
父母永远年轻、永远健康，这都
是我们人力所无法做到的。明白
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任由自己
沉溺于悲喜交集的情感中，而是
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尽人事”，即
竭尽我们所能去关心、照顾父
母，帮助他们提升晚年的生命质
量。

那么，我们做子女的怎样才
能帮助父母提高生命质量呢？首
先，我们要给予父母生活上的关
心和尊重。生活的舒适与愉悦是
生活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我们要
密切关注父母的日常饮食起居，
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与父母的交
流，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否有
规律，是否健康合理。对于良好
的生活习惯给予鼓励和肯定，对
于生活方面需要改进与提升的，
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加以渗透，
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抛弃旧有
的习惯，形成新的、积极的生活
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强
行改变父母的生活方式，相反，
我们要对父母的生活方式予以
高度尊重。父母在长期的生活

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生活
模式，这种模式对他们来说就是
适合的，我们切不可把自己认为
好的生活方式，以为他们好的名
义强加给他们，除非他们自己有
了改变的需要。对父母生活的尊
重还在于，对于他们自己能做
的、愿意做的事，我们一定要让
他们自己做，这样他们内心会有
一种价值感。如果我们事事包办
代替，则会让他们丧失价值感。
对于超出父母能力范围而又必
须做的事，我们做子女的一定要
责无旁贷地去做，这样他们心理
上才会踏实和安稳。

其次，我们要关注父母的心
理状态。按照一般的心理发展规
律，人进入老年以后，都会对自
己的一生做个回顾和总结，因
此，老年人特别爱回忆往事。当
父母向我们讲述往事的时候，我
们一定要耐心倾听。对于他们自
己认为的人生的成功之处，我们
要给予积极的回应和赞誉。当他
们为自己的人生失误而遗憾自
责、悲观消极的时候，我们要帮
助他们换个角度看问题，把事件
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
下进行分析，从而找出事件的积

极意义，帮助他们走出消极情
绪。

最后，我们要帮助父母充实
晚年生活。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中
的大多数，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
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年轻时终
日为生活奔波，把自己生命中最
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社会和
家庭，而自我则被湮没了。等他
们步入老年，自己退了休，子女
也已长大成人，他们自己却不知
道应该做什么了，心理上极易出
现空虚感和无所适从的感觉。我
们做子女的要帮助他们充实自
己的生活。我们可以从观察父母
的兴趣开始，通过持久的关注和
引导，使兴趣发展为爱好。从兴
趣和爱好中，父母能够体验到生
活的充实和意义。比如，如果父
母喜欢书法，那么我们与他们交
流时不妨多谈论书法方面的话
题，经常欣赏并赞美他们的书法
作品。如果父母喜欢烹饪，我们
就鼓励他们尝试新的菜肴，并且
在餐桌上不要吝惜自己的溢美
之词，同时可以把自己炒菜做饭
的独特技巧介绍给他们。如果父
母喜欢养花种草，我们就可以经
常买些花花草草送给他们。

悟
在
当
下

传
统
名
家
谈

编辑 曲鹏

2013 . 2 . 19 星期二
A19-A20


	A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