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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春节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春节是中华民族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民谚所谓“百节年为首”。自从岁时确立，中国

人便有了过年的习俗，“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贴春联、放鞭炮、包饺子、闹

元宵等过年习俗历经千百年的浸染，承载着一代代的民族记忆，形成了厚重的年俗文化。年

俗文化跨越千载传承至今，离不开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的承载。即将告别辛丑，迎来壬寅新

年，我们特从国家图书馆古籍中采撷年节习俗的书影，重温春节里的血脉亲情和家国情怀。 

 

尔雅三卷 〔晋〕郭璞注，元刻本 

   《尔雅》“载，岁也。夏曰岁，殷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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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十五卷 〔汉〕许慎撰，宋刻元修本 

   《说文·禾部》载：“秊，谷孰也。从禾千声。” 

 

燕京岁时记 〔清〕富察敦崇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平文德斋刻本 

《燕京岁时记》载，腊八粥用黄米、白米、栗子、枣泥等合煮而成。雍和宫还造了一口

大锅，煮粥供佛。制作腊八粥的食材，有以菜果煮粥，有以胡桃、松子煮粥，根据各地的物

产情况，各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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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七十卷 〔唐〕孔颖达撰，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 

《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作“蜡宾”时的事迹，“蜡宾”指的则是“蜡祭”的助祭人。

“蜡祭”是我国古代年终报谢百神的祭祀，是我国春节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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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十二卷 〔汉〕郑玄注，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  

《周礼·夏官》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

时难，以索室𢿛𢿛疫”。古时每值岁末，即举行“大傩”仪式，击鼓驱疫，称为“逐除”，此即

“除夕”节令的由来。负责傩礼的神职人员称作“方相氏”。 

 

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二十卷图谱一卷 〔汉〕毛亨传 〔汉〕郑玄笺 〔唐〕陆德明释文，宋刻本 

《诗经·豳风·七月》中最早记载了我国先民辞旧迎新、庆祝春节时的欢快场景，诗中

称：“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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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元〕马端临撰，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刻本 

《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北宋神宗时颁行《元正冬至大朝会仪注》，详细记录了正月初

一的朝会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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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授时通考七十八卷 〔清〕弘昼、鄂尔泰等编，清武英殿刻本 

《钦定授时通考》记载新年这一天，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祈谷于上帝”，以求得

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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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广记四十卷首一卷 〔宋〕陈元靓撰，清光绪刻本 

   《岁时广记》中辑录了除夕及正月初一民间过节的习俗，如元日合家饮屠苏酒、苍术汤

防止生病，燃爆竹、贴门神以驱逐恶鬼，以及拜年、祭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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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二卷 〔汉〕班固撰，元刻本 

《白虎通德论》将住宅内祭祀的五种神合称为“五祀”，包括门、户、井、灶、中霤，

并称以鸡祭灶。 

 

论衡三十卷 〔汉〕王充撰，宋乾道三年（1167）绍兴府刻宋元明递修本  

《论衡》所载传说：在沧海之中的度朔之山，有万鬼出入的鬼门，鬼门口守卫着神荼、

郁垒二神，抓住恶鬼喂虎，黄帝于是作礼，在门口立大桃人，画神荼、郁垒和老虎，作为辟

邪。神荼、郁垒演变为后世的桃符、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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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  〔宋〕祝穆辑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  〔元〕富大用辑，元泰定三年（1326）庐陵武溪书院刻本 
《事文类聚》在“元日”这一词条下，列举了“爆竹惊鬼”“饮椒柏酒”“饮屠苏酒”“桃

符画神”等耳熟能详的节日习俗，并列举了关于元日著名诗词歌赋，如班固的《东都赋》、

王安石的《元日》等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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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志余二十六卷 〔明〕田汝成撰，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严宽刻本 

《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专记节日习俗，其在立春日：“郡守率僚属往迎……殿以

春牛，士女纵观……竞以麻麦米豆抛打春牛。”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 〔北齐〕司马光撰，宋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 

《资治通鉴·隋纪》记载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欢庆的情形：“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

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

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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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 〔宋〕孟元老撰，元刻本 

《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北宋京城东京开封元宵节的盛况，“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哥吞

铁剑，李外宁药法傀儡……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 

 

佛说施灯功德经 〔北齐〕那连提耶舍译，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1173）刻、元重修赵城金藏本 

《佛说施灯功德经》宣扬了以灯供养的种种功德。元宵节的燃灯习俗一说源自佛教。据

佛经所载，燃灯与涂香、花鬘、烧香、饮食等皆为供养。自汉代以来，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

泛传播，逐渐形成了正月十五燃灯供佛的习俗。至唐代，元宵节张灯即已成为法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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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平宝筏 〔清〕昇平署抄本 

昇平署是清代掌管宫廷戏班的机构，主持宫内演剧事务。昇平署所演剧目，留下不少曲

本。昇平署曲本《昇平宝筏》演唐玄奘西域取经事，上元节（元宵节）前后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