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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金伟 文/摄

大门犹如人的脸蛋，遇上喜庆节日时，
总要装扮一番。

我把大门上的张贴物，笼统称为“门
贴”。门贴可分为两类：普通门贴和喜庆门
贴。喜庆门贴包括门联、门笺、四字小直条
等。春节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是家庭团
聚、祈福迎祥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充满喜庆
的日子里，喜庆门贴无疑是展现中国人文化
底蕴的重要元素，它让朴素的农居熠熠生辉

（图①）。
门贴以门联为主，门联南北方通用，且

都为红色，多配有横批，上必书吉祥文字，
文字各有所爱。越是古意浓郁的地方，越讲
究门联的张贴，除夕早上，登梯子贴门联的
场 景 在 农 家 很 是 常 见 （图 ②）。 门 贴 多

“福”字，因为春节的主题是迎春接福。曾
拍摄到一户农家室内外张贴的“福”字，多
达十六个 （图③）。

门笺一般半贴半挂在门头上沿，一排横
贴四幅或更多。门笺多为剪纸 （刻花），颜
色有红、绿、蓝、黄等色，犹如工艺品，当
然也有单色的。

多联门笺被风吹拂时，呈现出花枝招展
的效果，很是喜庆。五福门笺与老屋景致相
得益彰 （图④），每幅门笺上，又书以对
联，使其同时具有对联功效。门笺在北方较
为通行，浙东一带则少见。北方还有专门制
作、销售门笺的场所 （图⑤）。

有了门贴的大门洋溢着喜气，这类场景
百看不厌。琳琅满目的门贴与农家粗犷的大
门往往形成一种视觉对比 （图⑥），具有别
样的美感。细数一下，这家的“门脸”上竟
有二十九幅门贴，实为罕见。其中，有大小
对联两副，并配横批；有门笺四幅，迎风招
展；有门神一对，带喜庆色彩；又有菱形门
贴两对，还有贴在门簪位置上的手书“春”

“节”两字，也是菱形；又有“四字小直
条”十条；“六字小横条”一条。

“四字小直条”也是门贴的主要品种之
一，它的优点是占用位置小，张贴方便自
由。不像门联一定要贴在门上，且须成双搭
对，追求文字音韵之美。鲍静静

春节申遗成功，看起来很
遥 远 ， 又 似 乎 跟 自 己 很 切 近 。
我对于民俗文化的喜爱，源于
耳濡目染。

小时候村里有位仙风道骨
的孝友伯伯，还有位会玩的小
银外公。当时孝友伯伯已是古
稀之年，可辈分低，被我们降
级 喊 成 伯 伯 ， 他 会 讲 聊 斋 故
事。小银外公喜欢在墙上画竹
子、老虎，会唱马灯调、会舞
龙 ， 能 制 作 十 多 米 长 的 蝴 蝶 、
蜈蚣风筝，我们常常跟着他到
田野里疯跑。

大概受到他们的影响，每
年春节发祝福之际，我会玩一
种码字游戏，静待生肖空降脑
海。

虎年祈祷：壬寅虎啸听到
了吗？天朗气清，愿您徜徉书
海山林的每天都是春天，都是
王者的荣耀。

兔年吉祥语：愿您如登月
宫，星光满途，宁静喜悦，一
派 祥 和 。 愿 您 收 获 更 多 粉 丝 ，
永远是麦田里最黑最亮的守望
者。

龙 年 展 望 词 ： 挥 一 挥 衣
袖，让我们作别癸卯月宫的玉
兔；拨一拨红尘，您可听到了
来自东海甲辰年的龙吟？愿您
蛟龙出海，大鹏展翅，凭借六
月大风逍遥畅游。

乙巳蛇年还未来临，我已
根据蛇冬眠的生理习性以及图
腾 指 向 写 好 了 拜 年 词 ： 那 是
2024 年 雪 被 下 一 场 深 沉 的 睡
眠 ， 把 自 己 弯 成 一 张 拉 满 的
弓，等着那惊蛰的雷声吧，在
闪电里舞动，向云霄发射一支
箭⋯⋯

如果说，根据生肖的风俗
象征撰写的祝福语是我发出的
一个文化礼包，那么，每年的
春节我还会收获两个文化礼包。

女儿虽然大学毕业了，但
每年大学校长会给我们家长寄

来一份软笔魏碑书法月历挂轴。
这些月历挂轴，有的以唐

诗、宋词为题材，有的则是历
代圣贤的名言佳句。旧的一年
已逝，我仍舍不得将旧月历扔
掉，现在家里书柜的侧壁依然
挂着两幅书法作品，其一写的
是“望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
觉海波平”，其二是王阳明先生
之句，“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
团圆永无缺”。

另一个文化礼包是正月初
一 领 的 宁 波 图 书 馆 “ 天 一 讲
堂”实录书籍。有时还会意外
地 收 获 加 赠 的 红 包 壳 ， 印 着

“ 福 至 心 灵 ” 等 字 样 ， 上 面 镂
空 ， 有 苏 州 园 林 花 窗 的 既 视
感，文艺范十足。

“天一讲堂”带来的智慧火
花和人文精神，多年来让我受
益匪浅。早些年，易中天、肖
复兴、周国平、钱文忠等学术
大家的讲座很“燃”，去年，南
京大学毕飞宇老师的 《欢迎来
到人间》 与北京大学戴锦华老
师 的 《电 影 与 我 们 置 身 的 社
会》 讲座十分火爆。忘不了毕
飞宇老师演讲时对现场气氛的
掌控能力，还有他作为知识分
子对人文情怀的不懈追求、对
个人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戴
锦华老师选取 《奥本海默》《芭
比》《流浪地球 2》《一代宗师》
等影片为案例，高屋建瓴地引
领观众了解电影对时代与生命
的观照。

“天一讲堂”的精彩讲座不
胜枚举，宁波图书馆每年将其
结 集 出 版 ， 免 费 发 放 给 读 者 ，
而且把这一盛事安排在正月初
一下午。对于错过讲座或想重
温高峰体验的读者来说，真的
是再好不过了。

当“中国年”成为“世界
年”，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
己的考量。我很想在这个春节
到台州、丽水等地的古镇老街
走一走，看一看，相信一定会
邂逅别样的惊喜。

张晓红

山子是从北方的小山村，来到我们
北仑城区的工厂打工的。

第一次过年回老家时，他给爹娘带
去了两大泡沫箱的海鲜。

山子素常是一个钢镚儿掰成两半花
的节约人。他喜欢上了北仑，他要攒
钱，要在北仑成家娶媳妇，还想着要把
爹娘接过来，在这里享福。但是要回家
过年了，给爹娘的礼物不能孬，既要让
爹娘尝尝鲜，也要让村里的乡亲们见识
见识从沿海城市带来的稀罕物。

两箱宝贝跟着他乘车、转车，回到
了山旮旯里的家。

爹！娘！儿在外边就吃这东西，还
活的哩！那个大蟹还会吐气泡泡哩！

爹娘心里美滋滋的。咱儿个高了，模
样也中看了，敢情是那海里的好货⋯⋯

只是，山子只能在家待四五天，还
要回去加班，挣那双份钱。屁股还没坐
定，他被伙伴们拉去喝喜酒、接新娘
了。

在村里常做厨工的爹对娘说，山子
恁般辛苦，咱没吃过海鲜，难道还没见
过那鱼儿在水里游？咱把那一疙瘩都整
出来，让山子回来吃现成的。

把那高粱秸秆狠劲往灶洞里塞，大
锅水沸了，热气腾腾。先把那几只大炝
蟹一股脑儿放下去烧，咦！咋就不烂不
软 呢 ？ 汤 水 尝 下 味 ， 倒 是 又 鲜 又 咸 。
中！是好货。下回放锅里的硬壳货，得
先把那壳去掉，再烧。

一大包的蚶子，就用榔头敲。娘做
帮手，爹用榔头狠劲敲，总算把那红鲜
鲜的肉都整出来了，真费劲。

另一泡沫箱里的大黄鱼、鲳鱼，有
经验了。先剖肚洗净，在大锅里焯熟
了，剔骨净刺，和那剥壳出来的对虾
肉、敲出来的蚶子肉，剁在一起，狠劲
剁。明儿烧年夜饭时，就在大锅里搅成
鲜糊糊喝，多烧几锅，到村子里去分
分。咱山子有出息了，也让大伙都尝尝
鲜。

待晚上山子回来，傻了眼。除了那
几只吐气泡泡的毛蟹还呆愣愣地趴着，

其余海鲜都被爹娘剁成了几大盆的糊糊
疙瘩，生的熟的搅在一起。

山 子 不 怪 爹 娘 ， 只 怪 自 己 匆 匆 出
去，没和爹娘说清楚。这下也好，就拿
些小麦粉搅拌在糊糊里，学工厂里饭师
傅王阿姨的样，搓成一个个小丸子，和
粉条、笋干、豆腐、香菜一起，烧了两
大锅的丸子汤，多放辣椒。

原本山里人吃年夜饭，除了每人分
一碗饺子，就喝用猪血豆腐、少许猪下
水和着黄色的玉米粉搅的糊糊，又热又
辣又鲜香，叫金糊糊。

爹娘和村里人都夸山子做的丸子汤
和金糊糊一样好喝一样鲜。山子有点伤
心，大老远背来的海货，咋就成了金糊
糊一样的味道？

第二年回家，大哥要娶媳妇了，山
子改为给爹娘买衣服。爹娘一辈子穿的
都是自织土布衣，刚穿上，颜色还中，
是靛蓝色，后来掉成了灰蓝色，最后变
成看不出啥颜色。山子见北仑这边比爹
娘年纪还大的老人，都穿得好看又精
神。王阿姨自告奋勇地陪他去买。先给
爹挑了件蓝灰色的厚实轻软的羽绒衣，
捧在手里，温温暖暖的。给娘挑衣服就
费心思了。王阿姨看中一件紫红色缀小
花的棉袄，山子嫌太红太艳了，恐娘羞
于穿在人前。最后，王阿姨挑中了一件
宝蓝色绸缎面料的中式棉袄，定要山子
买下。山子抖开一看，喜不自禁，原来
有一只金丝线缀粉红色线绣出来的大凤
凰飞在胸襟前。凤凰是吉祥物，娘见着
定喜欢。

爹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衣。当山子
在娘面前把那棉袄抖开来时，娘的眼睛
直放光，“啊”地叫了一声。山子催着
娘，穿上！穿上！娘不言声地出去，洗
手去了。进来，想用手小心翼翼地摸那
凤凰，终又没摸，只是捧起衣服来看了
一会儿。无论山子怎么劝，就是不肯把
那棉袄试穿一下，仿佛那衣服一上身就
要弄脏。看着看着，眼泪反倒流下来
了。她又赶紧把衣服收好，跑到外面去
擦脸。

大嫂新娘子回门那天，娘把新棉袄

给了大嫂，要她穿上去娘家。娘对山子
说，你大嫂家厚道，彩礼钱要得不多，
再给她件新衣服也是应该的。

山子就又拿出了一千元钱，原是要
贴补给大哥的，就先给娘了吧。他要娘
赶紧去县城，挑一件自己喜欢的棉袄
来。

待他下一次回家时，娘塞给他一沓
钱，说是给他在城里买房子娶媳妇时
用。山子一看，是他头年给娘买棉袄的
那十张连着号的崭新的一千元。山子心
里好一阵难过。

又是一年回家时，大哥已有了个男
娃。山旮旯里也有了小超市，衣服、日
用品都有，就让爹娘随自己心意去买些
吧。

踏上了回家的路，山子把一包沉沉
的东西宝贝似的搂在胸前。这一次，山
子吃足了苦头，家乡山区下了一场大
雪，火车只能在离县城不到两站的地方
停了下来。山子背着行李，搂着胸前的
宝贝，抄近路步行了二十多公里才到县
城，再在县城换乘农用三轮车到了山外
边。最后一段进村的山路，又滑又陡，
山子几乎是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地进了家
门。

当他把胸前搂着的那一袋铮亮的一
元硬币，有一千三四百元，放在爹娘面
前时，爹娘看着他冻成紫色的脸庞和手
掌手背上的血口子，都流泪了。

山 子 是 个 有 心 的 孝 顺 孩 子 ， 他 想
到，百元大钞给爹娘用，他们不舍得兑
开，就都存起来，又还给他。不如给他
们一袋一元的硬币，每天花几个，就不
会心疼了。硬币是他托王阿姨去买菜时
换来的，称过，有十公斤左右。

今年，山子又在准备过年回家的礼
物了。我问他是什么礼物。他说今年带
去的礼物，爹娘见到了，肯定会特别高
兴。但是他不告诉我，要我猜。朋友
们，你们猜得到吗？

文化范畴里的春节，具有深厚
而丰富的内涵。

春节是享丰收过大年的节日。
宁波本地从农历十二月初起，开始
碾谷酿酒、磨米做年糕、杀鸡宰
猪，还有“裁新衣，熬冻米糖，煮
腊八粥，下汤果，炒年糕”等。

这些饮食文化寓意深刻。如宁
波的腊八粥，包含了稻米、红豆、
花生、莲子、桂圆等多种食材，喜
庆五谷丰登；吃汤圆表示家庭团
圆，亲情凝聚；吃年糕祈盼“年年
高”（糕，谐音“高”），宁波有民
谚“年糕年糕年年高，一年更比一
年好”；人们还用年糕印板压成“五
福”“如意”，表示福气多多，大吉
大利。尽情享用农耕丰收成果，是
年俗节庆特有的文化内涵。

春节是享天伦访亲友的节日。
宁波人历来重视家庭观念，推崇家
庭和睦。在古代，远在外地仕官、
经商的人，会扬鞭策马、乘舟涉水
回 乡 过 大 年 。 俗 话 说 ，“ 有 钱 没
钱，回家过年”。回家过年的情结
深深镌刻在宁波人的心坎里。分压
岁钱、吃年夜饭、拜贺新岁，洋溢
着和乐美好的亲情氛围，充分体现
了敬老爱幼、父慈子孝、夫妻恩爱
的中华民族优秀美德。从家庭肇
始，延伸到宗亲邻里，走亲访邻，
拜岁贺年，和谐团结。这就是宁波
年俗特殊情感的文化蕴涵。

春节是敬畏自然、感恩先祖、
祈祷来年丰收的节日。在洪荒时
代，人们无力战胜天灾地害，于是
祈求上苍保佑、祖上荫庇，祈盼风
调 雨 顺 、 国 泰 民 安 。 在 宁 波 一
带 ， 民 间 用 新 米 做 成 饭 ， 酿 好
酒，再用猪、鸡、鱼、年糕等感
念大自然的恩赐，缅怀先辈功德
与 养 育 之 恩 ， 希 望 新 年 农 事 丰
收，家事平安。这是传统年俗的
精 神 寄 托 ， 也 是 民 间 “ 天 人 合
一”朴素信仰的文化追求。

宁波春节的文化创造，还体
现 在 丰 富 多 彩 的 行 为 动 态 民 俗
中。宁波历来有贴春联、挂年画、
放爆竹的习俗，渲染春节气氛，祈
求吉祥平安。如贴春联源于挂桃符
驱邪却疾的民俗，故曾任鄞县知县
的北宋王安石有诗咏：“爆竹声中
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
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民
间挂年画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祇
信仰，逐渐发展为祈福禳灾、欢乐
喜庆和装饰美化的节日风俗。宁波
民间贴的年画内容有吉庆有余、龙
凤呈祥、福禄寿等。新春放爆竹，
起源于原始民间信仰，驱邪祈福。
宁波还盛行除夕夜关门炮、正月初
一开门炮等，送走烦心事，迎来喜
洋洋。新年还有舞龙赛龙舟活动，
宁波沿海和海岛上有挂鱼灯、跳鱼
灯舞等习俗。城乡各地普遍挂大红
灯笼和“中国结”，祈盼日子红红
火火、吉祥平安。

这些民俗活动，凸显了春节
的社会功能，增强了人们乐观向
上的幸福感，表达了对美好生活
的热爱。通过节日活动，放松身
心，宣泄情感，也是对现代社会
快 节 奏 生 活 的 良 好 调 剂 。 所 以 ，
冯骥才先生说：“每一次过年，都
是一次民族文化的大发扬，一次
民族情结的加深，也是民族亲和
力的自我加强。”

①①

世界非遗视野下的宁波年俗
多姿多彩的宁波年俗

宁波人过年的情绪特别浓烈，
也讲究赶早。宁波人认为“冬藏”
意味着一年四季农耕的结束，过年
习俗最早在冬至就启动了。宁波老
话说，“冬至大如年，皇帝老倌也
谢年”。冬至日要 大头菜年糕、
煮番薯汤果、吃汤团。

宁波地处浙东沿海，四季分
明，山海物产丰盛，宜人宜居。人
们生活富足、文化富有，因此旧时
宁波过年的程式，非常全面系统。
腊月初八，家家户户煮腊八粥，再
经祭灶、除夕、春节、元宵节，至
正月十八落灯止，时长二十多天。

除夕，是宁波人忙碌而隆重
的日子，家家户户要杀鸡、宰猪
羊等敬祖先，洒扫庭院，贴春联
年画，挂灯笼，吃年夜饭，放爆
竹，守岁。至现代，演变为一家
团聚，说说笑笑聊天、喝茶，或围
坐看春节联欢晚会。睡前，长辈向
晚辈分压岁钱。清代宁波人钱沃臣
在 《压岁钱》 诗注中说：“俗以五
色线串青铜钱，排结花样，送给儿
童压胜，名为压岁钱。”送的钱币
一 般 刻 有 “ 吉 祥 如 意 ”“ 福 禄 寿
喜”“富贵双全”“开卷有益”等
字。余姚一带称“顺佑铜钿”，顾
名思义是祈福辟邪、佑护平安的吉
祥物。

除夕日还有乞讨的“佯扫地”
上门，手持扫把，装作扫地，把一
年晦气扫光，把吉利引进。还口唱
俚歌：撩起金丝帚，‘刷格’一扫
帚，屋里发大财，大元宝使箩抬，
小元宝使船载⋯⋯”

正月初一，人们早起，着新
衣，戴新帽，穿新鞋，以示辞旧迎
新。宁波童谣唱：“正月正，新新
衣裳穿上身。”新年要放开门炮，
寓意新年大吉。一般放三个，为防
不响，还要预备一个。宁波话“当
备炮”典出于此。

早上家家户户吃汤果，用素
食。旧时正月初一家里日用器物要

“休息”一天，不洗衣，不扫地，
不杀牲，不打骂人，不讲不吉利
话。早饭后，在中堂或去祠堂“拜
岁 ”， 还 有 父 辈 带 男 孩 去 附 近 拜

“庙岁”，如东钱湖岳飞庙、王安石
庙及它山堰王元暐庙等，教育后
辈，敬重先贤。

正月初一如遇立春，称“重
春”。立春日，官府要祭祀，举行
试耕仪式，以示劝农。雇“春官”
跟在县官后，手持青铜小牛，口
唱春调：“黄龙盘谷仓，青龙盘米
缸。”分发 《春牛图》，其实就是
农事年历，配十二生肖与二十四
节气及潮涨潮落时辰，预示当年
农事忙闲。百姓家做春饼、包春
卷、饮春酒，俗称“接春”，祈求
好收成。

初二至初八迟至十五，开始出
门走亲访友，也称“拜岁”。先近
亲后远戚，少拜长，款待亲友，吃

“岁饭”，喝“岁酒”。
正月十三夜起，村落、街巷挂

灯笼，此谓“上灯”。
正月十四夜，宁波孩子要手

持竹制响夹，提着灯，在阴沟墙
角“照蛇虫”，驱毒除邪。农家在
田 头 点 燃 野 草 除 虫 害 ，“ 烧 火
龙”，将岁时节俗与农业生产相结
合。宁海前童正月十四开始闹元
宵，举行盛大的抬阁巡游。这一
民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名录。

正月十五闹元宵，因为是一
年中最早一次的月圆日，也称“上
元节”。宁波民谣唱：“正月十五是
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宁波彩
灯富有海洋文化特色，如鄞州的龙
灯、北仑的虾灯、象山的大黄鱼灯
等。

旧时月湖一带盛行看灯会，男
女青年借机相亲择偶，由此诞生了
著名的民间故事 《牡丹灯记》。

正月十五夜吃汤团，全家再度
团聚，因为过了十五就要上工或外
出 经 商 做 生 意 了 。 至 十 八 “ 落
灯”，正月年节基本结束。

宁波年俗，把生活理想化，也
把理想生活化，是中国传统春节的
典型样本。

守正创新
繁荣春节文化

春节文化之所以能有几千年生
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如今还深深
影响世界，得归功于它的主题：顺
应民心，合乎自然，是“天人合
一”思想的智慧结晶。

人们庆贺丰收，祈盼五谷丰
登、六畜兴旺、人寿吉祥，体现了
应时而作、张弛有度的岁时节律、
生活规律和文化艺术的审美观念；
敬畏自然，感恩先祖，团聚团圆，
睦亲友邻，表达了人们与自然和谐
相处、慎终追远、敬老爱幼的精神
追求。在春节文化中，洋溢着团结
和谐的亲情气氛，蕴含着美好的生
活理想、高尚的生活准则与和谐的
人际关系，彰显着中华民族强大的
凝聚力。这正是中国春节的文化正
气、文化自信、文化魅力，也是我
们在新时代需要坚守、坚定、坚持
的“精气神”。

春节文化守正创新，要形神兼
备。腊八节、小年、除夕、正月初
一 、 元 宵 节 等 ， 是 春 节 文 化 的

“形”，这些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节日
形态，至今仍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
的，必须赓续传统。而随着时代的
变迁，春节文化更须锐意进取，推
陈出新。如书法家送春联进乡村，
剪纸、农民画进社区，艺术展览进
公共场所，非遗展示进商区、景区
等；又如农村的“村晚”、村歌大
赛、社区体育竞技和民间绝活串演
联演等。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
让人们在春节放慢脚步，放松身
心，放开情怀；沟通邻里，交流情
感，凝心聚人，团结友爱，活跃社
交。

春节文化守正创新，要解放思
想，破除束缚。老祖宗传下来的春
节民俗，经历了漫长的披沙沥金，
许多是聪慧才智的结晶，是人民幸
福生活的象征。要爱护自然，崇尚
科学，感恩先辈创造，厚待文化遗
产，服务人民大众。尊重良俗，就
是尊重历史文化，尊重人民的创
造 ，“ 让 大 家 笑 容 更 多 ， 心 里 更
暖”。

春节文化守正创新，要守住春
节的“精气神”，守住优秀传统。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民俗文
化也要与时俱进。喜庆、祥和、欢

回
家
的
礼
物

三个文化礼包
乐、友爱是春节永恒的主题，弘扬
春节优秀文化，“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移风易俗，与新时代同频共
振。如压岁钱，原是长辈赠给晚辈
的，范围仅限家里人。当代人将其
转化为经济功能，奢侈摆阔，就背
离了原义。

春节文化守正创新，要走出国
门，融合世界。春节文化千姿百
态，如饮食文化、各类文化艺术活
动，不仅深受国人的喜爱，而且获
得世界各国人们的青睐。宁波近年
来“龙舞出国”“龙舟出海”，还有
多种民间艺术传送泰国、保加利亚
等国，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这些
以春节文化为特征的国际交流合
作，分享了民族特色文化，彰显出
中华文化的迷人魅力。与异国风情
相融合，促进了世界文明交流，增
进了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也助
推了经济发展与科技合作。

春临佳节庆，山河气象新。欢
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宁波来欢度新
春，尽享美食美景，共叙友好情
谊。

火红的中国结挂起来，喜庆的
锣鼓响起来，龙腾狮跃舞起来⋯⋯
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即将到
来，我们将喜迎具有世界意义的节
日。

春节的“门脸”
③③

④④

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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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舞龙 （吴立高 摄）

宁海湾鱼灯节 （吴立高 摄）

周静书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
春节是中华民族一年中最大

的岁时节日。2024 年 12 月 4
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
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这充分展现了中华
文化的独特价值，标志着作为中
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春
节，将进一步走向世界，为全人
类所共享，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
大魅力。

祖籍宁波的文化大家冯骥才
先生在关于春节申遗知情同意证
明书中深情地说：“我的祖祖辈
辈一直把春节当作一年一度最重
要、最期待、最美好的节日。”
冯先生的这一春节人生体验，将
宁波的春节民俗深深地烙印在申
遗的证明上，凸显了宁波年俗的
代表性、标志性。

春节，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
的伟大文化创造。我国长期处于
农耕文明时代，先民十分注重时
节传统，根据天体运行和气象更
替，共同创造了“二十四节
气”。农耕社会以农业的“春
播、夏耘、秋收、冬藏”为一
岁，而春节往往在二十四节气的
首个节点“立春”前后，显而易
见，春节是自然节律与人文思想
紧密结合的产物。

春节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我
国的上古时期，夏代确立了农历
正月初一为“元旦”。古人认
为，春回大地，一元复始，就是
一个周期，故演绎为民俗意义上
的“春节”。殷商甲骨文中的
“年”字，是象形文字，表示穗
长根深的果实丰收形象，因此，
“年”的最初含义是谷物熟了。
至周代，“年”又成为岁的标
记，所以“年”又是岁时节气的
时间单位。

宁波春节的文化内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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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过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