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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开启华夏风俗新时代
———源于汉代的徐州年俗

李世明

汉代的伟大之处，是它在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实现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第一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同

时也产生、形成了许多寓意美好、植根深厚的风俗。两 汉的风俗文

化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帝王之乡”“龙飞之地”，徐州是汉

文化故乡，徐州诸多风俗尤其是年俗，与两 汉有着密切关系，可以

说，诸多风俗渊源于大汉王朝。

冬 至

根据史籍记载，周朝有利用冬至日到郊外祭祀天的活动。因为

周历的正月是在十一月，所以拜年和贺冬往往连在一起，没有分别

进行。然而，到汉 武帝改用 夏历后，冬至仍在十一月，而后 进入腊

月，再进入正月，这样，冬至和正月



“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

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

冬至那天，古时有什么活动呢？崔 《四民月令》里介绍说 ：冬

至要“进酒尊长，及修谒刺贺君、师、耆老，如正日”，要向尊者、长者

敬酒祝其康健长寿，要拜见君王、老师、年老者，给他们进贺帖，如同

“正日”即元旦那天的礼节。这反映出，过冬至节，从朝廷君臣，到社

会各阶层的士儒、农商、百姓，均要庆贺，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过年。

在汉代，冬至的迎阳贺新活动不但 被延续保留下来，而且还有

假期。《太平御览》说 ：“冬至始，人主与群臣左右从乐五日，天下 之

众，亦家家从乐五日，以迎日至之礼。”由 此可知冬至作为节庆，朝

廷与民间均有欢庆活动，为此规定放五天的假期。这恐怕是我国历

史上国家颁布的最早的“公休假”了。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

宋，相沿至今。

徐州地区的冬至，依然那么 热烈。冬至要宰羊、吃狗肉，增强

抗寒力；要包大包子，吃饺子，预示寒冬来了；要给老人 送酒、送

毛皮坎夹，御寒保暖；冬至是数九开始，要描绘“九九消寒图”了，

有的是在印好空心九个大字“庭前垂柳珍重 待春风”的帖上描写

第一笔；有的是在绘着九枝梅，每枝上有九朵梅花的签上，用 红

笔染涂一朵花，待 81 朵梅花全 部染红，满纸梅花盛艳时，已经是

九尽春来了。

正月初一

“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气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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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称为春节，是民国以 后的事，民国以前则称为元 旦、

元日。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是象形字，上面的“日”代表太

阳，下面的“一”代表地平线，“旦”即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象

征一日的开始。人们把“元”和“旦”两 个字结合起来，就引申为“初

始的日子”，即新年开始的第一天。元旦，还有许多别的名称，如：元

日、元朔、元正、元辰、正旦、新正、新春、新年等等，都是指一年的第

一天。

“元旦”一词，最早出自南朝人萧子云《介雅》诗：“四气 新 元 旦，

万寿初今朝。”宋人吴自牧《梦梁录·正月》条目：“正月朔日，谓之元

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古代帝王非常 看 重、推崇“ 元日”，往往把“ 元日”与帝王的

政事密切联系，甚至改弦更 张 ，以 求 得祥瑞、宏图。“王者得 政 ,

示从我始”，所以 把登基、立 国之日，称为 元日、元 旦 。如商代的

元日即 十二月初一，周 代的 元日即 十一月初一，秦 朝 则定十月

初一为元日。

直至汉 武帝太初元年（104年），改用 司马迁、洛下闳创制的太

初历，根据天文记录，重 新使用建寅的夏历，确定以农历正月初一

为元 旦，由 此沿袭了约两 千年，即今天的春节。汉 武帝雄才大略，

促使西汉王朝在政 治、经济、思 想文化和军事上实现了大一统，进

入鼎盛时期。可以 说，汉代春节的确定，反映 了我国天文、历法的

发展和成熟，对我国历法乃至农业的发展、社 会的稳定，都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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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符与门神

古时，传说过年时为了驱鬼逐邪，庭院 里 要燃放爆竹，大门上

要悬挂桃符。桃木是民间传说中具有镇邪神力的植物。最早出现悬

挂桃符的记载是在汉代。汉代，在除夕之时，还没贴春联的习俗，人

们用桃木削成郁垒、神荼两人的样子，挂在门口以驱邪。张衡《东京

赋》说：“度溯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意思说东京城

里，许多人家用度溯山的桃木作梗，刻成操持苇鞭的郁垒、神荼模

样，挂在门的两旁，祈求祛鬼魅保平安。这告诉我们，汉代时就已经

有了挂门神这种节俗。

郁垒、神荼是《山海经》里的两 位神人，是一对兄弟，相貌都格

外丑怪凶狠，传说他们能制伏恶鬼，将 其 擒伏后 捆绑起来去 喂老

虎。所以恶鬼见之要远远躲避，不敢靠近。这一习俗流传后世，因袭

不衰，成为百姓的门神。

这一习俗传至南北朝，便简化为在桃木板上写神荼、郁垒两个

名字，挂在门首 两边，称之为“桃符”。宋代王安石《元日》诗中说 ：

“爆竹一声旧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由此可知到宋时悬挂桃符的

习俗已经是相当普遍了。徐州地区的门神，到民国时期已经不用桃

木刻制，而是刻板两 位门神画像的年画，左门是神荼，右门是郁垒，

有的拿鞭，有的驱虎。“文革”中这种习俗曾遭 破除，现在民间又恢

复了，农村群众张贴得比较多。

有人研究，春联也是桃符演变过来的。五代十国时，蜀国皇帝

孟昶特别喜好“桃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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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皇帝命翰林学士辛寅逊于桃符上书写联语。辛寅逊写了一幅，

皇帝看 了又看，总是不满意，便亲自提笔写上：“新年纳余庆，嘉节

号长春。”据说这就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多年前，徐州师 范大学学报曾刊文《桃人、桃符、春联、对联》，

论及桃符与春联的联系，称这四者之间的关系相 当密切，从桃人、

桃符到春联、对联之间,有一个发展过程。初民以为鬼畏桃,以为桃

弓、桃梗、桃人等可以除凶邪，御不祥。现在，徐州接新生婴儿出医

院、回娘家，都必须以桃枝为护卫。多病的孩子，家人常常给他挂个

桃木剑、桃符在内衣里。到了除夕，家家户户则在大门上或屋檐前

悬插桃枝，驱邪祈福。“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

畏之。”（庄子）

人 日

有关人日的来历，是与天人感应、人类诞生有关。

人日，是正月初七。相传女娲创造万物，初一造了鸡，初二造了

狗，初三造了猪，初四造了羊，初五造了牛，初六造了马，到了初七，

才创造了人，初七 故称人日，意谓人的生日。亦称“人胜节”“人庆

节”“人口日”“人七日”等。这节日是汉代东方朔在《占书》里记载

的，所以后人认为汉代才开始有人日节俗的。

既然是人的生日，必然就有以人为中心的活动。起初，只是占

卜活动，借 由天象自然的征兆来预测事物的未来和人们的吉凶，来

指示人的行动，后来逐渐出现庆祝、祭祀等习俗。

例如，古代人日有戴“人胜”的习俗，人胜是一种头饰，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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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戴花。

再如，回家过年，过了春节，如果 准备出远门的人，人日这天不

出门，不走亲串友，要在家和家人团聚。只有过了初七“人日”，才适

宜离开家，才吉利。

古人以人日为题的诗文甚多，如唐人的“入春才七日，离家已

二年”“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

人日知何处”等诗句，表达的是在外的游子思归盼归、归意绵绵的

情感。

徐州人日的风俗似乎不多，若仔细想来，还是有余风的。譬如，

这一天，要 吃“七菜羹”，就是用 芹、红 豆、春韭等七种菜蔬做的粥，

寓意健康长寿；家人老了，要烧“头七纸”“五七纸”；俗称做七、斋

七、七七 斋等，是民间常见的祭奠习俗。人生是七日，人死是七日，

这里不能说完全 没有因袭吧。

灯 节

据古书记载，灯节最早产生于汉代，一说产生于汉初人们对

“太一”的祭祀；二说形成于汉文帝时；三说形成于东汉初年对佛的

尊崇。总之，在汉代，元 宵夜的灯节不但出现，而且由于朝廷的重

视，已经形成了习俗。

汉 武帝时，非常崇敬“太一神”，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奠活

动。太一神，是主宰宇宙一切的神，祭奠仪式必须在正月里举行。司

马迁在《史记·封禅书》说：“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所以他

在创建太初历时，就将元宵节确定为祭祀太一神的重大节日。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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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灯，入夜倒点油，棉线做捻子点亮，让孩子端着，房前屋后 照一

遍，口里 念 叨些祝福的话。徐州邳州、铜山地区的群 众，还兴把旧

刷帚把子点燃，扔向夜空，落下来捡起再扔，还唱着歌谣 ：“刷帚把

子琉璃灯，扔到天上告神灵，一棵 秫 秫 打半升。”人们是在祈求来

年丰 收。

（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

李世明，江苏徐州人。徐州市史志学会副会长、徐州市民

俗学会副会长、徐州市民俗博物馆文化顾问，政协徐州文史

委特聘文史资料征集人。多年致力于徐州地区历史、文化、地

理、教育、民俗等研究。出版著作《辛亥革命在徐州》《绝对彭

城》《徐州门户奎山》等，百余篇文章在《江苏地方志》《炎黄文

化》《彭城晚报》《都市晨报》《徐州日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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