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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新春年俗

当 大 门 贴 上 春 联 ，房 梁 挂 起 灯 笼 ，
整 个 街 道 染 上 红 色 ，人 们 便 知 道 是 春
节 到 了 。春 节 ，是 中 国 最 盛 大 的 节 日 之
一 。在 这 个 节 日 里 ，无 论 身 处 多 远 的 游
子 ，都 要 回 家 与 家 人 团 圆 。

“ 写 春 联 ，看 年 画 ，福 字 倒 着 贴 门
上 ；下 饺 子 ，包 春 卷 ，丰 盛 菜 肴 满 屋
香 。”就 如《 春 节 之 歌 》的 歌 词 中 所 描
写 的 一 样 ，在 春 节 来 临 之 际 ，人 们 忙 碌
不 已 。

“ 春 节 要 忙 的 事 情 可 多 了 ，比 如 在
大 年 三 十 之 前 就 要 准 备 好 年 货 ，将 家
里 上 上 下 下 打 扫 一 遍 ，要 贴 上 新 的 春
联 以 及 门 神 画 ，大 年 三 十 早 上 就 要 开
始 准 备 晚 上 的 年 夜 饭 等 等 。”一 谈 到 春
节 ，来 自 防 城 港 学 院 的 蒋 明 涛 便 激 动
不 已 ，他 认 为 春 节 的 各 种 习 俗 有 辞 旧
迎 新 之 意 ，可 以 将 旧 的 一 年 不 好 的 事
情 全 部 丢 弃 ，以 一 个 全 新 的 面 貌 迎 接
新 年 。

除 了 大 年 三 十 前 的 准 备 ，“ 过 年 ”
期 间 也 有 许 许 多 多 充 满 仪 式 感 的 事
情 。“ 我 们 会 杀 鸡 祭 祖 ，而 且 大 年 三 十
晚 上 需 要 守 夜 。”来 自 工 商 管 理 学 院 的
林 玉 莲 说 道 。“ 大 年 初 一 ，金 鸡 报 晓 ，
晚 辈 需 给 长 辈 拜 年 ；大 年 初 二 ，金 吠 报
春 ，亲 眷 人 家 去 拜 年 ，东 家 留 吃 饭 、西

家 排 酒 筵 ，走 访 亲 戚 ，全
家 族 平 安 喜 乐 ；大 年 初
三 ，肥 猪 拱 门 ，女 婿 看 望
老 丈 人 、媳 妇 回 娘 家 ，礼
物 带 双 数 ，促 双 亲 家 感
情 ；大 年 初 四 ，三 羊 开
泰 ，灶 王 爷 要 查 户 口 ，恭
迎 灶 神 回 民 间 ；大 年 初
五 ，艮 牛 耕 春 ，五 路 接 财
神 ，东 西 南 北 中 ，财 富 五
路 通 。”来 自 财 政 与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的 程 璐 为 我 们
讲 解 了 初 一 到 初 五 的
习 俗 。

“ 难 忘 今 宵 ，难 忘 今
宵 ，无 论 天 涯 与 海 角
…… ”当 这 首 旋 律 响 起 ，
便 意 味 着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的 结 束 ，也 意 味 的 新 的 一
年 已 经 到 来 。

过 年 的 每 一 种 习 俗 ，都 包 含 着 人
们 对 春 节 的 重 视 ，对 新 年 不 一 样 的 期
待 。纵 然 时 光 已 过 千 年 ，但 人 们 向 往 美
好 的 愿 望 一 直 没 变 。

对 中 国 人 而 言 ，过 年 是 最 重 要 的
节 日 ，这 既 是 对 过 去 一 年 的 总 结 ，也 是
对 来 年 的 祝 愿 和 希 望 。来 自 商 务 外 国
语 学 院 的 孔 维 斯 说 ：“ 在 过 年 期 间 ，长

辈 们 会 教 我 们 许 许 多 多 的 吉 利 话 ，以
及 在 特 定 时 间 要 做 的 代 表 吉 利 的 事
情 。”鲁 迅 的 散 文《阿 长 与 < 山 海 经 >》
中 写 道 ：“ 长 妈 妈 在 正 月 初 一 这 天 ，迅
哥 儿 一 睁 开 眼 第 一 句 话 一 定 要 说 恭
喜 ”，这 其 实 就 是 来 自 普 通 百 姓 最 美 好
最 朴 素 的 愿 望 。在 陇 东 地 区 ，过 年 时 ，
除 了 灶 前 简 单 的 祭 祀 仪 式 ，家 里 的 大
人 还 会 告 诉 孩 子 们 正 月 里 的 一 些 禁
忌 ，诸 如 初 一 不 动 刀 子 、不 做 针 线 ；初
七 大 人 小 孩 必 须 上 街 逛 逛 ，大 人 们 管
这 叫“ 游 魂 ”，这 天 的 游 逛 能 让 人 的 灵
魂 和 身 体 归 一 ，新 的 一 年 里 就 会 健 康

平 安 ；正 月 十 六 还 有“ 游
百 平 ”的 说 法 。其 实 ，这 诸
多 说 法 都 是 为 了 讨 个 吉
利 兆 头 ，在 新 的 一 年 里 健
康 平 顺 ，和“ 长 妈 妈 ”对

“ 迅 哥 儿 ”的 要 求 大 同
小 异 。

社 会 发 展 日 新 月 异 ，
生 活 虽 然 也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但 人 们 对

“ 年 ”的 期 许 不 但 没 有 减
少 ，反 而 愈 加 重 视 。在 正
月 十 五 之 前 ，无 论 你 我 是
否 熟 识 ，只 要 遇 上 了 ，总
会 将 最 好 的 祝 福 送 给 对
方 。“ 吃 粉 利 代 表 顺 顺 利
利 ，吃 粽 子 则 是 功 名 得
中 。”来 自 商 务 外 国 语 学
院 的 刘 慧 介 绍 了 在 吃 上
面 的 讲 究 。“ 即 使 是 遇 到
了 一 些 不 太 好 的 事 情 ，也
能 用 吉 利 话 化 解 ，例 如 摔

坏 了 碗 要 说‘ 碎 碎 ’平 安 。”蒋 明 涛 说
道 。或 许 我 们 不 能 总 是 一 帆 风 顺 ，但 是
乐 观 幽 默 的 中 国 智 慧 会 让 事 情 变 得
顺 利 。

欢 乐 祥 和 中 国 年 。亲 人 团 聚 ，欢 声
笑 语 ，觥 筹 交 错 间 不 觉 春 节 已 接 近
尾 声 。

一 年 已 终 ，一 年 又 始 ，岁 月 如 新 ，

初 心 如 故 。“ 有 事 做 ，有 人 爱 ，有 期
待 。”这 是 经 济 与 贸 易 学 院 的 陈 巧 英
对 自 己 未 来 一 年 的 期 许 ，目 标 明 确 的
她 已 经 规 划 好 未 来 一 年 自 己 的 职 业 发
展 方 向 ：实 习 转 正 、努 力 往 高 薪 方 向
发 展 ，为 今 后 的 创 业 和 就 业 打 好 基
础 ；同 时 积 累 财 富 ，加 入 到 商 学 院 去
学 习 ，夯 实 专 业 基 础 知 识 ，不 断 与 时
俱 进 ，不 落 后 于 时 代 。拼 搏 的 精 神 ，积
极 向 上 的 态 度 所 体 现 的 正 是 当 下 所 推
崇 的“ 女 排 精 神 ”。

“ 文 化 是 一 个 民 族 的 灵 魂 ，一 个 地
域 的 象 征 ，一 个 人 的 底 蕴 。新 的 一 年 我
即 将 出 国 学 习 、生 活 ，希 望 自 己 在 国 外
能 够 增 长 见 识 、扩 宽 眼 界 的 同 时‘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忆 过 往 ，看 今 朝 ，心 中 对
于 祖 国 多 了 一 份 沉 甸 甸 的 责 任 ，也 许
不 能 像 很 多 厉 害 的 前 辈 那 般 ，却 也 想
用 自 己 的 力 量 守 护 心 中 的 骄 傲 。”即 将
在 国 外 度 过 新 的 一 年 的 孔 维 斯 谈 及 对
未 来 的 期 许 时 说 道 。

生 活 中 的 仪 式 感 在 近 年 来 不 断 被
提 及 ，仪 式 感 能 够 将 普 通 的 日 子 赋 予
不 同 的 意 义 。过 年 仍 然 是 日 历 当 中 很
普 通 的 几 天 ，人 们 忙 碌 而 投 入 地 参 与
到 春 节 的 各 种 习 俗 中 ，才 会 让 过 年 的
日 子 与 众 不 同 。专 注 能 让 我 们 活 在 当
下 ，将 精 力 聚 焦 在 眼 下 该 做 的 事 情 中 。

红 红 火 火 中 国 年 ，热 热 闹 闹 团 圆 夜
陈仪 黄敏

（作者单位：大学生通讯社）

春 节 ，是 所 有 中 华 儿 女 期 盼 的 传
统 节 日 ，是 人 们 心 中 共 同 的 情 愫 。这 一
古 老 的 传 统 节 日 历 史 悠 久 ，承 载 着 无
数 意 义 ，慰 藉 着 无 数 人 心 中 的“ 乡
愁 ”，让 离 家 的 人 得 以 团 圆 。春 节 是 中
国 的 一 个 文 化 符 号 ，我 们 应 当 在 不 变
其 意 义 的 基 础 上 变 其 形 式 ，在 继 承 、弘
扬 文 化 中 创 新 ，在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一 年 奏 响 文 化 的 音 符 。

忆 往 昔 ，守 望 传 承 春 节 文 化 符 号 。
春 节 作 为 一 个 隆 重 盛 大 的 传 统 节 日 ，
在 发 展 传 承 中 承 载 着 丰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 扫 尘 ”是 年 前 除 旧 布 新 的 习 俗
之 一 ，这 一 习 俗 寄 托 着 人 们 辟 邪 除 灾 、
辞 旧 迎 新 、迎 祥 纳 福 的 祈 求 与 愿 望 ；人
们 在 除 夕 这 一 天 拜 神 祭 祖 ，除 夕 夜 守
岁 ，寓 意 将 一 切 邪 瘟 病 疫 驱 走 ；“ 贴 年
红 ”作 为 传 统 习 俗 之 一 ，寄 托 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期 盼 …… 这 些 春 节 传 统 习 俗
是 节 日 元 素 的 重 要 内 容 ，承 载 着 丰 富
多 彩 的 节 日 文 化 内 涵 ，凝 聚 着 中 华 文
明 的 传 统 文 化 精 华 。拜 祭 祖 先 不 仅 是
中 国 古 老 传 统 ，也 是 中 国 民 俗 节 日 永
远 的 主 题 ，其 一 直 在 继 承 中 久 存 至 今 。
如 今 有 许 多 人 把 过 节 矮 化 为“ 吃 、喝 、
玩 、睡 ”，这 些 现 象 已 然 扭 曲 了 春 节 的
意 义 ，春 节 也 因 此 而 淡 了“ 年 ”味 ，少
了 热 闹 的 氛 围 。当 我 们 怀 着 热 情 参 与
其 中 传 承 春 节 文 化 时 ，这 一 节 日 将 拥
有 更 多 生 机 与 活 力 。

谋 发 展 ，涵 养 向 新 而 行 的 春 节 文
化 。如 今 ，春 节 的 鞭 炮 声 少 了 ，空 气 污
染 也 随 之 减 少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贯 彻 在
社 会 的 大 小 活 动 中 ，绿 色 、环 保 成 为 春
节 的 新 风 尚 。虽 然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一 直
是 传 统 的 春 节 庆 祝 方 式 ，但 这 终 究 只
是 一 种 形 式 ，真 正 的 传 统 流 淌 在 血 液
里 、寄 托 在 精 神 里 ，即 使 少 了 鞭 炮 声 的
热 闹 和 烟 花 的 璀 璨 ，人 们 的 欢 乐 也 不
会 因 此 减 少 。在 以 前 春 节 当 天 ，长 辈 们
会 给 晚 辈 红 包 以 表 示 对 孩 子 的 祝 福 与
关 爱 ，随 着 科 技 的 发 展 ，红 包 逐 渐“ 电

子 化 ”，人 们 流 行 在 手 机 上 发 红 包 、抢
红 包 ，相 比 过 去 ，现 在 的 春 节 拥 有 了 更
多 的 乐 趣 ；今 年 春 节 集“ 五 福 ”，其 实
集 的 是 源 源 不 断 的 公 益 心 、正 能 量 ，以
期 聚 起 人 类 更 大 的 一 片 公 益 森 林 。或
许 竞 争 者 眼 里 看 到 的 是 商 机 ，然 而 在
参 与 蚂 蚁 森 林 的 热 情 用 户 眼 里 ，这 些

“ 福 ”字 对 应 的 是 大 地 更 多 的 绿 色 生
机 。由 此 可 见 ，春 节 文 化 在 不 断 注 入 新
内 容 、与 时 俱 进 ，赋 予 春 节 新 的 内 涵 ，
使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在 当 今 世 界 熠 熠
生 辉 。

春 节 ，让 世 界 感 知 中 国 文 化 ，推 动
文 化 助 力 实 现 中 国 梦 。受 世 界 文 化 交
流 互 鉴 的 影 响 ，春 节 在 国 外 的 知 名 度
越 来 越 高 ，如 越 南 、新 加 坡 、马 来 西
亚 、印 尼 等 东 南 亚 国 家 把 春 节 列 为 法
定 节 日 ，许 多 外 国 人 甚 至 特 地 来 到 中
国 感 受 春 节 的 氛 围 ，这 便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魅 力 所 在 ，其 有 着 浓 厚 的 历 史 底 蕴 ，
展 现 着 生 命 的 生 机 盎 然 。今 年 的 春 节
更 是 意 义 非 凡 、令 人 期 许 ，我 们 将 迎 来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一 年 ，一 代 代 人
的 目 标 与 梦 想 近 在 咫 尺 ，这 是 中 华 文
化 在 世 界 无 数 文 化 竞 争 中 开 花 结 果 的
过 程 。“ 这 是 一 个 最 好 的 时 代 ，也 是 一
个 最 坏 的 时 代 ”，世 间 万 物 都 在 向 阳 生
长 ，却 也 逃 离 不 了 优 胜 劣 汰 。中 国 所 取
得 的 伟 大 成 就 离 不 开 文 化 软 实 力 的 增
强 ，春 节 只 是 中 国 文 化 之 一 ，我 们 唯 有
保 持 中 国 文 化 的 独 特 性 、独 立 性 和 创
新 性 ，才 能 使 中 国 文 化 在 世 界 上 散 发
独 有 的 魅 力 。

春 节 ，使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心 灵 得 以
交 流 ，更 是 中 国 的 一 场 文 化 盛 宴 。春 节
里 有 千 百 年 来 我 们 国 家 不 变 的 文 化 信
仰 ，这 是 全 体 中 国 人 民 走 向 未 来 的 深
厚 文 化 自 信 。在 这 个 全 新 的 时 代 ，文 化
软 实 力 成 为 衡 量 综 合 国 力 的 重 要 因
素 ，只 有 不 断 增 强 我 国 的 文 化 软 实 力 ，
才 能 在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基 础 上 全
面 建 成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

春
节—

—
中
国
的
一
席
文
化
盛
宴

（作者单位：大学生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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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是 嵌 在 人 们 血 液 里 的 中 国 情 ，是 烙
在 华 夏 儿 女 身 上 的 中 国 印 ，是 系 在 炎 黄 子 孙 心
头 的 中 国 结 。转 眼 又 是 新 春 到 ，家 家 团 圆 真 热
闹 。游 子 归 家 ，那 是 怀 揣 着 对 家 的 思 念 ；家 人
团 坐 ，那 是 对 新 一 年 的 美 好 企 盼 。

春 节 的 脚 步 近 了 ，节 日 的 气 氛 更 浓 了 。瞧 ，
大 街 小 巷 都 洋 溢 着 新 春 的 气 息 ，各 大 商 场 里 人
头 攒 动 ，热 闹 非 凡 。响 彻 街 头 巷 尾 的“ 好 一 朵
迎 春 花 ”，门 店 前 的 敲 锣 打 鼓 ，街 道 上 的 张 灯
结 彩 ，好 不 热 闹 。孩 子 们 试 穿 漂 亮 的 新 衣 ，满
足 和 快 乐 洋 溢 在 他 们 稚 嫩 的 脸 庞 。爷 爷 奶 奶 们
精 心 地 挑 选 着 坚 果 ，货 比 三 家 ，偷 偷 捻 一 点 果
仁 ，趁 店 家 不 注 意 之 时 放 入 口 中 ，香 脆 可 口 ，
唇 齿 留 香 ，竖 起 大 拇 指 连 连 称 赞 ：“ 就 买 这 家
了 。”叔 叔 阿 姨 们 奔 走 于 各 大 鲜 花 市 场 ，百 般
挑 选 ，挑 一 盆 卖 相 好 看 的 年 桔 摆 在 家 中 ，寓 为
大 吉 大 利 ，红 红 火 火 ；选 一 束 形 态 优 美 的 蝴 蝶
兰 装 饰 客 厅 ，尽 显 主 人 家 的 热 情 好 客 。

“ 春 满 人 间 欢 歌 阵 阵 ，福 临 门 第 喜 气 洋
洋 ”、“ 事 事 如 意 大 吉 祥 ，家 家 顺 心 永 安 康 ”、

“ 鼠 年 六 畜 兴 旺 五 谷 丰 登 ，鼠 年 九 州 欢 歌 四 化
辉 煌 ”…… 琳 琅 满 目 的 春 联 ，挑 选 购 买 也 是 一
门 学 问 。一 副 副 寓 意 丰 富 的 春 联 ，增 添 了 节 日
的 喜 庆 气 氛 ，表 达 了 人 们 对 美 好 愿 景 、幸 福 生
活 的 殷 殷 期 盼 。家 家 户 户 都 在 大 门 两 边 贴 上 崭

新 的 春 联 ，红 色 打 底 ，墨 色 或 者 金 黄 上 色 ，稳
重 而 鲜 。新 年 新 气 象 ，做 为 中 国 颜 色 ，红 色 的
春 联 将 中 国 人 迎 接 新 的 一 年 到 来 的 欢 喜 、兴 奋
之 情 表 现 的 淋 淋 尽 致 。与 此 同 时 ，人 们 还 会 在
房 门 、窗 上 等 等 其 余 地 方 贴“ 福 ”字 ，“ 福 ”字 意
为“ 幸 福 、福 气 、福 运 ”。春 节 贴“ 福 ”，无 论 是
现 在 还 是 过 去 ，都 寄 托 了 人 们 对 幸 福 生 活 的 向
往 和 祝 愿 。为 了 更 充 分 地 体 现 这 种 向 往 和 祝
愿 ，干 脆 将“ 福 ”字 倒 过 来 贴 ，表 示“ 幸 福 已 倒
( 到 ) 、福 气 已 倒 ( 到 ) ”。

大 年 三 十 除 夕 夜 ，这 是 一 年 里 中 国 人 最 后
的 忙 碌 ，也 是 充 满 仪 式 感 的 幸 福 时 刻 。傍 晚 时
分 ，万 家 灯 火 点 亮 城 市 ，母 亲 在 厨 房 紧 忙 慢 赶
准 备 着 年 夜 饭 ，父 亲 在 一 旁 有 条 不 紊 地 准 备 着
食 材 。烹 羊 宰 牛 ，腌 鱼 腊 肉 ，杀 鸡 焖 鹅 ，沉 甸 甸
的 馒 头 ，热 腾 腾 的 年 糕 ，香 喷 喷 的 饺 子 ，父 母
希 望 用 最 丰 盛 的 食 物 ，唤 醒 我 们 对 家 的 味 觉 记
忆 。丰 盛 可 口 的 菜 肴 摆 满 一 桌 ，家 人 们 从 四 面
八 方 来 齐 聚 一 堂 ，笑 语 盈 盈 ，在 亲 情 依 依 阖 家
欢 乐 之 时 ，全 家 人 举 杯 祝 福 ，辞 旧 迎 新 。边 吃
年 夜 饭 边 唠 家 常 ，荡 漾 着 团 圆 的 喜 悦 。用 最 饱
满 的 热 情 向 家 人 表 达 累 积 了 一 年 的 情 感 ，让 这
次 餐 聚 变 得 更 加 珍 贵 、更 有 意 义 。

入 夜 ，震 耳 欲 聋 的 鞭 炮 声 彻 夜 不 绝 ，灿 烂
如 花 的 烟 火 高 挂 夜 空 。家 家 户 户 的 门 前 一 片 火
红 ，亲 人 团 聚 一 堂 传 来 阵 阵 欢 声 笑 语 。凝 视 着
喜 庆 的 红 灯 笼 挑 起 一 盏 盏 红 红 的 祝 福 ，想 起 每
一 个 人 的 脸 上 洋 溢 着 阖 家 团 圆 、共 享 亲 情 的 欢
悦 ，春 节 的 欢 乐 弥 漫 在 空 气 里 ，感 染 着 我 们 每
一 个 人 。

又 是 一 年 新 春 到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报》编辑部）

罗妃伶

又是一年新春到——福气到

又是一年新春到——团圆到

又是一年新春到——年货到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共庆新年笑语哗，
红岩士女赠梅花”

“雪泥若想留鸿爪，
年年日记始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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