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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日》

前言

和天文、历法、数学知识的不断丰富有关，尤其是后来划分出的农历节气更与传统节日的产生有着密
切的关联。到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一年中划分的24个节气已基本齐备。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
供了前提条件，即一年之中，随着季节、时序的变化，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时形成了不同的民俗活动
以及代表人们美好愿望的祭祀活动。中国的节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大部分节日在先秦时
期（公元前221年以前）就已初步形成，如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但
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迷信禁
忌有关的，并且与丰富的神话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为节日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宗教信仰也对节日
有着一定的冲击与影响；还有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意义而融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体
现在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和浓厚的文化底蕴。到汉代，中国主要的传统节
日都已经基本定型。汉代是中国实现大一统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科学文化发展
迅速，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有深厚历史基础的地域文化在这时实现了历史性的融合，形成了
以统一的汉文化为标志的文化共同体。这为节日的最后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文和天文、历法
、数学知识的不断丰富有关，尤其是后来划分出的农历节气更与传统节日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联。到
汉代（公元前206一公元220），一年中划分的24个节气已基本齐备。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
件，即一年之中，随着季节、时序的变化，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时形成了不同的民俗活动以及代表人
们美好愿望的祭祀活动。中国的节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大部分节日在先秦时期（公元
前221年以前）就已初步形成，如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但是其中风
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关的
，并且与丰富的神话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为节日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宗教信仰也对节日有着一定
的冲击与影响；还有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意义而融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体现在节日
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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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日》

内容概要

《中国节日》内容简介：节日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节日文化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具
有强盛鲜活的生命力，历经岁月的变迁，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所有这些节日
都诉说着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并且装点着今天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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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日》

作者简介

韦黎明，1950年生于北京。先后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和《北京周报》杂志社工作。主要著作或参与编
著的作品有：《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中国的绘画》、《中国的丝绸》，《中国最近五年的考古
新发现》、《中国的武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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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日》

书籍目录

前言传统节日腊八节小年春节元宵节春龙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乞巧节盂兰盆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节法定
节日新年“三八”妇女节植树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
教师节国庆节少数民族节日那达慕大会开斋节古尔邦节藏历新年雪顿节沐浴节火把节盘王节达努节龙
船节花山节泼水节三月街三月三歌圩陇端街刀杆节新米节目脑节丰年祭老人节添仓节附录：中国历史
年代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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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日》

章节摘录

插图：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每年都要举行“屈原杯”龙舟赛。1991年6月16
日（农历五月初五），在屈原的第二故乡湖南省岳阳市，举行了首届国际龙舟节。在竞渡前，举行了
既保存传统精髓又注入现代元素的“龙头祭”。“龙头”被抬入屈子祠内，由运动员给龙头“上红”
（披红带）后，主祭人宣读祭文，并为龙头“开光”（即点睛）。然后，参加祭龙的全体人员三鞠躬
，龙头即被抬去汨罗江，奔向龙舟赛场。此次参加比赛、交易会和联欢活动的多达60余万人，可谓盛
况空前。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重要传统习俗。粽子由来已久，花样繁多。据记载，早
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粽子的原型，即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
封烤熟，称“筒粽”。晋代（265-420），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
杂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同时粽子还用作馈赠亲友的礼品。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
经“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有“蜜饯
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还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元（1206-1368）、明时期，粽子的
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辅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仁、枣子、
胡桃等等，品种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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