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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岁时”和“岁事”有同义的一面，但词义稍有区分。
古代汉语中“岁”指年，“时”则指一年之中的春夏秋冬四季，四季称“时”或“四时”。
引申之，“岁时”就是一年的节序。
“岁事”则是一年之中应该和必须做的事，用现代的话就是一年四季的节日和节日的活动。
    《左传》中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就是祭祀，戎则是兵器，引申义就是战争。
这句话的意思即：作为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大事无非二类，即以祭祀的方式，祈祷上天、祖宗保佑国
泰民安、国富民强；依靠建立强大军队来保卫祖国，保护人民的安全。
    古代的科学十分落后，人们不知道地球为什么会有昼夜之分，太阳为什么会在东边升起，闪电、打
雷、下雨、刮风等自然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于是，人的潜意识认为，应该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在左右这
一切，并认为，通过某一种方式或手段向这种超自然的神祈祷，就会得到神的庇护和保佑。
    “人死为鬼”，当人们的长辈、祖辈逝世后，生人也可能会在梦中与“鬼”相聚，于是就有“灵魂
不散”的思想，祭祀祖先一方面是表示对祖先的思念和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希望得到祖先
在冥冥之中的庇护和保佑。
    《礼记·哀公问》：“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祭祀祖先的另一个目的是使宗族“长老有序”
，从而确保宗族的兴旺发达。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汉民族的文明始于农业，而农业生产又与四时有规律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春播、夏耘、秋收、冬藏
，人们年复一年地重复这样的规律和活动，于是，在一些固定的日子就会形成固定的活动，久而久之
，这些日子就成了节日。
    至迟到了汉代，由原始的占卜术发展起来的的阴阳、五行、八卦术相结合而形成了“术数”，在将
近二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术数”在道学和道家的推波助澜下，在一些特别的日子很容易形成节
日。
古代的医学很不发达，医学技术十分落后，每一次瘟疫都会造成大批人的患病和死亡，而古人还往往
会把，瘟疫的爆发和传播归罪于一种被叫做“厉鬼”或“疫鬼”的鬼身上，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人
们就会以各方式驱逐厉鬼，后来，那种驱逐厉鬼的活动仍流行，其风俗意义却发生了转移或变化。
如三月三日原初是驱魔辟邪的祓禊日子，这一天大家都要到水边“洗濯祓除，去宿垢疚”，但在南北
朝时，文人雅士在水边“曲水流觞”而成了聚会的日子，而杜甫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
人”，——这似乎已是“泼水节”，而如今云南少数民族中流行的三月三日的泼水节就是汉族三月三
日的遗风。
    又如五月五日的端午在唐代以前一直被叫做“恶五月”，是一个十分凶险的日子，直到今天，民间
还流传插艾叶菖蒲，吃雄黄酒，以及请张天师捉鬼的风俗，而大约到了宋代以后，端午又与纪念屈原
活动联系起来。
中国传统的节日产生和形成于农耕年代，节日的内容往往与祭祀、农业、宗教有密切的关系，而在农
耕年代，生产力落后，交通闭塞，人间交往极少，于是，节日风俗“遗传”大而“变异”小，甚于同
一种节日中，清代的风俗活动与千年前的宋朝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近代，上海迅速崛起，自开埠以后，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西风东渐，西
方文明迅速在上海“扎根”，成为对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力；上海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发财机会，
吸引了上海周边以及全国各地的人进入上海，到20世纪初，上海城市人口突破三百万人，其中外来人
口超过80%，而土著不足20%，上海成了一个地道的移民城市。
移民们把自己的风俗习惯带进上海，移民与移民之间可以各自画地为牢，以自己的风俗习惯在上海生
活，他们可以排斥其他移民群体，但不见得一定能影响或左右其他移民，各自“和平相处”。
于是乎，移民们在长期“和平共处”的过程中，达到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风俗。
如今人们习惯和喜欢用“海纳百川”来比喻上海的“大肚能容”，这多少还有一点“大国沙文主义”
的沾沾自喜，我们还不如以“涓涓细流汇成海”来比喻上海，是移民和土著齐心协力创造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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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后，城市文明的高度发展，使上海最早、最快地步入城市化的商品社会。
社会性质根本化的变化，又势必以更大的力量冲垮形成于农耕社会的风俗，涉及到的岁事风俗也是如
此。
在农耕年代，中国长期实行“崇本抑末”，“崇农轻商”的政策，农业性的节日比较受到关注和重视
，而商业性的节日一般不被重视。
而进入近代后，上海的大部分农业性的节日逐渐消失，而原不被重视的正月初五“接财神”几乎成了
人人关注，最为热闹的节日。
同样，科学水平的提高，也使原来以驱魔辟邪的节日变了样，原来最被看重的“中元节”的“盂兰盆
会”如今已经消失。
    汉民族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汉民族区域的岁事活动也来源于相同
的源头或著录，风俗习惯大同小异，只不过因地理、气候、物产的不同会产生一点点的差异，如北方
多陆地出行以车马为主，北方祭灶大多使用“灶马”，而南方多水，代步工具以舆肩为主，于是送灶
王升天的工具多为“灶轿”。
所以，本书在叙述岁事风俗起源与流变时，除了尽可能寻找与江南风俗有关的著作，仍有相当一部分
是古籍的常见著作。
而到了清代中期以后，上海人写的“竹枝词”中有不少记录了上海地区的风俗，于是，本书在叙述中
也尽可能多地采用了上海的著录。
在以往出版的著作中尚无专门介绍上海岁事风俗的著作，希望这本小书能成为这个领域的开端。
    最后，我还得感谢我的一位小朋友，即我朋友曹兴旺的女儿曹珏晨，她帮我整理和打印了全部的稿
子。
    薛理勇写于秋月枫舍    200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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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民族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汉民族区域的岁事活动也来源于相同的
源头或著录，风俗习惯大同小异，只不过因地理、气候、物产的不同会产生一点点的差异。
所以，《逢年过节》在叙述岁事风俗起源与流变时，除了尽可能寻找与江南风俗有关的著作，仍有相
当一部分是古籍的常见著作。
而到了清代中期以后，上海人写的“竹枝词”中有不少记录了上海地区的风俗，于是，《逢年过节》
在叙述中也尽可能多地采用了上海的著录。
在以往出版的著作中尚无专门介绍上海岁事风俗的著作，希望这本小书能成为这个领域的开端。
本书由著名上海史专家薛理勇著。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逢年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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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勇，祖籍福建省福清市。
1947年出生于上海。
长期任职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史、风俗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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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的著作有：《文以兴游——豫园楹联碑刻赏析》、《上海路名地名拾趣》、《上海滩地名掌故
》、《上海沧桑百年》、《上海俗语切口》、《上海妓女史》、《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上海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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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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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时间也是一种长度，一年约等于3651/4日，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
中原”，也即今日的黄河中游一带，这里属于中纬度地区，一年四季气候变化分明而有规律，最初，
古人以庄稼的春播秋收将一年分为二季，后来又把其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为了更正确反映气候变化规
律，至迟在先秦，人们又大致将一年平均二十四等分，叫做“节气”。
《史记。
太史公自序》：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
 文中的“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八位”也称“八节”，分别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
分、夏至、秋分、冬至；“十二度”则为一年的十二个月，而“二十四节”即一年的二十四个节候。
古代的“节”一般就是指二十四节气中的节。
一年的长度为365日，平均二十四等分为15日左右，于是“一节”就是上一个节与下一个节的长度，
即15天左右，如清末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第七回：“耐做一节下来，耐就有数目哉。
”（“耐”是吴语“你”的发声），这里的“一节”即半个月。
旧时商店、作坊又以端午、中秋、年关三个节日为盘账日期，合称“三节”，在这三个节日中，商家
除了盘点外，还决定是否继续聘用员工，也就是讲，商家把端午至中秋，中秋至年关，年关至端午作
为新员工的试工期，于是，“三节”之间的长度也被叫做“一节”。
 日期上的“节”起源于二十四节气，后来人们又把一年中特定的，有相对固定活动的日子也叫做“节
”或“节日”。
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合历，由历法而产生的“节”是很多的，这在下面会作进一步阐述。
 “假”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很简单：“非真也”，如按此，“假日”就可以理解为：“非真日也
。
”怎么日脚也有真、假之分，真有点吃勿准，弄勿懂。
 假作为休假，很早就有了。
《广韵·杩韵》：“假，休假也。
”《字汇·人部》：“假，假告休沐也。
”晋范宇《启断众公受假故事》中有一段话： 五月给田假，九月给授衣假，为两番各十五日。
 这段文字表述得很清楚，就是政策规定，衙门里每年五月要给官吏放“田假”，九月要放“授衣假”
，每次放假十五日。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逢年过节>>

编辑推荐

《逢年过节》是关于中国传统节日、岁时岁事风俗的专著。
从历法引起的节日、过新年、祭祀与节日、术数产生的节日、宗教形成的节日、农事活动产生的节日
等方面，对中国汉民族各种传统节日的来历、逢年过节的相关风俗及含义，特别是各种岁事风俗在江
南地区的变化和表现等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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