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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里的春节

古籍里的春节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日，所以春节也称过年。是我们最盛大热闹

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春节是阖家团圆、辞旧迎新，是小孩子的压岁钱，

也是法定可以休息的假日，2023年 12月 22日，第 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春

节（农历新年）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2024年 12月 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

的社会实践”还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让蛇年的春节与

往常相比显得更加隆重。

中国的春节起源于早期人类的原始信仰与自然崇拜,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岁祭祀演变而来,

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这种祭祀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各种庆祝活动，最终形成

了今天的春节。传统新年庆祝活动的主题是辞旧迎新、庆祝丰收、祭天祈年，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这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印记。在《说文解字》中对年的解

释就是“年，谷熟也，从禾千声”。每到春节，家家户户置办年货、扫尘、祭灶神、贴对联、

吃年夜饭、拜年等一系列活动。

《尔雅·释天》中有对年的解释：“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周代“年”这种叫法一直沿用到现代。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七月》最早记载了我国

先民（周人）辞旧迎新、庆祝春节时的场景，“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万寿无疆”。

《礼记·礼运》则记载了孔子做蜡宾时的事，蜡宾指的是“蜡祭”的助祭人，蜡祭是我国古

代年终报谢百神的祭祀，也是春节最早的雏形。皇家新年更是隆重，天子“祈谷于上帝”以

求得风调雨顺。

古人年的时间有不同的演变，在《史记》中记载，“朝贺皆自十月朔”，“十月朔”俗称

“十月朝”，也就是十月初一。

相传，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人们都叫他年。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

年兽就要从海里爬出来，人们为了躲避年兽，腊月三十晚上紧闭大门，不敢睡觉，坐等天亮，

等到初一早晨年兽不再出来，才敢出门，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这便是年的由

来。

“吃”与“年”颇有渊源。《周礼·天官·膳夫》中有言：“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

六牲，饮用六清，羞用品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吃年夜饭时，大家相聚

一堂，欢度春节。记述地方性岁时节令南朝梁宗懔编撰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岁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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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元代《岁时广记》则辑录了过年时阖家

饮屠苏酒、苍术汤防病、放爆竹驱鬼的场景。所以在年中“吃”“喝”似乎是永恒的主题。

吃什么，怎么吃，中国东西南北各有不同。比如北方守岁的时候有包饺子的习俗。饺子

的前身是“馄饨”，指面食中带馅的食品。古籍记载唐朝的饺子，不光煮着吃，还蒸着吃。

到了元代，饺子叫做“扁食”。明代有水饺子、水点心等叫法。而清代，北京旗人也把饺子

称作煮饽饽。由此看来，各朝代光饺子的叫法，就有很多种了，做法和吃法也有差异。《广

雅》记载，饺子原名“娇耳”，是我国人民喜爱的传统食品。东汉末年，各地灾害严重，很

多人身患疾病。相传“医圣”张仲景自幼苦学医书，博采众长，成为中医学的奠基人。“医

圣”告老还乡，回南阳时大雪纷飞，见不少乡亲耳朵都被冻烂，就令弟子搭棚，将羊肉、辣

椒和驱寒药材放锅里煮后，捞出来剁碎，再用面皮包成像耳朵的样子，煮熟后做成“驱寒娇

耳汤”，分给百姓吃，因此也说饺子是张仲景发明的。

《齐民要术》第九卷“饼法”中讲到了形似“面条”和“揪皮”的制法。北宋《岁时杂

记》记载“元旦，京师人家多食索饼”，索饼是指像绳索一样细长的饼，类似现在的面条。

由此可以推断，宋代过年流行吃面条之类的食品。

年糕，又称粘粘糕，取年年高之意，有点像谐音梗。在南方用糯米制成，北方则为黏黍。

年糕的历史悠久，汉朝的米糕已有“稻饼”“糕”“饵”“糍”等名称。古代食谱《食次》就

有年糕的制法，《齐民要术》也记载了将米磨成粉制糕的方法。吃年糕盛行于明清时代，尤

以南方流行。明末记载，正月元旦吃枣糕、年糕；北方吃“蒸羊糕”，南方吃“节糕”，广东

也叫吃“春糕”，形状类似今天的生日蛋糕。《清嘉录》记载更为详细，说将黍粉和糖为糕，

叫做“年糕”，有黄色和白色之别，大的一尺见方为“方头糕”，还有像元宝的“糕元宝”，

用于除夕供祖先及亲戚朋友间的赠答。此外，还有细长的“条头糕”、宽大的“条半糕”。

在备受关注的《永乐大典》中关于“年”也有诸多表述。在《永乐大典》卷八百三第十

六叶内就有关于元日的记载；在卷五千三百四十五第四十一叶也有关于除夕守岁、团圆的记

载。此外还有相关习俗的记载，例如“嫁树”等。

清富察敦崇撰写《燕京岁时记》中还详细记载了清代北京正月里焚香接神、燃爆竹、挂

赏八宝荷包、祭财神、破五、新嫁女子归宁、顺星、散灯花、打春、咬春以及灯节赏灯、吃

元宵等民俗。其他地方在典籍里也记录着各地过年的主要活动。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我的同事们归心似箭，会陆续踏上归乡与家人团聚的路，过各

地不尽相同的春节，大家在团圆的主题下，记录各地过年的习俗，分享各地过年的美食，共

同庆祝成为世界级非遗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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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永乐大典》卷八百三第十六叶 b关于元日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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