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以来， 春节都可谓中华民族最为珍视的传统
佳节。 对于古代紫禁城里的天子而言，也不例外。

在古代，帝王是国家的象征。 正因如此，皇宫里的
新年有些特别，兼具家与国的双重意义。

紫禁城里的新年究竟是什么样的？宫灯挂起，年味
渐浓。故宫博物院共藏有 1400 多个宫灯，过节用的器
物更是不计其数。 2019 年春节，这些文物都借着“贺
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特展，重现昔日光辉，首
次最大限度还原清代皇宫过大年的场景。

让我们随着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走近这次展览，

走近“故”宫里的“新”年。

———编者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2 月 3 日 星期日

6 责任编辑/范昕

古代的紫禁城里，新年怎么过
桑颖新

除
夕
夜
，

紫
禁
城
三
大
殿
内
五
百
余
宫
灯
同
时
亮

起
，一
时
间
悠
扬
清
乐
、灯
火
辉
煌
、宫
殿
巍
峨
、气
象
万
千

[

纳
福
迎
祥

]

不论宫里还是民间，过年总有一些不可或缺的物品。 比

如腊八的粥、除夕的饺子，又如春联、门神和岁轴。

老百姓过大年，家家都要在街门、屋门两边贴上吉祥对

仗的红色春联，最常用的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

满门”。除对联之外，还要贴门神、贴年画和贴挂钱。所谓“挂

钱”就是用红绿色花纸刻成各种象征吉祥如意、四季平安的

图案，过年时贴在门楣上当装饰品。 清宫里也贴春联，但与

民间有许多不同。 比如：封宝的前一天，翰林院官员要奉命

书写宫内各门庭的春联进呈，因为宫廷门柱均为红色，所以

对联用白绢子，黑字书写，与民间用红纸不同。另外，按惯例

是腊月二十六张贴，二月初二摘除。有时皇帝也写春联赠与

王公大臣。 如有一年春节，雍正帝赐汉大臣张廷玉“岁岁平

安节，年年如意春”，一时朝野上下纷纷效仿。

而像宫训图、天灯和万寿灯，则是宫中独有的东西。 这

些节物表达了人们祛除邪祟、祈求福祉的美好愿望，也为节

日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气氛。

腊月二十四在民间是所谓“扫房日”，在宫中却是安灯

的日子。这一天乾清宫丹陛上左右各安设一座“万寿灯”，丹

陛下左右各放一座“天灯”。 四座木杆上又各悬金字万寿宝

联八幅。 除夕时，皇帝至保和殿筵宴前，内务府再派员役将

宝联取下， 换上五色八角圆灯， 并于两廊及甬道石栏上安

灯。除夕夜，随着营造司首领一声“上灯”，台阶上《火树星桥

乐章》响起，紫禁城三大殿内五百余宫灯同时亮起。 一时间

悠扬清乐、灯火辉煌、宫殿巍峨、气象万千。

同时，自这一天起，清帝在宫中行走，每过一门必放爆

竹一声，意在除邪驱鬼，这在民间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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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是春节期间最重要的传统活动之一。 中国人讲究

慎终追远。在年终之际，人们通过祭祀活动，追思祖德，求福

报功，弘扬孝道。

清代，皇帝需提前三日斋戒，并于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

日亲自到太庙主持祫祭， 可谓郑重其事。 自佛教传入中国

后，每年腊月初八，京城各寺院都用香谷和干果做成粥来供

佛。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十二月初八日为浴佛日，各

寺观煮粥供佛。 ”届时，清帝会派王公大臣到雍和宫现场看

视，煮粥时众多喇嘛围锅念经。 粥成后一面供佛，一面先将

粥进奉内廷，首先祀祖，然后分赐各宫及内外臣工品尝。 所

以《燕京游览志》也有“十二月八日，赐百官果粥”的记载。民

间亦争相效仿，除供佛祀祖外，也把腊八粥作为亲友间相互

馈送的礼物。

清宫亦重视此俗，并有隆重的祭祀礼仪。 坤宁宫要设

供案，供放神牌、香烛、燎炉，及跪垫等用具，并供陈黄羊一

只，各种祭品三十二种，包括关外进贡的麦芽糖等等。 皇帝

和皇后在主管太监的引领下，分别到佛前、神前、灶神前拈

香行礼。

过去老百姓人家常年供有佛龛或神像， 到过年时不仅

要供佛，还要祭祖。按满洲人的习俗，祖宗的影像或牌位，要

供奉在屋内西墙（西墙为尊贵方位），供桌上摆放月饼、水果

及各种蒸食炒菜之类，配以香炉、红烛等，极具尊敬之意。清

帝以孝治天下，祭祖更是年禧的重头戏。 除夕前一日，清帝

在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前殿举行大祫礼，祫即合祭祖

先的意思。 也就是将太庙中、后殿存放的努尔哈赤高、曾、

祖、父和努尔哈赤及其以下历代帝后的牌位都请到前殿，一

起受礼。大典非常隆重，不仅清帝与陪祀官员于前三日就要

斋戒，而且到时，午门还要陈设皇帝的法驾卤簿，鸣钟鼓，皇

帝乘轿出宫，文武百官齐集午门之外。 典礼中，礼部和太常

寺官员向神主献太牢、太羹等祭品。皇帝在列祖列宗神位前

上香，行三跪九叩大礼，场面庄严肃穆。

清
朝
皇
帝
平
时
都
是
单
独
进
膳
，
除
夕
这
天
，
则
与

皇
后
等
后
宫
佳
丽
们
一
起
吃
顿
团
圆
饭

[

敦
亲
睦
族

]

过年，是中国人观念中阖家团圆的日子。 帝王之家却限

于内外之防，后妃、宗室需分别聚会。大大小小的宴会、雨露

均沾的赐赠，彰显着皇帝与母亲、妻子、儿女、宗室间，严格

等级制度下的骨肉亲情，也借机向天下树立了孝悌的榜样。

清朝皇帝平时都是单独进膳，除夕这天，则与皇后等后

宫佳丽们一起吃顿团圆饭。 皇家的除夕家宴一般在乾清宫

举行，皇帝和后妃每人一张桌子。 皇帝自己用金龙大宴桌，

坐北向南， 两边是花瓶。 皇后的宴桌摆在皇帝主桌的左前

方，其他妃嫔的宴桌，按着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

答应这些封号的等级，分左右两排摆放。 宴席上，先摆设冷

膳，太监再传话上热膳，总共 40 品左右。

在美酒佳肴准备好后， 太监奏请皇后率妃嫔们依次就

位，各自在自己的宴桌旁站立等候。 这时，皇帝在喜乐中进

入乾清宫升座，后妃们行礼。入座后开始表演助兴的承应宴

戏。皇帝和后妃们边看戏边进餐，先喝汤，再喝奶茶，接着是

酒宴。皇帝进酒时，后妃们都要行跪拜礼。进酒之后，再喝果

茶。 果茶毕，音乐再起，后妃退席，皇帝离宴回宫。 休息片刻

后， 皇帝又赴保和殿再赏亲王大臣及年终来朝的蒙古王公

等宴，席间乐曲悠扬，君臣同乐，赏赐有加。

虽然是团圆饭， 后妃们却不能和皇帝在一个桌子上热

热闹闹地用餐， 而且， 只有皇帝一人能与宫中女眷一同餐

饮，其他即使是皇子，也是不能参加的。这样看来，皇帝的家

宴，夫妻不能同桌，儿孙不能共堂，也确实是少了好多平民

百姓的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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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帝是国家的象征，一举一动无不牵涉国政。 过

年期间，虽有封印的仪式，以示休息，但仍不免于政务。 即便

宴会，也是如此。 例如，重华宫的茶宴，召集的是饱学诗书的

大学士和翰林。 皇帝赐饮三清茶，即席联诗，赏赐有差，体现

的是皇帝对国家栋梁的殊恩隆眷。

腊月二十日前后，清帝择吉日在交泰殿举行封宝礼，由

内阁学士将象征皇权的玉玺洗毕，皇帝拈香行礼，向所有御

笔致敬，以求来年吉祥，然后将二十五宝入匣收藏，名曰“封

宝”或“封印”。 封笔到第二年初一开笔的这段时间里，皇帝

是不能动笔写字的。 京内外各衙门亦照例封印，接着是欢聚

畅饮，以酬一岁之劳。 这也标志着：官方的春节年假正式开

始了。

在乾隆皇帝在位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外地正在打

仗，紧急的军事报告偏偏是在除夕这天送到紫禁城的，这可

难坏了乾隆皇帝，但是事情又紧急，不能不马上处理。 所以

乾隆皇帝只好让身边的大臣代替他写。

雍正朝之后的清代皇宫，每年除夕子正时分，也就是年

三十的午夜，刚刚进入年初一的时刻，皇帝的第一件事是洗

漱好，穿上冠服，郑重其事地到养心殿的东暖阁举行元旦开

笔仪式。 皇帝打开笔后，先写上几句吉祥话，祈求一年吉祥。

这个腊月初一“开笔赐福”的仪式，始于康熙皇帝，并被

雍正皇帝所沿袭，最终于乾隆年间渐成定例。 据传，后世帝

王“书福”时所用的毛笔，便是康熙皇帝的传世之物，这支笔

的笔端镌有“赐福苍生”四字，用来写福字的纸张也都是绘

有金云龙的宫绢，华丽异常。

事实上，康熙年间每年只有十几个人能够“抢”到这份

由皇帝亲自发放的“红包”，雍正时，赏赐范围扩大到外地督

抚。 受赏名单一旦确定，会有专人负责通知到本人，并在“赐

福”这天齐集殿外，皇帝每写一张，便引一人至御案前“叩首

恭受”。 不能亲自到场的，则派专人递送，并且会额外加赏一

份鹿肉，以取“福禄”双全的彩头。 既然是“凡内廷王公大皆

遍赐之”，数量之大可见一斑，要求皇帝在一天之内写完难

免有强人所难之嫌， 因此实际上赐福字的活动是贯穿于整

个腊月的。

但每年写下的第一个福字，照例要悬挂到乾清宫正殿，

接下来是 19 幅用于其他宫殿张贴的福字，然后才是依次赐

予皇子、藩王、大学士、部院尚书以及各省督抚等臣工的。 还

有一些经常行走于皇帝身边，品级又较低的翰林、侍卫们，

自然也不能亏待， 只不过赐予他们的是事先刻在石碑上的

御笔福字“副本”，即所谓“双钩福字”。

而且，皇帝在开笔的时候还要喝一杯酒，这个可不是普

通的酒，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 其一，杯子很珍贵，不仅要使

用黄金、珍珠、宝石等珍贵的材料，而且制作过程每道工序都

要先精细地画出来，皇帝满意了才能开始做，所以这个杯子普

通人不能用，而是专门给皇帝喝酒的杯子，叫做金瓯永固杯。

其二，酒也很特别，叫做屠苏酒，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据说在大年初一喝了这个药酒， 就可以除去过去一年的污

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迎接新的一年。 但是在这里，皇帝

用这个杯子喝酒，不仅仅有除秽的寓意，更有希望清朝的统

治万年稳固的意思。

皇帝元旦开笔后，便要出宫到满洲祭神祭天的庙堂，叫堂

子，以及乾清宫东侧祭祖的奉献殿进行祭拜。赏赐福字是清宫

里过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按照先远后近的顺序分次完成。先是

腊月初一“开笔书福”，清帝先到北海的阐福寺行礼，取“阐扬

福德”之意，然后到重华宫用“赐福苍生笔”书写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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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的团圆节，也是中国人的狂欢节。 即便高

高在上的皇帝，也会趁此佳节放松娱乐。 每逢腊八，皇帝来

到太液池畔，看兵士们冰上飞舞的矫健身姿。 除夕、元旦驾

临畅音阁或漱芳斋，欣赏台上演出的煊赫热闹的戏剧，元宵

节在圆明园观看灯火戏表演。 声声的爆竹、灿烂的焰火、绚

丽的花灯，营造出太平盛世的景象。

听戏，是帝后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皇帝

大都是戏曲爱好者，过年期间，帝后的听戏活动尤其频繁，

从腊月十一起，重华宫的连台戏便开始了。 宫里每天锣鼓声

声，时时萦绕着丝竹管乐、弋调昆腔，热闹非凡。

如果说尺寸之间的福字从文治的角度诠释了清代的帝

王之术，那么每年“开笔书福”典礼后的校阅八旗冰戏活动，

则可以理解为统治者对军事武备的重视。 冰戏也称冰嬉，它

本是生活在严寒地区的满族先世喜闻乐见的冬季体育活

动，在清代被规定为军训练习项目之一，统称为“跑冰”。 不

过时间一长，军事训练的色彩逐渐淡薄，冰上项目的游艺性

慢慢突现出来。

冰戏的项目主要有三种：抢等、抢毬和转龙射毬。 “抢

等”类似于现在的速度滑冰，即在同等距离内，参赛人员同

时出发，以到达终点的先后区分一二等，分别给予奖赏。 “抢

毬”有点儿“冰上篮球”的味道，参与兵士分为红黄两队，穿

着特质的带有铁齿的冰鞋在冰面共抢一球，“众兵争抢，得

球者复掷，则复抢焉。 有此已得球，而彼复夺之者，或坠冰

上，复躍起数丈，又遥接之。 ”抢毬的参赛队伍本不止两队，

“表演赛”结束后，其他参赛队还要进行竞技，完整的一轮比

赛大约要进行四到六场比拼，可以持续一天。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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