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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传统节日，除了春节、元宵等几个大节，其他的，我们这些现代人似乎已经淡忘很久了，一
些年轻人更是热衷于西方的情人节、狂欢节、圣诞节，等等。
这种不同文化的交融当然不是坏事，但我们对于根于本土文化的传统节日究竟了解多少，我们是否能
够继承祖先创造的精神文化遗产，这是值得忧虑的。
　　不过，这些忧虑看来是杞人忧天。
近年来，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传承，似乎又像割不断的血脉，不知不觉地呈现于国人的
生活中。
不仅有民俗学者在呼吁，应该恢复一些传统节日的习俗，甚至国家已经立法，给予一些有文化含量的
传统节日以法定地位。
由此可见，把那些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继承下来，让现代人尽可能地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是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的，这也是出版本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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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节日手册（全彩版）》从民俗史话、民俗风情、传说故事、诗词艺术等方面，多角度、全
方位地介绍了20多个中国传统节日和我国40多个少数民族节日，全面揭示中国节日民俗文化的丰富、
精彩和博大。
同时，配以近300幅精美图片，以图释文，图文互注，生动地展示各种节日的概况、起源、庆祝活动以
及各式各样的民俗风情。
简明的文字、精美的图片、科学的编写体例和富有文化底蕴的版式设计，多种要素有机结合为读者打
造出一个立体的、彩色的和极具艺术美感的阅读空间，是了解中国节日的实用读本。
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之一，学习和了解传统节日的文化
内涵，是每个炎黄子孙的文化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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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壹　风俗相沿袭——融入现代生活的节日　　新桃换旧符——春节　　拜年　　有人认为，岁首
拜年最早起源于汉代，但形成完整的习俗和礼仪，且有文字记载，大约是在唐宋以后。
《东京梦华录?卷六》记载北宋时的汴京：“十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士大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
节。
”柴萼的《梵天庐丛录》称：“男女依次拜长辈，主者牵幼出谒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
”　　古俗有拜年和贺年之分，拜年是向长辈叩头，贺年则是平辈相互道贺。
拜年一般从初一开始。
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福长辈健康长寿。
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发给晚辈。
家中拜完年以后，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新年快乐”等吉
祥话语，左右邻居或亲戚朋友亦相互登门拜年或相邀饮酒娱乐。
　　由于拜年的对象太多，宋代时，上层士大夫开始流行投递名帖互相道贺。
宋人周煇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
”当时的名帖，是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约二寸宽、三寸长的卡片，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还
写着贺年的佳言。
明代时，投递贺年帖之风更甚。
明朝大画家文征明的《贺年》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
简不嫌虚。
”诗中所说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贺年帖。
　　在清代，年贴又被称之为飞帖。
一般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两字，即为承放飞帖之用。
清人《燕台月令》记载：“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
”说的就是飞帖之风十分盛行。
有的大户人家还特设“门簿”，以登记客人的往来和飞贴。
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日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巷；一日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
一日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一日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
以图吉利讨口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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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节日文化，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凝聚，流传至今，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璀璨
遗产，它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着炎黄子孙的文化情感。
本书通过图片与文字的有机结合，带你穿越历史的时空，开始一段中国节日的精彩之旅。
　　经典内容：　　本书从民俗史话、民俗风情、传说故事、诗词艺术等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介
绍了20多个中国传统节日和40多个少数民族节日，全面揭示中国节日民俗文化的丰富、精彩和博大。
　　丰富图片：　　近300幅精美图片，既有再现节日盛况的实景图，又有充满浓郁文化气息的民俗图
，以图释文，图文互注，生动地展示各种节日的概况、起源、庆祝活动以及各式各样的民俗风情。
　　理想读本：　　简明的文字、精美的图片、科学的编写体例和富有文化底蕴的版式设计，多种要
素有机结合为读者打造出一个立体的、彩色的和极具艺术美感的阅读空间，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理
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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