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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内容概要

年复一年，我们生活在周期性的时空转换中，从孩提时代至今，约定俗成地在特定时间进行民俗活动
。岁时节日带给我们新鲜、欣喜、娱乐，生活节奏和人际关系得以调整，内心的情感得以表达，节日
使生活绚丽多姿。 从元旦的拜年至岁末的守夜，节日有着古老的历史；无论是清明祭祖。还是七夕乞
巧，都有动人心魄的民间传说；饺子、年糕、粽子、月饼以及腊八粥，这些年节的象征食品，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含义⋯⋯人类了解自己的历史，不能忽略岁时节日。
  古代社会生活图记，娓娓讲述从皇宫帝苑到市井闾巷的悠悠往事，逼真再现传统中国人生活百态。
  本书在比较系统地占有资料，特别是地方志资料的基础上，注意全面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
日本学者的成果，力图更准确、细致、系统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汉族岁时节日的基本面貌。并提出一些
新说。本书配有较多的图像资料，既便于读者理解正文，同时也使本书更加生动有趣，希望给读者带
来愉悦、轻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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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
学位。1985年留系任教，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宗族制度与族谱学、风俗史、18世纪
的国家与社会。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
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兼职教
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著有《宗族志》(1998)、《社会生活的历史学》(2004)、《明代
宗族研究》(2005)等书，合作编著《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97)等多种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及杂著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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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章节摘录

书摘元  旦    古人十分重视正月初一的元旦，《汉书》中有“三元”、“三朝”、“四始”之说。三元
为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朝之义犹旦，三朝即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四始是岁之始、时之始
、日之始、月之始。总之一年的时日月岁皆从元日开始，古人又称之为“履端”。我们对中国古代岁
时节日的论述也从元旦开始吧。    元旦小释    元旦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
正月元旦，是谓正日。”宋朝人蒲积中编《岁时杂咏》一书中“元日”部分从三国到宋朝的诗歌，就
有正旦、元正、元日、新年、初年、太岁日、岁日、朝元、岁旦、新正等名称．其中以元旦最普遍。
明清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一般称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旦及新年的名称一直流行到今天，不过自1911年
辛亥革命后元旦及新年是指阳历年，而传统的元旦则相当于现在阴历的春节。    中国古代元旦所在季
节不同，这是因为不同历法岁首的确定有过变化：夏朝是正月初春，殷朝是十二月寒冬，周朝在十一
月冬至前后，秦朝则是十月初冬，汉初因袭秦制，汉武帝元封年间改为周制，此后历代相沿。中国古
代基本采取考虑太阳和月亮位置的阴阳合历。太阳公转一周365天．月亮圆缺一次为12个阴历月354天
，相差11天，需要每隔三年设置一个闰月解决，并以调整季节。古人判断月序和季节的关系，是以傍
晚北斗星斗柄的指向定月序，称之为十二月建。从北向东转，把地面分为12个方位，傍晚斗柄所指方
位，即该月的月建。12个方位分别以12地支命名，其亥月、子月、丑月、寅月，分别相当于十月、十
一月、十二月、正月。所以人们又把夏、商、周、秦的岁首分别称之为建寅、建丑、建子、建亥。无
论月建何时，“斗柄东回岁又新”(王建《元日陪早朝》，收入蒲积中《岁时杂咏》，以下凡出自该书
诗文，只注篇名)则是共同的。    祀神祭祖与拜贺    元旦之始，不同时期有不同规定。《礼记·大传》
孔颖达疏称，夏为平旦、殷为鸡鸣、周为夜半。自秦汉以来，则以夜半子时即今二十三点至一点为一
天的开始。这是旧年与新年交接的时刻。不过，从古人生活来看，一般以黎明、鸡叫作为一天的开始
。正所谓“鸡报已判春”(司空图《丙午岁旦》)。    元旦来临，古人首先要祀神祭祖拜尊长和家众互
拜。《四民月令》为我们记述了这一民俗的过程：正式祀祖前三天，家长及执事都要屏绝旁念，一心
一意地用“礼制”约束。正日进酒降神，然后家室尊卑，无论大小，以次列坐先祖之前，子、孙、曾
孙各上椒酒于其家长，举觞称寿。这反映了东汉时代北方大族的正日祭拜情形。关于祀神祭祖的时间
，守岁的人家子时一到。便已开始，没有守岁的，大多是五更起来。⋯⋯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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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编辑推荐

　　古代社会生活图记，娓娓讲述从皇宫帝苑到市井闾巷的悠悠往事，逼真再现传统中国人生活百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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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精彩短评

1、我当时为什么读这本书呢，好像是在清明还是哪个节气里，突然对中国的古典节日等感了兴趣，
想知道到底这些今天只是个时间的日子在古代是多么的重要，到底有怎样丰富多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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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精彩书评

1、“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我们和自己的祖先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却有截然不同
的生活和际遇。但凡我们深思，都会惊讶发现，原来生活琐碎的一切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带着从先祖
那里流传下来的记忆。故而多情的法国人特意编写了《私人生活史》，而近年来文化学和民俗学的研
究也逐渐成为显学，相关的论文越来越多，但这些都囿于象牙塔之中，而市场上针对普通读者的小册
子又缺少深入的探讨，停留在琐碎知识的介绍上，少有富含学养又能够裨益大众的著作产生。常建华
先生的这本《岁时节庆里的中国》有效弥补了这种缺失，在普及知识的同时，对我们的传统节日做了
系统全面的介绍，借鉴了各家学者的观点，准确、细致、系统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汉族岁时节日的基本
面貌，并提出一些新说。这本书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元旦的拜年至岁末的守夜，仔仔细细讲述了一年
之中的传统节日，从富含象征寓意的东西背后表现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民族性。阅读本书，带来的
不是枯燥无味的阅读体验，而是愉悦的，仿佛回到童年，和亲人围坐同庆佳节，有一位长辈为你谆谆
讲解这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却不含说教的意味。读这本书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书中的饮食。传统节
日历久弥新，书中很多节日习俗已经随着时间的发展消失，但是那些饮食却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
同我们的联系如此亲密，比如当我一边吃着水饺度过冬至日，一边翻着这本《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里面有段记载冬至馄饨的细节，了解到原来在唐代冬至节就已经流行吃馄饨了，原本冰冷的我唐代的
祖先，却因为碗中的吃食成为热气腾腾的人，有些生活的气息，不再是史料中干枯的文字。饮食是俗
世生活里的烟火气，平凡却有着自己的魅力。比如说我不再过上巳节，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小时候跟
随外婆去野外采摘鼠曲草做成米糕的情景，那种滋味也留在我记忆之中，并且一直怀念，据说这种鼠
曲草米饼现在能够在凤凰买到。又比如我们家也不过浴佛节，也不信佛，但是提到吃佛斋，却还有印
象，跟从外公外婆去寺庙里，给和尚们香火钱，然后坐下来吃素斋。山上取水艰难，饮食粗鄙，但是
信众们却甘之如饴，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很有意思。再比如至今仍旧在做的事情，除夕夜剥鸡蛋，倒
不是除夕夜要吃，而是要为第二天新年做准备。这个是吴晋间的《风土记》中就已经出现。《风土记
》说：“正旦，当生吞鸡子一枚，谓之练形。”这个习俗在梁武帝的时候消失了，因为梁武帝信奉佛
教，不过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属于楚地，所以仍旧保留了这个习俗。想到这些食物乃是我们的祖先创造
的，乃是我们的祖先尝过的、喜爱的，真觉得和祖先亲近了很多，对传统的信心都提升了不少：说我
不是中国人？胡说，我不是仍旧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吃鸡蛋吗？也难怪西方人喜欢研究《圣经》里的食
物，甚至写出食谱给大家阅读，这难道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吗？品尝着这些千年前就已存在的美食
的滋味，感到与神如此亲近，这便是最好的传教的途径。除此之外，这本书也向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
节日的特色，接下来我们逐一探讨。首先，我们的传统节日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上古历法的出现和发
展是岁时节日固定和形成的基本条件。我们的祖先根据太阳运动，借助北斗星、大火星，建立了时间
系统，确立了春分、秋分两个分点，夏至、冬至两个至点和季节、年节转换。《尚书.尧典》中就已经
有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的岁时划分，到了战国时代，二十四节气定型，上古历法和节气对于农民
耕作和收割有着参考指导作用，这一点从节气的名字上也能得到证实，比如“谷雨”是指4月20日左右
雨水增多，有利于谷物生长，“小满”意思是这个节气后，夏熟作物麦子类谷粒开始饱满。节日是由
节气演变发展过来，很多是在节气前后庆祝，比如说清明、冬至。庆祝的内容也和农耕息息相关。古
代小农社会以家庭生产为主要形式，男耕女织，耕种和纺织是农耕生活的主要内容，自然农民也就最
重视土地耕作和蚕桑养殖。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万物之始，我们的祖先十分重视迎春活动，他们
将对丰收的热烈盼望化为对春天的热情，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迎接春天。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
封府于立春前一天：“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人们争抢打春打碎的土牛，因为人们
认为得到了土牛碎片的人可以得到丰收年成，家里适合养蚕养鸡，驱除害虫。除了立春打春之外，上
元节这天还要祈蚕、祭拜紫姑神（厕神），填仓节这天要祭拜仓神，二月二日早起汲水，谓之引龙，
求得风调雨顺等等，不一而足。小农社会生产力不高，牛作为重要的劳动力和耕作伙伴受到了农民的
重视，人们感谢牛，祭拜牛神，在四川、江西这些地方，牛神被尊奉为牛王、牛祖，在立春这天，人
们举行迎春活动，有固定的仪式，《后汉书.礼仪上》就特别记载了郊外迎春布置：“立青幡，施土牛
、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早先这些只是作为耕夫、耕牛的木偶，在唐宋开始神像化，耕
夫成为了木神句芒，土牛成为了可以驱除灾害获得丰收的神牛。南方十月朔这天，农民会做麻糕饼饵
来喂牛，感谢牛这一年的劳作。除了牛之外，出于劳动力的需求，生殖生育、多子多福是节日活动要
祈祷的重要方面。这方面表现最为典型的是上巳节，求子是上巳节重要活动内容，孙作云在《关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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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巳节二三事》中认为，“上巳”的“巳”字即“子”字，“上巳”即“尚子”，上巳的最初意义就是
求子，上巳节和商族的高媒祭祀的原始信仰有关，《史记》中也记载商族始祖简逖吞鸟卵生下契。魏
晋南北朝的资料记载上巳临水浮卵的习俗，这个习俗后来演变为了浮枣，祈求生子。古代生产力水平
比较低，医疗条件不高，人们受到疾病的困扰，所以在很多节日之中人们都很强调自身的保健，驱逐
疾病。比如说新年这一天要喝椒柏酒、桃汤、屠苏酒、服用敷于散、却鬼丸，来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无病无灾。在上巳、端午这样的凶日，人们沐浴洗澡，驱逐晦气，还以药克毒，饮用雄黄酒，佩戴
五色绳。中医药融入到我们的祖先生活之中，成为习俗的一种。其次，除了自发庆祝的节日之外，政
府和统治阶层也十分重视利用节日控制民心，宣传政策。这和儒家思想后来的主导地位有深刻的联系
，儒家注重仪礼和形式，《礼记》中基于阴阳五行之说制订了四时、五帝神、方位之间的关系，重视
月令在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历代的君王关注农事生产和劝农活动，有政府制定颁布的迎春礼仪，有官
员之间参与的鞭牛仪式，还有王朝政权建立的节日，唐德宗制定中和节，在这天政府休假一天，在这
天六宫嫔妃要献种给皇上，官员上农书劝农，上春服贺春。清朝时期民间宗教威胁统治秩序，士大夫
积极提倡文昌神信仰，以对抗白莲教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文昌节形成，这一天士人相会，演戏游神
庆贺，在士人的带动下，普通民众庆祝文昌也慢慢普及，随着晚清废科举，文昌信仰逐渐衰微，但各
地仍旧保留有文昌阁这种建筑。其次，当我们细细研究中国传统节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祖先庆祝节
日和巫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史前时代的巫师是天文观测者和历史记录者，传说中奉颛顼之命“绝地
天通”的南正重和火正黎被视为历法的创始人。阴阳五行学说对巫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汉代人
认为鸡属于阳物，能够抑制阴性的鬼魅，在我们的祖先庆祝节日的时候也十分重视驱邪，比如说除夕
夜要贴春联，苏州地区十二月二十五日烧火盆，在新年燃放爆竹，这些都是用来驱邪避灾，因为这些
红色的春联、火、爆竹都是阳气重的东西，可以克制阴气。符录在中国古代巫师来说也非常重要，他
们经常画些神秘怪诞的图形来驱邪治病，在睡虎地秦简中就有关于战国时代运用巫术灵符咒语的记载
，这种符录到了节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除夕用桃符驱鬼。武术在节日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我们的祖先利用祭祀来讨好神灵鬼魅，希望神灵满足自己的美好愿望，比
如大年初二迎财神，大年初五送穷神，上元节要祭拜厕神，填仓节祭拜仓神，很多节日都要祭拜祖宗
，不同于宗教信仰的是，我们祭拜神灵并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处于功利的追求。再次，由于巫术文化
和追求现实的儒家文化影响，我们的祖先一直安安稳稳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求自己现世生活的
美好，而不是下辈子的福报，他们关心此岸世界，即便是祭祀祖先这样严肃的事情，在我们的祖宗看
来也只是节日活动中的一种，祭拜之后他们仍然有很多庆祝自己生活的方式，比如清明这天，除了祭
祖之外，人们还有春游踏青、插柳这些娱乐活动，即便祭祖，人们更多也是为了求得祖宗的保佑。最
后一点，我们的节日活动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因素。比如说浴佛节，佛教从印
度传入东土之后，浴佛节也随之传入，起初只是信众庆祝，到了唐代浴佛节成为了全国性的民俗节日
，浴佛节吃素斋求得佛祖保佑是民众参与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具有明显宗教意味的节日是中元节，这
是一个集道教、佛教、民间信仰元素于一体的节日，佛教将这天名为盂兰盆节，举行盂兰盆会、放河
灯的活动，将祖先崇拜和孝道结合在一起，从而这个活动深入民间。而道教将这天定为地官生日，在
这天举行斋醮活动，吃斋诵经。在民间，七夕和中元节相近，民众祭祖，向祖先报告秋收情况，给祖
先送寒衣。通过研究中国传统节日的特点，我们可以了解祖先的生活情况、审美观念和心理。我们的
祖先追求富足稳定的生活，无病无灾。他们喜欢对称圆满的事物，即便是节日也是如此。他们追求现
世生活的幸福快乐，又懂得感恩知足，对待耕牛如同朋友，对待祖先如同他们仍旧存在，不忘给他们
送寒衣，祭祀。我们走近他们鲜活的生命之中，感受他们小小的狡诈，给灶王爷黏上麦芽糖，贿赂他
让他说说好话，感受他们自然的人欲，求子生殖，他们和我们如此不同，贴近自然，食用自己的谷物
，耕作自己的土地，呼吸新鲜的空气。他们也一定不会想到他们的后人现在已经丢弃了很多传统的习
俗，也许在不久之后就失去了自己的根基。现代的城市化使我们远离了土地，不必依靠耕作就可以吃
上泰国香米，不必逢年过节就可以穿上时装，一个人可以依靠智力和机器完成五个人的工作，劳动力
不再那么重要，越来越多家庭追求丁克，农业社会的节日已经不能够再适应我们快节奏的生活，强大
的西方文化也在冲击着我们本已经薄弱的根，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必须要再次重新审视传统节日的
文化内涵，从古老的节日中找寻出新的契合时代的意义，依靠政府的力量，使传统节日重新焕发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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