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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本报讯（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李松） 春节是中国最盛大、最热
闹的传统节日，其起源可以追溯
到夏朝以前。与我们现在所说
的“春节”含义不同，旧时“春
节 ” 特 指 二 十 四 节 气 中 的 立
春，一直到民国时期，人们才普
遍将“春节”跟农历正月初一画
上等号，代表着农历新年的岁
首。1949 年 9 月 27 日，在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通过了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
纪元，把公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
旦，俗称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通
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正月初一

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
据考证，在夏建立之前的部

落时期，人们已经有了“年”的
时间概念，因此春节可以溯源于
此。就目的性来说，“春节”作为
一个文化符号被创造出来，寄托
了人们顺天守时、和睦团圆、尊
祖敬宗的愿望，在新年开始的第
一天，人们纷纷举行祈年祭祀仪
式，以这种形式祈年敬天，跪拜
祖先，祈求庇护。“一年之计在于
春”，历朝历代所用历法不同，但
为新年祈福的本愿是一致的，古
老的春节起源蕴含着深邃的中华
民族文化内涵和底蕴。

关于过年，还有一段流传甚
广 的 传 说 。 古 时 有 一 种 叫
作“年”的凶兽，长年深居海
底，每到除夕便会爬上岸，吞食
牲畜、伤害人命，村村寨寨的人
们只得逃往深山。后来，人们得
一老人传授，用红纸、爆竹等将
年兽吓退，此法逐渐成为习俗并
得 到 推 广 ， 度 过 除 夕 夜 就 成
了“过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
的春节最初并不限于除夕和正月
初一，而是从腊月初八腊祭或小
年的祭灶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
元宵节，除夕和正月初一是春节
期间的高潮部分。

本报讯（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汶宁） 百节年为首，春节期间的
庆祝活动丰富多样，人们可以逛庙
会、赏花灯、走访拜年等。

逛庙会是很多中国人的春节
情结，也是不可或缺的年俗。春
节 庙 会 最 早 是 民 间 的 宗 教 仪
式，庙会之时，通常由僧人、道
士做“法事”或“道场”以祭祀

神佛，人们也要进香朝拜、许
愿、还愿、求福。庙会期间，也
少不了商贩叫卖、民间艺术表
演。庙会上有许多历史悠久且深
受老百姓喜爱的传统项目，比如
舞 狮 、 舞 龙 、 扭 秧 歌 、 踩 高
跷、跑旱船等。

贴春联，也是重要的年节民
俗。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要贴

上红红的春联，一副副透着喜庆
的春联表达了人们迎新纳福、企
盼新生活的美好愿望。春联，俗
称“门对”，又名“春帖”，是对联的
一种，因在春节时张贴，故称春
联。春联的一个源头是桃符，最初
人们以桃木刻人形挂在门旁以避
邪，后来画门神像于桃木上，再简
化为在桃木板上题写门神名字。

本报讯（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杨丽宁） 近日，为了弘扬中华文
明、传承民族传统，泰山区文化
路小学通过线上寒假生活指导的

形式，组织学
生开展“巧手
做灯笼，欢乐
迎 新 年 ” 活

动。学
生们在
老师的

指导和家长的帮助下，纷纷动手
操作，制成了一个个精美喜庆的
小灯笼。

活动中，各班老师分别通过
线上课堂的方式为学生们介绍了
春节的起源、习俗以及灯笼的悠
久历史，详细讲解了手工灯笼的
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并展示一
些精致的灯笼成品。随后，老师
们拿出了制作材料，演示灯笼的
制作过程。看过直播后，学生们
在家长的协助下认真剪裁、折
叠、粘贴，终于做成了一个个各
具特色的灯笼作品并在学校家长
微信群里进行了展示。

在家长们分享的照片中，学
生们拿着亲手制作的灯笼，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不少学生还在灯
笼 上 添 加 了 许 多 小 老 虎 的 图
案 ， 寓 意 “ 新 的 一 年 虎 虎 生
风、如虎添翼、虎年好运”。“这
是我和爸爸，我觉得做灯笼还是
有点难的，但制作过程很开心，我
很喜欢自己做的小老虎灯笼，过年
的 时 候 我 要 挂 在 家 里 。”一 年
级（1）班学生刘一涵说。

“我们希望此次活动能够充实
孩子们的寒假生活，帮助孩子们
了解民间技艺，感受浓浓的节日
气氛，同时锻炼自己的动手和协
作能力。”学校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
芮 实习生 刘静）近日，泰山区岱庙
街道花园社区开展了以“百‘福’春
联 送 居 民 ，福 娃 送‘ 福 ’老 少 同
乐”为主题的庆祝活动，为社区居
民写春联和“福”字。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和小朋
友们将对联和“福”字送到居民家
中，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春联
和‘福’字蕴含着美好寓意，一贴上
春联和‘福’字，家里立刻就有了过
年的气氛。”收到春联和“福”字的
居民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祝愿
社区居民都能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
春节！”岱庙街道花园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张丽说。

本报讯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孙文志） 今年春节怎么过？有什么
特别的安排？近日，记者随机采访了
多位市民，视频拜年、志愿服务、体
验冰雪运动……文明新风尚增添了
不同的年味。

“今年我继续报名了社区春节
值 守 志 愿 者 ， 助 力 社 区 疫 情 防
控 ， 我 们 都 盼 着 疫 情 彻 底 终
结。”家住志高国际的市民李先生
表示，春节假期正赶上北京冬奥
会，他们将守在电视机旁为奥运健
儿加油喝彩，同时，他们已经计划
好去体验冰雪运动。今年春节，对
于家住迎春小区的市民王先生来
说，跟往年有所不同。“原来除夕
夜我们大家庭都会吃团圆饭，但今
年在外地的弟弟一家决定就地过
年 。 在 除 夕 夜 ， 我 们 会 视 频 聊
天，进行‘云’聚餐。”王先生说。

在记者随机采访中，不少市民
表示，在欢度佳节的同时，会严格
遵守属地和社区疫情防控规定，弘
扬 文 明 新 风 尚 ， 传 播 时 代 正 能
量，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春节，从一年之计说起

◎习俗

逛庙会、贴春联 春节习俗样式多

◎传承

文化路小学学生巧手添年味

居家做灯笼，欢乐迎新年

◎新风

文明新风
助年味更浓

◎活动

岱庙街道花园社区
写春联为居民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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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家做灯笼。 通讯员供图

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