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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东京梦华录》之船，赴北宋节日盛宴
王凤娟 凌傲然

春节临近，游子思归，街道马路，张灯结彩。当心
情与绚若飞星、灿若惊蝶的锦绣烟花一起绽放，恰如宋
代词人辛弃疾形容那般：“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
星如雨”。

节庆烟花在宋代才得到真正的发展，在宋代孟元老
的追忆中，火药被广泛应用于北宋节日庆典的百戏表演
中，“扑旗子”“爆仗”“抱锣”“硬鬼”“舞判”“哑杂剧”“七
圣刀”“歇帐”等技艺变幻多姿、热闹非凡。

这正是民众殷实生活的象征，正如陈寅恪所言：“华
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
人的精神文化水准很高，淹没了日常的枯燥和虚无，造
就了一场又一场盛大的节宴。

或“花头画竿，醉仙锦旆”，或“夜市骈阗，至于通
晓”，或“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斟御酒，看盏者举其
袖，唱引曰‘绥御酒’，声绝，拂双袖于栏干而止”，又或是
“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徽宗年间开封城市
节日包括元旦、立春、元宵、清明、大寒、端午、七夕、中
元、中秋、重阳等二十余个，每一个节日都有属于自己的
仪式与氛围。

经“靖康之变”后，孟元老徙居江左，追念汴京繁华
往事，作《东京梦华录》以绘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的生活
风貌。在其卷五至卷十记载了北宋徽宗年间的节日风
俗，一场场节日盛景见证了宋人的风雅。“暗想当年，节
物风流，人情和美”，就让我们搭载《东京梦华录》之船，
渡往北宋节日盛宴吧。

【 宋节梦华 】

春节是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岁祭祀演变而来，

早在宋时，这一天便有了当今仍在延续的“年节”

的说法。除此之外，宋人又称这一天为“元日”或

“元旦”。直到1912年起改用公历，元旦才特指阳

历一月一日。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卷六》记载，宋代的

春节热闹欢喜，普国同庆。初霞绯红映街巷，梦

幻般的春节降临。清晨，太阳跃出地平线，映照

在彩棚灯影间，点亮了整个街头。街道两旁，五

光十色的灯笼高悬，如飞龙翻腾般舞动，彩带在

清风中飘舞。繁花似锦的装饰点缀着街头，冠

梳、珠翠、头面、衣着、花卉、领巾、靴鞋、玩物，商

品琳琅满目。宋人忙碌地穿梭在张灯结彩的酒

楼、茶坊、集市中，被新年的喜庆氛围包裹。傍晚

时分，阳光逐渐西沉，街头更显得热闹非凡。高

门显赫之家的女眷们恣意观赏关扑，或围坐一

团，或举杯畅饮。炊烟袅袅升起，家家户户张罗

饭饮，亲戚朋友欢聚一堂，把酒言欢，共同庆贺新

年伊始。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

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元日》中，北

宋政治家王安石将北宋百姓的生活景象与除旧

布新的政治愿景相联系。而“元日”从来都不只

是百姓的游戏，更发挥着巨大的政治价值。据孟

元老《东京梦华录 ·卷六》记载，“正旦大朝会……

诸国使人入贺”。在这特殊的节日里，盛大的元

旦朝会在宫廷展开。“殿庭列法驾仪仗，百官皆冠

冕朝服，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梁

冠、白袍青缘。诸州进奏吏，各执方物入献……”

大殿上列着法驾和仪仗，朝廷官员、各路举人解

首，穿戴庄重肃然站立，各州各国使臣庄严隆重，

手捧本国珍宝，踏入殿前，依次进献。宋朝的朝

廷设宴款待，赏赐珍宝，举办宴射，以儒雅的大国

风范，隆重招待各国使臣。

元宵节在宋代又称为上元节，是农历正月

十五，即每年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根源于

民间开灯祈福，由来已久。到了商品经济繁荣

的宋代，元宵节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孟元

老在《东京梦华录 · 卷六》中详细记载了北宋东

京城元宵节前盛大的准备工作和“上元观灯”

习俗。

据记载，为了迎接来年的上元灯节，从年前

的冬至日以后开封府就开始“绞缚山棚，立木正

对宣德楼”。从那时起，游人已经开始聚集。表

演各种奇特技艺、新异本领的人汇聚于御街的两

条长廊下，“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

里”奇异巧妙的演出各式各样，每天都能令人耳

目一新。

甚至，为迎接元宵节特意所建的山棚，《东京

梦华录》中也有详细描述。“灯山上彩，金碧相射，

锦绣交辉”，山棚朝着宣德楼绘制了各路神仙故

事，或是坊市中卖药、卖卦的形象。山棚前方横

亘着三座彩门，各自挂有彩带装饰的金泥巨匾。

彩山左右，彩带勾勒出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栩

栩如生形象，分别骑跨着狮子和白象，手指间流

淌出五道水柱，不停地摇摆。水经由辘轳提升至

灯山巅峰，储存在木柜中，按时释放，仿佛瀑布飞

流而下。而在左右两座彩门上，以草把编织成欢

快嬉戏的巨龙形状，再用青色帷幕轻遮，密密麻

麻地点缀着成千上万盏灯烛。远远望去，宛如双

龙腾飞，起伏蜿蜒。

灯山矗立在宣德楼前，四周被围起一片“棘

盆”，内部精心布置了一座乐棚。宣德楼上则为

皇帝预备了庄严的御座，显得异常威严。而宣德

楼下则搭建起一座临时表演舞台。层层叠叠的

景象交相辉映，雄伟壮观，为元宵节的到来添上

一抹绚烂的色彩。

除《东京梦华录》外，宋人的诗文也留下了

当时元宵节的盛景。北宋文学家曾巩这样记录

正月十五喧闹的夜景：“金鞍驰骋属儿曹，夜半

喧阗意气豪。明月满街流水远，华灯入望众星

高。风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阑送目劳。自笑

低心逐年少，只寻前事撚霜毛。”宋代元宵节不

仅承袭了前代迎紫姑、放烟火、赏花灯、猜灯谜、

吃汤圆等活动，更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坊

市制度的瓦解，基本解除了宵禁。夜半时分街

头热闹不减，灯笼悬挂在街道两旁，五光十色的

光辉交相辉映，人们摩肩接踵，穿越繁华的街

巷，游园、赏灯，欢笑声、歌舞声交织成一曲欢快

的交响乐。市井间的热闹如同燃烧的烟火，将

城市点缀得五彩斑斓。

早在先秦时期，“清明”便作为一种节气名

称出现，但直到唐代早期，依然只是节气，并未

形成节日习俗。根据杨春俏观点，唐代政府把

“清明”这一天定为禁火后改用新火的日期，而

且由于寒食节是一个时间段，清明被包含在寒

食节之中，作为节气的“清明”与作为节日的“寒

食”，因时间巧合而被关联起来。据《东京梦华

录 ·卷七》记载，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

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节，即清明矣”。

孟元老以“清明节”统领寒食、清明这一时段，似

乎宋代已有“清明成节”的意识。宋代的清明

节，承袭唐代寒食、清明节假的传统，节日活动

变得更丰富多样。

在孟元老的回忆中，从寒食节开始的三天

中，宋人“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清

明时节，新坟寂寂，悠悠的思绪漂荡在坟茔之

间。京城中，喧嚣的街巷渐渐静谧，人们纷纷

踏上徐徐的行程，向着郊外而去，走向那些隐

藏着家族记忆的静寂之地。宫廷之内，早在清

明的前半个月，宫人便已穿梭于绚烂的车马之

间，前往朝拜皇陵。宗室及南班官等皇室近亲

也被派往各处陵墓，身披紫衫，戴白绢三角子，

裹着青色绑腿。仪仗好像要穿越时空，车马用

金铜作装饰，车幔如天青的梦，车额缀以锦缎，

门帘点缀着珍珠。伴随着绢纱灯笼的引领，皇

室近亲们行至奉先寺、道者院，祭祀诸位妃嫔

的坟墓。车辆娴雅华贵，路旁士人和百姓竞相

骚动，鲜花盛开的街头成为一道绚烂的风景

线。京城各门的纸马铺，纸卷曲折叠成楼阁的

形状，高高低低摆放在街头巷尾，如同一幅五

光十色的画卷。

城外的原野热闹非凡，扫墓的行人或聚集在

随风摇曳的树下，或者在园林花圃中，摆设着杯

盘，轻声交流，以酒致敬。京城中，歌舞艺人如风

儿拂面，亭园间流连献艺，舞袖飘飘，歌声悠扬。

夕阳斜映，回归院落，明月清辉映着洁白的梨花，

如诗如画。东京城里，那些禁军护卫像战士一

般，骑马奏响悠扬的军乐，四处踏青，他们称之为

“摔脚”。旗帜迎风招展，军容雄壮，成为清明节

另一番独特风景。

“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

在孟元老的回忆中，北宋的往日盛景，如同华胥之

梦，繁花开尽，徒留下回忆的落花满地。而时过境

迁，文化的根脉却深深驻扎于中华大地，传统文化

之树历经千年风吹雨打而屹立不倒，一次又一次

重新开满繁花。春节、元宵节、清明节在时代的渡

船上历经时代沉浮，在新时代再次焕发光彩。

时至今日，春节依旧是国人心中最隆重盛大

的节日，办年货、放鞭炮、穿新衣、会亲友等传统

习俗，仍旧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与宋代相比，

桃符渐渐隐出了大众的视线，被年画、门神和春

联所取代。“关扑”这种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下衍变

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也逐渐淡化年味气质，

演变为跨越时空的现代商业模式。随着现代科

技的发展，春运、春晚、微信红包等登上了春节的

历史舞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前夕，在外

的游子们，拎着年货和特产，如洪流般涌进车站，

期盼早点回家团圆。除夕夜，众多家庭都是在春

晚的欢乐中，共同度过了感动、温馨、热闹的除夕

之夜。近几年，抢微信新年红包逐渐成为了春节

必备节目。微信群里的红包雨迅速飘洒而下，人

们手指灵活地在屏幕上飞舞，欢声笑语不绝于

耳，“红包”犹如一颗颗流动的小星星，充满了温

馨和幸福的味道。

“新年俗”在诞生，传统年俗也在传承中有了

新的面貌。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元宵节灯会在

网络上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晒朋友圈、网红地打

卡，形成了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现象。起源于南

朝时期的“秦淮灯会”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198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37届。青海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湟源排灯”，是流传于湟源县的一

种民间节日灯彩艺术，至今仍不断在元宵节期间

组织展挂。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里商仁灯

将其制作、表演等开发为当地特色的体验性旅游

项目，助力乡村旅游。

当今，元宵节的庆祝方式更加多样。除了传

统的灯火和猜谜，还有各种文艺演出、电视节目、

线上线下互动活动等。多样的庆祝方式既延续

了传统，又注入了现代元素，使得元宵节更富有

活力。现代的灯会不仅继承传统之美，更融入了

创新科技。LED技术、投影技术等应用使得灯会

更加绚丽多彩，独具现代创意。猜谜活动也在现

代得到传承，但题材更为广泛，涉及社会热点、科

技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展现了时代的多元变革。

商业的崛起是现代元宵节的另一特色。商

家通过推出各种特色产品、节目和活动，吸引着

大量民众的参与。得益于现代商业化活动，元宵

节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成为了商家与

消费者互动的平台，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于商业文

化娱乐的多元需求。

总体而言，宋代到现代，元宵节的转化不仅

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演绎。这

一变迁不仅见证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为当

代社会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和创意。

宋代清明节游春踏青、上坟等传统习俗在现

代转化中绽放光彩。宋时的文艺繁荣，不仅在盛

大的节日庆典中有所体现，也为后来的文化传承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起源于宋代的溱潼会船节

被誉为“民俗文化之大观，水乡风情之博览”，获

“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称号，被评为国家重点旅游

项目，至今仍散发着生命力。至今已有八百多年

历史的茅山会船，在当今仍旧是江苏闪耀的文化

名片。每年清明节，茅山周边地区自发组织会船

活动，船只和选手齐聚一处，参加竞技和表演。

此外，最早可追溯至黄帝，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

宝鸡清明节公祭仪式——祭祀炎帝圣典活动，至

今仍有着极强的社会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人

参与。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

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北宋诗人黄庭坚

在《清明》中所描述的景象至今仍在中国的大地

上一次又一次上演。清明节，如同一面清澈的湖

水，映照着历史的倒影。当代，寒食的旧梦渐行

渐远，清明节独占鳌头，成为一年四季中最为庄

重的时刻。我们或许不能再踏遍宋代的寒食径，

但清明节的祭祀之情，却与时俱进，延续千年的

思念之意。或许，正是这两个不同的传统，串联

起了时光的线索，勾勒出一个个清明时节的画

卷，浓缩了历史的精华，让人感怀不已。

在时代的浪花中，传统节俗，或磐石般坚韧

如初，风雨不动，或如浮萍般被遗落于茫茫沧海，

或在沧浪滚滚中时隐时现。至今，春节、元宵节、

清明节这样的全民节日仍旧在国人的生活中占

据重要地位。上巳节、花朝节等在日常生活中逐

渐被淡忘的传统节日，更是被年轻人重新从历史

深处打捞了出来。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从宋代至今，承袭

着千年文化的传统节日如一轮皎洁的明月，悠远

而璀璨。河南卫视“奇妙游”的出圈，汉服热，时

装国风潮……传统文化在当今被召唤、更出彩。

当今传统节日的回归、崛起，如同绽放的花朵在

春风中摇曳生姿，不仅表达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热爱，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深

刻认同。在传统节日的庆典中，国人汲取了历史

的营养，感受着千百年来先贤留下的文明之光。

这是一场文化的沐浴，让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

融中，重振民族的魂魄。

【 流变今朝 】

▲宋赵昌（传）《岁朝图》

 图为国风爱好者复原宋

人生活场景。（图源：攸荧国风
美学）

▼影视剧也从《东京梦华

录》等文本中寻找宋人节日与

日常生活的故事灵感与历史依

托。图为《梦华录》剧照。

▲清明上河园复原宋朝上元灯会盛景。

▼孟 元

老追念汴京

繁华往事所

作的《东京梦

华录》，描绘

北宋都城东

京开封府的

生活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