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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書
分
為
三
大
部
分
，
一

是
對
春
節
歷
史
演
變
的
概
述
，
二
是
對
春
節
民
俗
的
解
析
，
三
是

對
春
節
在
海
外
傳
播
的
介
紹
。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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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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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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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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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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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去
脈
，
展
現
了
從
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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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八
到
正
月
十
五
的
完
整
過
年
歷

程
，
涵
蓋
了
春
節
的
多
方
面
知
識
且
不
乏
我
們
知
之
不

多
的

﹁冷
知
識
﹂
，
而
作
者
又
不
是
簡
單
地
搬
運
堆

砌
知
識
，
還
以
專
業
的
視
角
和
通
俗
的
文

風
論
述
了
春
節
蘊
含
的
文
化
內
涵

和
價
值
理
念
，
讓
讀
者
從
字
裏

行
間
感
受
到
文
化
自

信
的
熾
熱
情
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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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華民族第一大節，春
節歷史悠久，在中華文明史上佔
有重要地位。本書指出，春節的
產生與古代曆年概念的形成有直
接關係。 「從本質意義上說，它
根源於上古先民的時間感受與時
間意識。古人重視與時間相關的
天文、物候與人事活動等，年的
時間周期概念在三代以前就已經
為人們所掌握。」

春節的前世今生
秦漢以後，朝廷將歲首作為

展示與加強君臣之義的時機，民
間則作為鄉里家庭聚會的良辰。

漢代 「過年」 的文化內容已頗為
豐富，人們在家裏祭祀祖先、禮
敬尊長，走出家門拜謁宗親鄉
黨，還要觀測風向、雲、雨等自
然現象，預測一年的收成。漢代
人過年大餐中有一道特殊的菜
餚，這就是兔子的髕骨，據說此
物能給人帶來幸運。今天的人可
能對 「吃兔兔」 感到傷感，而古
代的 「暗黑年俗」 還不止於此。
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正月初一打
糞堆，人們以一串銅錢繫於竹杖
腳下，旋轉着拋到糞堆上，以求
新年諸事順利。隋朝時北方習俗
正月十五打糞堆，有人還假裝疼
痛答應。

隋唐時期的春節十分熱鬧，
賞春、剪彩、飲酒、祈壽，還有
盛大的元宵燈會。蘇味道的詩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 描
繪的正是這般繁華景象。兩宋時
期，燈彩更盛， 「奇巧百端，日
新耳目」 ， 「家家燈火，處處管
弦」 。元明清三代，春節年俗得
到延續和發展。進入近代，西方
文化深度入傳，官方節日與民間
傳統開始分離。1914年，北京政
府正式確定農曆新年歲首為 「春
節」 。此後，民國政府一度試圖
把傳統節日習俗全部搬到新的曆
法系統中，過公曆元旦，不過農
曆新年，但效果並不理想。1934
年初南京政府承認 「對於舊曆年
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
過於干涉」 。在歷史動盪和異質
文化衝擊下，春節民俗延綿數千
年，賡續不絕，恰說明文化一旦
融入生活就會成為一股堅韌的力
量，為其所滋養的人們提供最強
大的支撐。

「年味」尋找指南
春節到了，尋找 「年味」 ，

成了大家共同的話題。有人說，
物質生活豐富了，卻找不到過年
的感覺了。其實， 「年味」 是一

▲清代《升平樂事圖冊．放鞭炮》。
台北故宮博物院

周 代 正
式把年度周

期稱之為 「年」 。漢武帝太
初元年（前104年）正式確
定以夏曆正月為歲首，年節
從此固定下來。 「年」 的本
義是農作物豐收，甲骨文的
「年」 字就是人背禾的象形

字。春節最初的起源是豐收
祭。為了感謝神靈的賜予，
就要祭祀，而祭品便是豐盛
的食物。我們過年的標配
「年夜飯」 就來自於古代的

年終祭祀禮儀，自從有了
「年」 的概念，就有了年夜

飯。在這頓大餐裏，藏着中
華文明的千年積澱。

種文化感受，而文化需要善於發現的
眼睛和善於體會的心靈。本書認為，
「我們應該重視具體的年節民俗事

項，正是春聯、年畫、鞭炮、龍燈、
獅舞、團年飯、拜年、廟會、社火、
壓歲錢、年節禮物等年俗營造了年節
的氣氛。」 書中介紹了許多關於春節
的民俗知識。比如，祭灶王，是廣泛
流行的年俗，所謂 「二十三，糖瓜
粘」 ，祭灶王的經典食品是糖瓜，據
說這是為了黏住灶王的嘴，也是一筆
「封口費」 ，讓他上天言好事。而在

宋代有以酒糟塗抹灶門的習俗，為的
是讓灶神醉醺醺地上天，糊塗交差了
事。書中指出，灶君觀念由來已久，
古代文獻上的灶神形象有男有女，先
秦時期，女性灶神較為通行，到了漢
代，灶神被認定為男性，同時出現了
灶神夫婦，後來又演變為灶王爺和灶
王奶奶，作者認為，女性形象不易抹
去，既有信仰傳統的原因，也與女性
在居家生活中的家務分工有關。但
是，中古以後，女性在灶神家庭中就
處於配角，而且在祭儀中女性也被剝
奪了祀灶的資格。

再如，臘八粥的來歷有種種傳
說，影響最大的是紀念佛祖成道以及
牧羊女獻粥之恩，故又名 「佛粥」 。

書中指出，臘八食粥的文化內涵其
實更加豐富，中國古代就有冬至以
赤豆粥祭神的習俗，臘八在冬至之
後，將冬至粥移到臘八十分自然；
而民間的一些臘八粥傳說則體現了
勤儉節約的觀念，還有傳說臘八粥
來自於朱元璋當皇帝前將乞討來的
各色米豆合煮食用。從歷史來看，
隋唐文獻幾乎找不到臘八粥的記
載，宋朝之後卻屢見史籍，可見當
時已經流行。在《武林舊事》《酌
中志》《宛署雜記》等古籍中還記
錄了臘八粥的不同配方，不同的食
料都有美好的寓意，桂圓象徵富貴
團圓，百合象徵百事和睦，紅棗花
生象徵早生貴子，核桃象徵和和美
美，等等。湖北英山的臘八粥還加
入肉片，河北遵化、陝西洋縣等地
則有用臘八粥塗抹、澆喂果樹以祈
豐茂多實，真可謂別具一格。

傳統年節食品還有年糕和饅
頭。各地風俗各有不同。山東年節

蒸糕從臘月初蒸到臘月底，蒸出的
食品夠吃到二月二，才算好人家。
其中，大棗糕重達十斤，造型美
觀，花紋生動，綴以紅棗，特別誘
人。饅頭的歷史十分悠久，一千多
年前就有春節蒸饅頭的習俗。山東
人做的饅頭最富盛名，以高密為
例， 「不僅要求斤兩精準，還得光
潔好看。」 「每個麵團在成為饅頭
前都需要揉過至少三遍，這時候麵
團緊緻，蒸出來口感會更好。每一
個饅頭裏面都包進一顆紅棗，寓意
來年幸福安康。」 高密人還在臘月
二十四用麵粉做 「聖蟲」 ，這是一
種小蛇形狀的麵製品，用花椒做眼
睛，紅棗做嘴巴，蒸熟後留到大年
夜使用。

春節景觀知多少
本書的一大特點是充分考慮到

春節民俗的地區差異。比如，在寫
到年夜飯時特別指出南北方的差

異，南方吃糍粑或年糕，北方吃餃
子。另外，在南方有兩樣菜不可
少，一是頭尾完整的魚，象徵年年
有餘；一是俗稱圓子的丸子，象徵
團團圓圓。大部分地方年夜飯的時
間都在除夕的晚上，湖北黃岡等地
卻在早上吃團年飯。據我所知，湘
西地區的年夜飯習慣是在下午兩三
點吃。如果有人把各地年夜飯的不
同時間加以梳理，繪成 「全國年夜
飯時刻表」 ，當能生動表現祖國文
化景觀之豐富多彩。

作為增進民族情感、增強民族
凝聚力的民俗活動，春節是海外同
胞表達對故土情感的最好方式。書
中闢專章介紹海外的春節。作者介
紹了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泰國、
日本、美國紐約、加拿大、法國巴
黎、英國倫敦以及南非等地華人過
春節的盛況，並從理論上總結道：
「春節是世界華人共享的民族文化
節日，它讓全世界的華人在同一時
間、不同地點選擇同一種節日儀
式——過年。在全球化的今天，融
入世界大家庭的海外華人，在各自
的異國他鄉裏傳承着由祖祖輩輩流
傳至今的春節傳統。隨着中國國際
地位的上升以及海外華人群體的擴
大和影響，我們的春節以其特有的
文化內涵，正在逐漸被世界各國人
民所認識和接受。」 同時，書中還
對東亞國家本土化了的 「春節」 作
了介紹。比如，韓國稱春節為 「舍
爾」 ，意思是新年之首，家家都做
多種食品，稱為 「歲餐」 並互相贈
送或與近鄰們分享，也用來招待登
門拜客的賓客。在韓國的傳統觀念
裏，過年當天吃年糕湯就意味着長
了一歲。故而春節期間大人問孩子
歲數時，往往不直接問幾歲而是問
他 「吃了幾碗年糕湯」 。

在網絡化的今天，春節有了許
多新過法，傳統春節的時空顯著擴
大，但其蘊含的文化傳統仍需進一
步發掘，正如書中所言春節 「在當
代社會生活中映射出異樣的光芒，
對於我們來說，它是光明而溫暖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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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共創逾200畫作展水墨新技法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昨日

正逢大年初七、人日，由粵港澳大灣區
水墨概念協會主辦的「天人共創 水墨
概念第八次藝術展」在香港中央圖書館
舉行，展出近200餘幅水墨畫作品，題
材涉及山水、都市、花鳥等，展期至下
周一（2月19日）下午六時。

步入展廳，眼前所觀作品，錦繡山
水、城市景象、花團錦簇，傳承中國畫
筆墨的同時，又不失創新，各有特色和
意境。展覽開幕式於昨日舉行，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等嘉賓皆表達
了新春美好祝福，以及對未來香港水墨
藝術發展的新期許。

粵港澳大灣區水墨概念協會主席
黃約翰講究在實驗繪畫技法中尋找獨特
的天然機理，將隨機與創意相融合，創
造 「裂變追光」 的繪畫技法，其今次參

展作品《班特阿齊海上歷險記》就運用
了該技法，以其親歷的航海歷險為題進
行創作，探索有關海洋的多重表達方
式。

策展人梁君度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展覽名 「天人共創」 ，體現的
是創作過程 「自有天意」 ，一筆法、一
潑墨時，任筆墨在紙上揮灑出效果，而
這些效果再創作時皆是無法複製的，這
就是 「天人共創」 。

梁君度以其參展作品《池荷香永》
為例，形容創作時講究即興而成，一筆
劃過，任筆墨揮灑，色澤混合，且整個
作品又融入西方印象派技法，呈現中西
合璧的創作效果。他續表示， 「天人共
創」 理念是技與藝的創新，既包括作畫
過程中材料、方法的巧妙運用，也包括
作畫過程中的 「隨機性」 與 「即興

性」 。
出席昨日開幕儀式的嘉賓還包括：

香港藝術發展局視覺藝術組主席趙志
軍、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客席教
授鄧海超、雲峰畫會創辦人郭浩滿、粵

港澳大灣區水墨概念協會創會會長江玉
庭等。

此外，今日（17日）和明日（18日）還
將舉行導賞、書畫示範及講座。

圖片：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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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策展人梁君度，及其水墨作品《池荷
香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