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范昕www.whb.cn 2024年2月7日 星期三

10传统节日里的中国

正月初一到初七 古俗每天有讲究
吴心怡

今天的春节，是众多传统节日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节。各种
各样的节日行事，以位于腊月下旬的小年为起点，以除夕夜与正月
初一为重点，直到大年初七甚至更晚，都可算作春节。节日的余
韵，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甚至有人说“二月二后方无
年”，如此则春节前后跨度超过一个月，仿佛天地间都充满喜乐与
祥和。

春节之所以能如此盛大，既因为它辞旧迎新的氛围，也因为它
的风俗其实来自于历史上几个不同的节日，众多不同的节日习俗，
经过漫长的演化合流，形成了春节的习俗。

周公制礼作乐，今天不少习俗可上溯到周朝，但周朝的新年还
不在今天春节这一天。周朝的“岁首”，也即新年的开始，是十一
月，可十一月时还是仲冬，跟“春”的到来相去甚远。逢岁首，周天
子会举行朝会，并进行祭祀，彰显天子对于诸侯的权力。后来汉武
帝时期改用太初历，新年的开始才变成今天的正月初一，周朝的朝
会活动在汉朝就被改到了一月。由于新年第一天称为元旦，元旦
的朝会就称为元会。这一重大活动后来历朝历代都得以沿用。

虽然周朝的新年与春无关，但周朝也有自己的“春节”，即二十
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一天标志着春天到来，万物生长，对于农耕而
言意义重大。以周天子为首，会在春天的伊始——立春这天进行
象征性的农业劳动，激励农耕，并祈求风调雨顺。在汉代改用太初
历以后，立春与新年的日期总是非常接近，两个节日的意义也因此
混同，所以我们现在的新年也叫春节。

另外，今天的春节习俗还有一个更为古老的源头，是上古时期
位于冬季农闲时期的腊祭，从天子到家家户户都会在这时利用一
年的收获来祭祀祖先。在今天的春节，既有庆祝新年的拜年活动，
也有敬仰祖先的祭祖活动，还有迎接春天的摆春盘、咬春饼活动，
这些都是腊祭活动演变而来。如此看来，春节或可看成岁首、立
春、腊祭这三种重要的上古节日的结合，气氛如此热烈，也就是意
料之中了。

虽说年年都要过年，但物换星移，过年的习俗一直在悄悄发生
着变化。又加上“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过年的习俗也有
独特性。所以关于过年的传闻，有时也会让今天的人们感到陌生。

其实不仅今人如此，古人也是同样。被称为“北地三才”之一
的魏收，在他撰写的《魏书 ·自序》中，提到曾经有一次皇帝与大臣
一起庆祝新年的第七天——人日。皇帝忽然发问：为何这天叫做
人日？群臣都无言以对，唯有魏收引用了一部今天已经散佚的叫
做《答问礼俗》的书回答说：“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
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意思是说新年前六
天每天都对应一种家养动物，而第七天对应着人。这一回答显示
出了魏收的博学，让他出尽了风头。曾经的大年正月初一到初七，
每一天都可以算一个节日，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过法。只是随着
生活方式的改变，它们就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显得有些古老，
又有些新鲜。

【 初一 】三元之日 驱邪纳祥

在古人的眼中，正月初一是“三元之

日”，它同时代表了新的一年、新的一月、

新的一日，万象更新，所以是一个适合驱

邪纳祥的日子。

众所周知，爆竹、春联、门神、年画等

风俗，最初都因驱邪纳祥的目的而产

生。爆竹风俗尤其古老。成书于中古的

《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

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

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野兽畏惧烟火

和响声，古人或据此认为那些可能会带

来灾害的超自然生物也有类似的特征，

于是燃放爆竹，利用烟火和响声来驱邪，

让一年得以有一个好的开始。中国南北

不少地区都有“开门爆仗”习俗，正月初

一开门要先放爆仗三声，其目的也是为

了“解疫疠”。

因对驱邪纳祥的重视，过去，正月初

一有不少民间禁忌。由于中国幅员辽

阔，这些禁忌大多具有地方性，不同时

代、不同地区的禁忌还有相互冲突的部

分。比如起床这件小事，各地风俗就莫

衷一是。记载中古时期江南风俗的《荆

楚岁时记》记载新年要“鸡鸣而起”，鸡鸣

是丑时的别称，也就是凌晨一点到三点，

这时天还没有亮。记载北京风俗的《帝

京景物略》则说正月初一五鼓时分（大

约凌晨三点到五点）不能躺在床上打喷

嚏，如果想要打喷嚏，就算来不及穿衣

服，也要立刻起床，因为民间认为此时躺

着打喷嚏会预示疾病的发生。在近代，

湖州农家正月初一不得早起，必须睡一

个懒觉，称为“眠蚕花”，这显然是因为蚕

桑业是湖州地区的支柱产业而衍生出的

节日文化。现在由于观念与生活方式都

发生了巨变，这些禁忌已淡出我们的生

活，“打工人”在假日里可以安稳睡个好

觉了。

过去的正月初一还有一些占卜性质

的活动。吴中地区的农家会在正月初一

这天“看风云”“秤水”。看风云依据俗谚

“岁朝东北风，五禾大熟，岁朝西北风，大

水害农功”，预测当年的丰歉。秤水则是

从正月初一到十二日以瓶汲水，根据每

天水之轻重，来预测一月至十二月的降

水量，重则当月多水，轻则旱。《契丹国

志》记载，在正月初一这天，契丹国主会

将用糯米饭和白羊髓制成的拳头大小的

团子分发给各帐，破晓时分，各帐将米团

抛掷在帐外。如果米团的数量是双数，

当晚就会奏乐、饮宴。如果米团的数量

是单数，当晚即取消奏乐，改为进行“惊

鬼”活动，由十二名巫师绕帐摇铃执箭唱

叫，在帐内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

鼠”——田鼠，并且为了禳度灾祸，本帐

人不到正月初七不得出帐。

古时候人们敬重祖先，祭祖也是正

月初一的重要行事，既表敬意，也是希求

祖先保佑。一些人家会在新年悬挂祖先

画像，称为喜神，陈设香蜡茶果，合家祭

拜。也有一些人家会携带供品扫墓，称

为上年坟。至亲上门拜访，也会先拜喜

神。喜神至少会悬挂三天，有时会长达

十五天。在这个节庆的日子，人们借助祭

拜喜神，回顾了彼此之间的血缘，通过共

同的祖先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古人就不重视现世的关系。亲朋好

友，有条件上门者登门拜年，而那些有事

不能上门者，就要遣人递送飞帖，表示拜

年之意。接受了飞帖的人家也要通过同

样的方式答拜。这种方式和现在的贺年

片、拜年消息看起来颇有一脉相承之处。

正月初二，旧时不少地方都当作归

宁日，即已出嫁女子回娘家的日子。旧

时女子出嫁后多依附夫家生活，正月初

一只好在夫家度过，正月初二始能与亲

生父母和兄弟姊妹团圆。女子回娘家，

女婿需要同行，故而对于娘家而言又称

“迎婿日”。有子女者要带上子女，还不

能少了分赠娘家亲戚邻里的礼物。若女

子远嫁，无法在一天之内抵达娘家，就将

正月初二这天作为动身的日子。

如今多说“正月初五迎财神”，其实

各地祭财神的日子会有参差。旧时北京

习惯在正月初二这一日祭财神。《北平岁

时志》载“初二日祭财神，是日多吃馄饨，

谓之元宝汤”，因馄饨元宝外形相似。

大部分地区民俗都重视正月初一的

头香，但北京城的男女更有不少人去抢

烧五显庙正月初二的财神头香，甚至半

夜排队。五显庙所供奉的五显财神，不

同于常见的文财神比干、武财神赵公明，

是弟兄五人的形象，又称五路财神。渴

望财富的男女在五显庙烧香，往往会捐

钱给庙宇，换取庙里的纸元宝，称为“借

元宝”，供奉家中，饰以彩胜，寄托招财进

宝的愿望。如果得财，就会以当时十倍

的钱财去酬谢财神。这就使得庙里香火

绵延不绝。

旧时北京祭财神，用公鸡、猪头、鲤

鱼。也有富裕商户用更为奢华的整猪、

整羊、整鸡、整鸭、鲤鱼五种祭品设祭

的。不管怎么祭，最不能少的就是鲤鱼，

这鲤鱼必须是活的，正为取鲤鱼跳龙门

之意，死去的鲤鱼便不能跳龙门了。祭

时用纸遮住鱼眼，生祭，祭毕送入河中放

生。故而到了正月初二这天，市场上都

是“嗳，活鲤鱼呀”的叫卖声。

江苏地区将正月初二当作米娘娘生

日，从正月初二开始煮米饭为食。而在

过去河南省唐河县（沘源）则以正月初三

为谷子生日，不得食米饭。同是生日，却

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过法，一要被吃，一不

得吃，也是“十里不同风”之一例了。

旧时的正月初三和初四，特殊的习

俗相较初一、初二少了许多，也不像后面

的初五、初七那样受重视。虽然如此，新

年气氛不会因此中断。

在唐代，士大夫的新年假期从年前

三日延续到年后三日，北宋大部分时期

士大夫新年放假七天，南宋放假五天。

因此正月初三、初四，仍在官方给士大夫

设立的假期之中。今天有“春运”可以运

载游子回到家乡，而古代交通不便，虽然

放假，远离故乡任职的士大夫仍是无法

返家，一般只能留在任职地。正月初一

士大夫还要参加元旦朝会，到了初三初

四这两天，便有闲暇安排自己的过年行

程。或饮宴，“灰飞空玉琯，醅动涨金

瓶。剩作寻芳具，当筵忌独醒（宋庠《正

月三日作》）”，或出游，“下竺泉从上竺

来，前波后浪紧相催。泉声似说西湖好，

流到西湖不要回”（杨万里《庚戌正月三

日约同舍游西湖》），或赏花，“今朝才见

雪泥干，日薄云低又作寒。家山千里何

时到，溪上梅花正好看”（蔡襄《正月四

日》），安逸非凡。

而普通市民此时的节日生活也可以

很精彩。据《梦粱录》，南宋都城临安每

逢新年有“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的政

策，就是说旅馆不论是官办还是私营，都

由财政来补贴三天房费。这样的惠民措

施显然能促进正月初一到初三临安的市

场繁荣。据记载，新年期间的临安热闹

非凡。有购物的，街坊商贩不因新年而

歇业，而是纷纷趁机叫卖“食物、动使、冠

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有旅游的，

不论贫富，都去寺庙宫观游玩，“竟日不

绝”；有张罗美食的，“家家饮宴，笑语喧

哗”——好一派繁荣和乐的景象。

不少地区以祭灶的腊月二十三或二

十四日为“小年”，也有一些地区以除夕

前一晚为“小年夜”。旧时江南一些地

方，如苏州、海宁，还另有“小年朝”的

说法。小年朝为正月初三，习俗与正月

初一相同，有“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

这些禁忌。如今“小年朝”习俗也已不多

见了。

在武昌，正月初四日是新女婿登门

来贺的日子，岳家要大办宴席来迎接。

女方亲戚在准备宴席时，往往会像当初

迎亲时那样再以恶作剧来捉弄新女婿一

次。虽然听起来有些可怜，但只要不过

分，也还可看作有助于新成员融入家庭

的“破冰”活动——毕竟我们的春节，就

是以家庭团圆为主旨的节日。

不少地区的正月初五都有“破五”之

说，这种说法颇有历史，《清嘉录》引《岁

时琐事》载“正月五日，俗呼破五日，欲有

所作为，必过此五日始行之”。这必须与

旧时的新年的禁忌结合来看，旧时新年

有诸多禁忌，最常见的禁忌是不能“作

事”，必须彻底休息，到了初五（有些地区

是初六），这一禁忌即可破除。也有说

“破”是“破败”之意，初五以前，有时包括

初五当天，若违反禁忌，则当年之内遇事

破败。

这些新年禁忌有的看起来很苛刻，

成书于清代的《燕京岁时记》记载当时北

京风俗“破五之内不得以生米为炊，妇女

不得出门”，因这一禁忌，归宁日就不在

正月初二，而是在过了破五以后的正月

初六实行。如此严苛的禁忌，古人真的

会一板一眼地执行吗？其实也未必。据

《清稗类钞》，新年不能煮饭，按照旧例应

该吃五天水饺，但不少人都是只吃三天、

两天，或者隔天吃。饺子再好吃，连续五

天吃同样的食物，也还是有些倒胃口。

虽违反禁忌似乎很可怕，可面对饮食的

诱惑，人们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初五还是不少地区的迎财神日，在

初四夜间，迎财神的活动就已开始举

办。各地迎财神风俗大同小异，少不了

燃爆竹、设供品，迎财神之后当即开市交

易。在南京，普通人家通常是焚香燃烛，

静静迎接，商店才会大张旗鼓，唯恐人不

知。在苏州，正月初五被当作五显神的

诞辰，苏州话称为“路头神”，迎财神称为

“接路头”，有人作诗称“五日财源五日

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

隔夜匆匆抢路头”，可见盛况。近代的上

海，由于是“移民城市”，而旅游业又不像

今天那么发达，春节期间不少人会选择

返乡，这座“东方巴黎”反而会看起来有

点冷清，然而到了初四夜间，商家纷纷为

了迎财神燃放鞭炮，通宵达旦，有人评论

说“惜财神未至，而所费已为不鲜也”。

似乎不管哪里人，对于发财的渴望是相

同的。在旧时的湖州，商家迎财神，要全

店伙计一同参与，倘若老板打算在这年

辞退某名伙计，便不让他参加，当作暗

示。这个可怜的伙计恐怕要坐立不安，

过不好这个年了。

有“财神”，也有“穷鬼”。唐宋八大

家之一的韩愈曾写作名篇《送穷文》，依

托的是新年正月的民俗——送穷。“结柳

作车，缚草为船，载糗舆粮，牛系轭下，引

帆上樯”并念诵自撰的送穷文章，这就是

韩愈的“送穷”仪式。这篇文章写于正月

的晦日。这是唐宋时期的送穷日。唐代

诗人姚合有《晦日送穷》诗，说“年年到此

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

穷”，是在街上送穷；宋代禅僧智圆《正月

晦日作》说“春晴残日照平川，老幼相携

古岸边。富贵在天谁肯信，临流争放送

穷船”，是在河边送穷。这恰好可以和韩

愈文章中的“结柳作车，缚草为船”相对

应。韩愈《送穷文》中的穷鬼是五个人，

而明代《天中记》引《岁时记》，说穷鬼是

一个人，为高阳氏子，名瘦约，喜欢穿破

衣，食糜，正月晦日死于巷，于是“世作

糜，弃破衣，祀于巷，曰送穷鬼”。

不少地方，将正月初五当作送穷日，

如陕西、河北、山西、山东等地，每到正月

初五时，会剪一个或五个纸人作为穷鬼

的象征，纸人常常被剪成妇女的形象，称

为“穷媪”或者“五穷媳妇”，将纸人扔到

门外，焚香放炮，祭奠一番，希望穷神别

再光顾。而路上的行人，则可以将这些

被抛弃的“穷媳妇”捡回家供奉，这时反

而可以保佑家庭富裕，因而又叫“娶富媳

妇归”。由此看来，正月初五的送穷和迎

富，正可当作一体两面。

也有将正月初六当作送穷日的，如

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载

“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

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在这

一天把家里的垃圾收集在一起，送到大

街上，就好像送走家中赖了一年的穷鬼

——当然不能让穷鬼觉得自己受到嫌

弃，所以还得奉上七枚煎饼作为祭品，保

持表面的恭敬。选择初六送穷可能也是

因一些地方习惯的开市时间是初六，初

五当天仍需恪守不能作事的禁忌，初六

开市当天正适合“断舍离”一番，用新面

貌迎接新开始。

上文说到，在古代习俗里，正月初一

到初六都对应着一种动物，唯独初七被

称为人日，与我们人类最为相关，因此各

类庆祝活动也最丰富。

初七又被称“人胜节”“人生日”“人

节”。据说这是因为人在这一天诞生，不

过这种说法，更有可能与古时候的占卜

活动有关。在《答问礼俗》的佚文中记载

说，元日到人日期间，可以“以阴晴占丰

耗”。传为东方朔所作的《占书》里也说，

从元日到人日的阴晴，可以用来占卜一

年中对应的家禽牲畜与人在来年是否吉

祥平安。

因此古时人日又有登高远望的习

俗，在经过了六天的闭门庆祝之后，初七

这天，终于可以出门看一看新春的景

色。当然在大部分时候，初七的天气还

是比较寒冷，韩愈曾作有《人日登高》，描

写人日登高远望之景是“霭霭野浮阳，晖

晖水披冻”，虽尚有寒意，但和子侄一同

出游，仍是十分温馨。后来苏轼在《雅安

人日次旧韵二首》其一中写自己元日“扶

杖登高”，看到“浮阳披冻虽才弄，已觉春

工漏一元”，水中冰冻虽然未融，但已经

能感到春意流露，正是对韩愈诗意的进

一步阐发。

既然初七是人日，自然少不了对人

的祝福。据《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初七

这一天，古人会将彩纸、丝帛乃至金箔剪

成人的形状，贴在门窗或屏风上，或者直

接作为首饰戴在头上，称为“彩胜”“人

胜”，象征以新人的姿态进入新年。苏轼

《雅安人日次旧韵二首》其二中“屏间带

日金人活，头上迎风彩胜翻”的句子，就

分别写出彩胜在屏上和鬓间的风姿。正

月初七剪胜的风俗起源很早，最晚在魏

晋时就已出现，故李商隐《人日即事》有

云：“镂金作胜传荆俗，剪 为人起晋

风”。现在春节时，我们依保有剪窗花的

习俗，应当是从人日剪纸的风俗演变而

来，可谓历史悠久。

民以食为天，在这个为人类而生的

特别日子里，自然也有很多特殊的饮食

习惯。比如《荆楚岁时记》说人日“以七

种菜为羹”，一方面切合初七的日子，一

方面象征未来一年能够丰衣足食。由于

各地饮食习惯不同，“七种菜”后来由演

化为“七宝羹”“七样菜”“七宝汤”等，其

中菜的种类各不相同，但都有除病益寿

的寓意。湖州一带在正月初七习惯吃团

子，称为“人口团”，吃后可保新年家中人

口昌盛。安徽淮南一带则以饴糖炒米制

成“太平团”，不但自己吃，也要分给别

人，取“饷（想）太平”的寓意。

从初一元日，到初七人日，春节的庆

祝可谓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七天的节日

中，人们得以休养疲惫的身心，感受亲情

的温暖，通过各类庆祝活动，将贫穷和不

顺留存在旧日，将健康与希望寄托于未

来，保证自己以一个积极而富有生命力

的状态，迎接新一年的到来。不论是过

去还是今天，这都是春节最重要的意义。

（本版作者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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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 】归宁日 卖鲤鱼

【 初三初四 】饮宴出游

【 初七 】剪彩为胜 食七种菜

【 初五初六 】迎财神 送穷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