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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节习俗如扫尘、祭祖、饮岁酒、放爆竹、除夕守岁、贴春联、拜年等活动已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和美好记忆。古往今来，这些春节习俗被写入诗

词，广为流传。这些年俗诗或生动形象、客观真实地记录春节习俗文化；或表达

新年人们迎新的欢喜心情和阖家团圆的伦理亲情；或感叹时光易逝，抒发人生

感慨。时至今日，春节习俗文化已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乡愁，在现代文明发展

进程中传承春节习俗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也是在向世界展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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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长期积淀的文化产物。千百年来，中国

人在生活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风俗习惯，相沿

成习、世代相传。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盛大、

最热闹、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的结晶，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蕴含着

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和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生命追求和情感寄托，传承着中华

民族的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春节习俗文化源

远流长，历久弥新，影响深远，已成为世界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习俗如扫尘、祭祖、贴春

联年画、除夕守岁、放爆竹、拜年等活动，已成为

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和美好记忆。古往今

来，一些春节习俗被文学大家写入诗词，成为千

古流芳的名诗佳句。这些名句有的被写入春联，

成为人们节日吟诵的热点。比如，元稹、高适、曹

松、来鹄、文天祥等著名诗人都曾写过同名诗词

《除夜》；著名诗人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爆

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些作为春节的标志性诗

句被人们广为流传。如今，这些描写春节的古诗

名句已成为春节文化的元素之一，与其他春节文

化一起被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光大。

目前，研究春节习俗文化的著述较多，研究

古诗词的文章也较多见，但从文化传承角度，探

寻古诗词中春节习俗文化的文章比较少见。鉴

于此，本文拟以古诗里的春节习俗为主题，谈谈

春节习俗文化传承之我见。

　　一、中国古诗中的春节习俗

春节，民间称“新年”，欢度春节就是过年。

春节起源于殷商，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武帝时

代。春节的节期较长，而且各地不同。有的地

方春节从腊月初八开始到元宵节结束，有的从

“祭灶”（腊月二十三，另说二十四）一直到正月

十六（另说正月十八），但共识是除夕和正月初

一是春节的高潮。春节习俗随着岁月变迁、跟

着时代发展，也经历了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

春节习俗源于古时年终岁尾的腊祭活动，主要

表达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

祈求丰年等愿望。所以时至今日，每逢春节，全

国各地的汉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

规模宏大而隆重的庆祝活动，其活动形式和内

容丰富多样、异彩纷呈，一些主要的习俗事项至

今仍然保留着。这些习俗被历朝历代的诗人吟

咏成诗，写入春联，佳句辈出，广为流传。如今

春节习俗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成为华

人的传家宝，流进民族的血脉里，融化成浓浓的

乡愁，召唤人们回家团圆。

１．扫尘

《清嘉录》卷十二记载：腊将残，择宪书宜

扫舍宇日，去庭户尘秽。人们借助“尘”与“陈”

的谐音以表达除陈、辞旧的意愿。古诗中写春

节除尘习俗的有很多，如宋代诗人范成大的

《爆竹行》写道，“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

以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是南宋著名

江湖派诗人戴复古的《除夜》，诗中写道：

扫除茅舍涤尘嚣，一炷清香拜九霄。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

生盆火烈轰鸣竹，守岁?开听颂椒。

野客预知农事好，三冬瑞雪未全消。［１］

戴复古的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除夕之夜人

们扫尘、拜祖、放爆竹、守岁和喝椒酒的习俗，表

现了人们对新春的期盼，抒发了对瑞雪兆丰年

美好生活的向往。

２．祭祖

汉代崔萛在其《四民月令》中写道：“正月

之朔是为正月，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

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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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

寿，欣欣如也。”［２］这说明，早在汉代，祭祖就已

成为春节重要的民俗活动。春节祭祖的习俗也

出现在白居易的《三年除夜》诗中：

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

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

堂上书账前，长幼合成行。

以我年最长，次弟来称觞。

七十期渐近，万缘心已忘。

不唯少欢乐，兼已无悲伤。

素屏应居士，青衣侍孟光。

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３］

诗人选取除夕夜这一特定的时间，第一部

分（前四句）描写除夕夜合家欢乐、共庆佳节的

场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除夕夜的节日氛围：点

燃祭祖和照明的火炬，火光通明；祭祀的酒摆上

祭台，满屋飘香；孩童们喧闹的嬉戏声萦绕耳

畔，亲人们长幼有序排成行给年长的诗人祝寿。

第二部分（后四句）写自己年高心淡、无欲无

求、归于本真的恬淡心境，与前一部分形成鲜明

对比。

３．饮岁酒

屠苏酒、柏叶酒、椒酒，是古代中国人春节

期间主要饮用的酒品，故又名岁酒。屠苏是一

间草庵（茅舍）的名称，据说古时此草庵曾住着

一位名医，每到除夕夜时都要给附近的家家户

户送药酒以避瘟疫。由于不知道这位神医的姓

名，人们便用草庵的名称“屠苏”来命名这种药

酒，故称屠苏酒。柏叶酒，是用柏叶浸制的酒，

春节饮用它有祝寿和避邪之意。椒酒，又称椒

花酒、椒柏酒，是用椒花或加入柏叶浸泡而制成

的酒，其作用与柏叶酒相同。

古人饮屠苏酒等岁酒的顺序由幼及长，先

从年少者开始，然后按年龄顺序，由小到长逐人

饮少许，年长者最后。宋朝文学家苏辙在《除

日》写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

余”；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中写道，“但

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宋代诗人范

成大在《分岁词》中也写道，“老翁饮罢笑捻须，

明朝重来醉屠苏”。由此可以看出，饮岁酒这

种风俗在宋朝非常盛行。

古人除夕饮岁酒成习，所以诗人们以酒入

诗的佳作比比皆是。例如，南梁庚肩吾在《岁

尽应令诗》中写道，“聊开柏叶酒，试奠五辛

盘”；北朝庾信在《正旦蒙赵王赉酒》中写道，

“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柏叶随铭至，椒花

逐颂来”；杜甫在《人日诗二首之二》中写道，

“樽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宋人戴

复古在《壬寅除夜》中写道，“横笛梅花老，传杯

柏叶香”；明代张居正在《元日感怀》中写道，

“闲愁何事演芳序，且尽樽前柏叶卮”。这些诗

记录了人们饮岁酒的春节习俗，抒发了诗人们

热爱生活的情怀，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

遗产和审美感受。

４．放爆竹

据南朝梁人宗懔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

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

文集《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

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

以避山臊恶鬼。”［４］这段记载说明放爆竹在古

代是为了辟邪驱兽。唐代诗人来鹄诗云，“新

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宋代赵师侠

在词《鹧鸪天·丁已除夕》中写道，“爆竹声中

岁又除，顿回和气满寰区”；宋代诗人范成大在

《爆竹行》中则详细描述了苏杭的一户人家在

春节放爆竹的全过程，表达了诗人新年愉悦欢

畅的心情，寄托了诗人对居家平安的美好愿望：

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

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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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

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５］

５．除夕守岁

除夕是春节最重要的时刻，除夕守岁习俗

由来已久，代代相传。古代描写守岁的诗歌尤

其多，诗名为《除夜》《守岁》的古诗俯拾皆是、

不胜枚举。白居易曾写过多首描写除夕年俗、

寄托思乡思亲、感慨时光流逝的除夜诗：“岁暮

纷多思，天涯渺未归。老添新甲子，病减旧容

辉。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

转悟前非”［６］；“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

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６］。

唐代诗人孟浩然在《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

中写道，年三十这天要“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

筵”［７］；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说，除夕之日

要“家家饮宴，笑语喧哗”［８］。

除夕守岁时，最让人思念的是家乡和亲人。

苏轼曾经写过《守岁》《馈岁》《别岁》三首诗，表

达了置身异乡的诗人在除夕之夜，思父念弟、怀

念故乡之情。其中的《守岁》写道：

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

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今日，少年犹可夸。［９］

诗人感叹时光荏苒，担心光阴虚度，羡慕少

年时光充裕，勉励自己仍须努力。

６．贴春联

春联由桃符演变而来。《后汉书·礼仪

志》曰：“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

所畏。”周代时，人们把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

形桃木板称为桃符，用来驱鬼辟邪。在桃符上

写联语是从五代时的后蜀君主孟昶开始的。孟

昶喜好文学，每年都命人在桃符上题诗，成为后

来春联之滥觞。明代开始将桃符改称“春联”。

宋代赵师侠的《鹧鸪天·丁已除夕》词写道：“爆

竹声中岁又除，顿回和气满寰区。春风解绿江南

树，不与人间染白须。残蜡烛，旧桃符，宁辞末后

饮屠苏。归欤幸有园林胜，次第花开可自

娱。”［１０］而陆游的诗“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

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

符”［１１］，则细致描写了除夕夜窗外突降的瑞雪兆

示来年的丰收，诗人喜出望外的心情跃然纸上。

由此可见，贴春联已成为除夕夜的固定习俗。

７．拜年

拜年，古时指年幼者向年长者跪拜，以及同

辈之间互拜，有恭贺新年、祝福添寿之意。清代

诗人、《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在《甲午元旦》中

写道：

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

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

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

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１２］

《甲午元旦》写于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诗

人描写了当时的过年习俗，如围炉守岁、饮酒宵

夜、放爆竹、换桃符、听乐曲、拜新年等。当年作

者虽已６６岁，但赤诚童心在字里行间清晰可

见。该诗所表达的正是诗人脱离官场之后那种

恬静和愉悦的心情。

拜年的习俗到了宋代，由当面拜年变成了

投送拜贴。这种相互问候方式既礼貌又雅致，

只是略嫌简陋罢了。明代文学家文征明的《拜

年》一诗就记述了古人的这一拜年风俗。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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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古人过春节，习俗多样，仪式感

强，充满神圣之感和敬畏之感，这与习俗的民族

性、地域性、阶层性、多样性等特点相关。另外

我们发现，诗中描述的大多是市井百姓的春节

习俗，这一方面说明诗人们贴近生活、记录生活

的现实主义情怀，另一方面更说明春节习俗文

化影响力深远，对诗人心灵和情感产生了极大

触动，从而产生了春节习俗入诗传播传承的文

化现象。

　　二、年俗诗的作用和文化意蕴

春节习俗作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春节文

化，已植根民间，融入故土，走进家庭，深入人

心，代代相传。记录和传承春节习俗的年俗诗也

被历朝历代的人们喜爱并世代传诵。如今，每逢

春节，这些诗词必将被人们谈之咏之，其中的名

句更是被写入春联装点千家万户。年俗诗的内

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生动形象、客观真实地记录春节的风俗

民情，如扫尘、祭祖、燃爆竹、贴春联、饮屠苏、守

岁、拜年等。如前所列，不再赘述。另外，也有一

些地域性很强的习俗，如南宋诗人范成大所写的

《卖痴呆词》，不仅记叙了南宋时的守岁习俗，而

且还专门提到了吴中一带过年的卖痴呆民俗，即

让小孩子在除夕夜满街跑，呼叫“卖痴卖呆”，以

将痴呆转移给别人。诗人的描写生动形象、活灵

活现：

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

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

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侬仍有余；

巷南巷北卖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

栎翁块坐重帘下，独要买添令问价。

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赊痴呆千百年。［１４］

二是表达欢度春节时人们迎新的欢喜心情

和阖家团圆的伦理亲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比如，宋代著名诗人苏轼和苏辙，兄弟情

深，苏轼评价苏辙，“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

生”；而苏辙称赞苏轼，“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两人都曾在除夕夜把思念对方、期待团聚的心

情写入诗中。苏轼在给苏辙的《守岁》中写道：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日，少年

犹可夸。”［１５］另外，还有苏辙的“一岁不复居，一

日安足惜。人心畏增年，对酒语终夕。夜长书

室幽，灯烛明照席。盘飧杂梁楚，羊炙错鱼腊。

庖人馔鸡兔，家味宛如昔”［１６］；孟浩然的“昨夜

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

年丰”［１７］；李世民的“岁阴穷暮纪，献节启新芳。

科尽今宵促，年开明日长。冰消出镜水，梅散入

风香。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１８］。

三是感叹时光易逝，抒发人生感慨，表达诗

人关于时间生命的思考。在时光新旧交替的特

殊时空下，诗人常常借年俗诗感叹壮志未酬、功

业不就的人生憾恨，表达自己不甘颓废、对事业

的执着追求，祈望在新年实现生命的超越与功

成名就。白居易是写年俗诗最多的诗人，他在

６０岁时在《除夜》中写道：“病眼少眠非守岁，老

心多感又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

十人。”［１９］整首诗洋溢着对生命流逝的感慨，以

及生命仍然存在的恬然自得。苏轼在《除夜野

宿常州城外之一》中写道：“行歌野哭两堪悲，

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

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南来三

见岁云祖，直恐终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历日，

退归拟学旧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

病客须。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

苏。”［２０］第一首写诗人彻夜不眠，并非因守岁而

是在为民间疾苦忧虑；第二首诗抒发除夜感慨，

诗人以直抒胸臆的手法，写出不能践行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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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的遗憾之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

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

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

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２１］记录生活

抒发情感的年俗诗，之所以能够永久流传，一是

因为它记录的是人类共同记忆和美好情感的节

日———春节；二是因为诗人凝练而有韵律的语

言艺术和诗词魅力，唤起了人们的共同情感和

审美感受；三是因为诗人在描述春节景象、人生

感慨的同时带给人们的还有许多哲学思考和人

生启迪。

由此可见，敬神敬祖、祈福求安的祭祀文

化，驱祸辟邪、除旧迎新的求新精神，注重孝道、

重视亲情的伦理文化，珍惜生命、积极向上的精

神追求，是年俗诗背后丰富的文化意蕴。

　　三、关于春节习俗文化传承的思考

春节是凝结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独具审美

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习俗是春节文化

的根脉，在民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近年来全

国各地春节民俗活动正在复苏，民间庙会、社

火、行水在春节期间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失去

的年味正在回归。２０１７年初，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标志着传统节日文化复兴的时代已经

来临。

１．春节习俗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乡愁，

应自觉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１３日

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让居民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意见》要求：

要“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

化，培育和扶持乡村文化骨干，提升乡土文化内

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

乡愁。鼓励港澳台艺术家参与国家在海外举办

的感知中国、中国文化年（节）、欢乐春节等品

牌活动，增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

同”［２２］。认同感会带来传承自觉，过年就是传

承春节习俗文化，春节习俗文化是中华儿女共

同的乡愁。记住乡愁、回家过年，是中华儿女共

同的心愿。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家，是中国人

最核心的认同；年，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再

难也要回家过年，反映的正是中国人寻找家的

归属和精神寄托的集体共鸣。”［２３］

２．春节习俗文化应融入现代文明，在发展
中传承

春节习俗自产生到现在，既有地域差异，也

有内容增减的变化，有的习俗是新生的，有的习

俗已消亡。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习；除旧迎

新、移风易俗是其规律。比如，祭祖的习俗在农

村依然盛行，在城市却淡化了许多；放鞭炮，农

村由于地广人少依然可以燃放，而在城市由于

污染严重实行了禁放。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

中，春节习俗文化的传承也在发生变化，变是永

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意见》要求要“深入开

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

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

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

俗”［２２］。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是历久弥新的话

题。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增加新的春节习

俗内容会为社会增添新活力，如微信拜年，有文

字、有图画、有声音、有视频，已成为一种非常新

颖、便捷的拜年方式。民俗就在生活中。不同

地区有不同的春节习俗。比如，春节北方习俗

是吃饺子，寓意新旧之交、除旧迎新；南方习俗

则是吃年糕，寓意新年步步高升。随着城镇化、

网络化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春节习俗文化还会

产生变化，我们应在发展中传承。

　　四、结语

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与中国文化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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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传播，目前全世界已有十几个国家把中国春

节定为法定假日。印度尼西亚于２００２年把中

国春节列为国家节日，美国也有一些州将中国

春节确定为本州的法定节日，英国的旅游手册

将中国春节列为英国节日。加拿大政府从

２０１７年起将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正式定

为官方节日———春节。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９日，加

拿大总理特鲁多穿着唐装带领内阁三位部长参

加温哥华华埠新春大游行，并给舞狮点睛，国会

议员们也按中国习俗准备了大量红包派发给现

场民众。海外“春节热”的逐年升温，从一个侧

面体现出中国春节正日趋走向国际化。春节习

俗文化通过中华庙会、广场庆典等各种形式向

世界传播，中国春节的年味和习俗正悄然在世

界各地扩散。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外孙女在中国

春节时拿着布老虎、用中文唱新年好的视频也

可以看出，春节逐渐成为普天同庆、全球共享的

世界性节日，过春节在海外已开始成为一种时

尚和新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坚信，中国传承

春节习俗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

也是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

蕴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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