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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一个过年的节日？
汉民族有一个关于过年来历的年传说，这个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着，它对过年的来历起着某种解释作
用。
年传说在民俗构成和文化影响上，其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这个传说一直都是在口头上流传，其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又是如此之大，所以对年传说背后的文
化蕴涵，至今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说。
这样的基本问题看似简单，一旦深入下去就会感到，所涉及的和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超乎想象的。
它所要还原的问题是华夏民族最大的节日因何而起，其所要表达的是怎样的历史诉求，其所要实现的
是怎样的文化功能。
这就好比是一次颇具挑战的案件侦破，让人倍感艰难，同时又让人欲罢不能，入之弥深，愈觉其中的
风光无限。
年月日结伴同行，各有各的传奇故事，各有各的瑰丽风景，都是时间文化中可堪大任的主将，它们的
前世今生，它们从远古走来的文化历程，还是让人颇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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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了独特的视角，从知识性、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上来探究年的“根”源问题，对我国一直
景仰的“年文化”，“年”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展开。
本书探讨的不是民俗是什么、都包括什么、都有什么的问题，而把探讨的重点放在为什么会是这样上
，放在年及年民俗的文化真相命题，也就是呈现在生活中的民俗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问题。
     没什么不好理解的，雷神、鳄鱼、植物神的三者合一，这就是民间传说中的年。
从神格上讲，年是雷神：从现实格上讲，年是鳄鱼；从功能格上讲，年是植物神。
年就是这样既神秘又真实，成就了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过年（春节）。
    这是一次在时间之路上对时间文化的探访。
在中国时间文化的花园里，诸多时间性事物，特别是年、月、日这三朵金花，其不为人知的前世今生
，其让人诧异的神性传说，其令人炫目的瑰丽愿景，都将一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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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红苇，原名刘宏伟，复旦大学博士，副编审。
2001～2005年曾在上海三联书店工作。
近年来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工作，现居上海。
曾在《读书》、《学术界》，《齐鲁学刊》、《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各级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个人著述有《节士的风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体验江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与人合著《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有一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在大地上走路，不思考怕是不行的，思考大概就是人的宿命吧。
我只能试图着思考与思想，上帝要笑就笑吧，笑一笑，十年少，只要他老人家不发火不发怒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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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　年为什么说年是“汉民族最后的口头传说”呢？
其一，这首先是从年的深远的影响上来说的。
说到过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说出一大堆感受、感想和故事。
过年是最能牵动民族情绪、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事情了，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年文化，而以年文
化为代表的节日文化又是构成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二，之所以称之为“最后”，是说其对我们的重要意义。
这个传说对汉民族生活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能与之相匹敌的口头传说，几乎没有。
从这个意义上说，年的传说又可说成是汉民族“最后”的口头传说。
其三，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却一直保持在民间口头传说的状态中，这不能不说是
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要揭示年的真相，最为直接的依据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年的口头传说，这是华夏民族千百年流传下
来的口头传说，就其受忽视的程度而言，我把它叫做“最后”的口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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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古代中国，对于文字意义上的年，一直就有神圣崇高的意味。
作为汉字的年的史料，在甲骨文中甚为可观。
在甲骨文中大量出现“年于岳”、“年于沈”、“年于邦土”、“年娥于河”等说法，这里的“年”
应该就有后来的祈年之意，但在内涵的丰富性上，似乎又非祈年一词所能容纳。
这在甲骨文“于羽受年”、“羽受年”等用法上得到了证实，这是“年”在甲骨文中的另一个用法。
在这里，“羽”应为地名，而“年”明显带有主动的意味，似乎“年”就如同上天一样，是能够满足
殷王们的愿望的，而殷王们也是衷心希望与“年”同在的。
这是从上述甲骨文的用法中得到的一个认识，这个判断还得到了两则史料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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