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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冬天，百花凋零，满眼荒凉。一个阳光明
媚的周末，我开车和家人从州城出发，穿过麻街岭
隧道一路向西，直奔牧护关镇小韩峪村。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小韩峪水库。水
库周围罩着防护网，20 世纪修的石头大坝非常
坚固，现在成了小韩峪村的饮用水源保护地，发
挥着饮水、灌溉、泄洪的作用。站在水库大坝上，
感觉深山平湖格外幽净，周围苍松翠柏掩映，恍
若世外桃源。

在离水库大坝不远的山坡上，一片火红的树
丛格外耀眼，走进一看，才发现它是秦岭里野生的
风景树火棘。再往远处看，这面向阳的山坡上生
长着大量的火棘，从沟底一直蔓延到山顶，尤其在
接近山顶处，仿佛一朵朵绯红的彩云，真是难得

一见的冬日美景！在水库大坝旁
边 拍 了 几 张

照片后，我就急不可耐地沿着羊肠小道向上攀登，
不一会就爬到那片火棘林旁边。它们犹如一片红
丝带缠绕在山坡上，一串串鲜艳夺目的火棘果，密
密麻麻地挂在枝头，给荒凉的冬景增添了无限的
暖意和魅力。

火棘果还有一个别称，叫“救军粮”。据说三
国时期诸葛亮擒孟获时，在无量山军疲粮乏，士兵
看到满山遍野红艳艳的火棘果，经验证无毒后拿
来充饥，借此渡过了难关，诸葛亮就把这种果子叫
作“救军粮”。其实，火棘树又叫“满堂红”，极具观
赏性，是吉祥和红火的象征，现代科技也证实火棘
果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20 世纪 90 年代，小韩峪村就是远近闻名的
小康示范村。随着乡村振兴的升级，加上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小韩峪村山清水秀，景幽林
深，能孕育出如此繁茂的火棘林，在秦岭里也十

分罕见，真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进村时，听说省委党校的驻村工作队为
村上兴办的小磨香油加工厂刚刚投产，村上围绕
水库搞生态旅游、大力开发野生火棘的规划正在
酝酿之中。

经过多年的沉寂，小韩峪村又蓄势待发，将成
为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它就像冬天里的火棘果
一样，必将红透一座山，映红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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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课本里，曾经出现过一首诗，人人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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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是北宋著名文人王安石写的。当
时，由他主持的改革已经全面铺展开，无论国家经济实力
还是军事实力都蒸蒸日上，他当然高兴，心情大好。恰逢
春节，天气晴朗，阳光如练，汴京城中，千家万户喜乐融融，
笑声飞扬，他挥笔写下这首诗，歌咏当时所见所闻以及内
心的感受。

春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如此，概莫能外。

春节，缘于感恩

一旦提到春节，我们马上就想到了团圆，想到了阖家
欢乐，想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红对联贴门旁，想到狮子、
龙灯和鞭炮。其实，这些都是后来随着年代的更迭、时间
的延续，慢慢补充、添加上去的内容。

春节刚出现时是没有这些内容的，因为，春节起初是
为了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的。

当我们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收获第一粒庄稼的时候，
吹奏起第一片木叶的时候，升起第一缕炊烟的时候，他们
是满怀感激之情、带着感恩之心的。他们感恩天地给了他
们五谷，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能够养育后代，繁衍生息。
同时，他们感恩祖先，感恩父母，是祖先和父母将自己带到
这个世界上，享受着幸福的生活，领略着美丽的人生。他
们当然要祭拜天地，祭拜祖先。

祭拜天地祖先是不能随意的，那样不够庄重，应该选
一个最重要的日子，最神圣美丽的日子，于是，他们选中了
正月初一。这一天是春天的开头，这一天也预示着所有生
命的诞生，包括花儿草儿、鸣虫飞鸟以及走兽游鱼。

在这天，他们早早起来清扫房子，清洁器具，准备食
物，还有祭品。然后，将食物和祭品敬献给天地神祇，敬献
给远去的祖先。敬献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先得洗净双
手，毕恭毕敬，再在祭桌上摆上各种食物，让神祇和祖先品
尝，等于间接地告诉他们：自己丰收了，今年生活不错，五
谷丰登，衣食无忧。

此后，相沿成俗，春节就慢慢地固定下来。
春节的两大主题，从此也就成为中国文化中两大重

要内容：一是天人合一，也就是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和自然和谐相处；另一个就是孝道文化。中国的很

多节日或多或少都有孝的成分存在，敬重老人，孝敬父
母，而孝道思想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则是春节和清明。“哀
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生育我们，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推干就湿，受尽苦难，孝敬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应发自内
心，毫不勉强。

除此之外，春节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春天已
经来了，一年的轮回已经开始。此时冰雪即将融化，柳丝即
将伸长，草儿即将发芽，花儿即将含苞。春节过后不久，细
雨落下，草色返青，也就到了春种的时候了。随后，立春、雨
水、惊蛰、春分……一个个节气有序到来。“一年之计在于
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春节过后，勤劳的人们也开始忙碌起
来，耕种田畴了。在我的老家山阳，农人得趁着丝丝春雨落
下之前种下土豆。土豆一般和着土粪种下，静静地睡着，到
了春雨落下后就会发芽、吐翠、抽叶，就会生长。这个时候
是耽误不得的。

春节，始于民俗

我 国 地 域 辽 阔 ，民 族 众 多 ，早 先 的 春 节 并 非 都 是
正 月 初 一 。

在远古时代，华夏大地交通不发达，南北东西，山势阻
隔，湖泊纵横，流水汤汤，有的人老死不相往来，各地的风
俗难以融合，人们的生活习性也各不相同，譬如吴人断发
文身，入水利索；匈奴人骑马射箭，奔驰大漠；中原人荷锄
田野，春种秋收。这些都是环境不同形成的，春节因而也
时间不一，内容有别。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长剑出鞘，华夏一统，九州合一，
五岭回归，文化的多元化也开始融合成一体。汉武帝认
为，各地的节日尤其春节也应当尽快统一起来。于是，他
颁布了新的历法，将正月初一规定为春节。

从此，春节在华夏大地上统一起来，也渐渐被各民族
百姓所接受。

从此，到了正月初一，汉朝疆域之内，所有人家一片笑
靥如花，一片歌乐之声，人们扫净房子，置备美食，全家一
起穿着新衣，祭祀天地，祭祀祖先。汉朝人在《四民月令》
里记载，春节的前三天，人们就开始沐浴准备，到了春节这
天，无论大人小孩都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向神祇敬酒，祈
求保佑。礼仪结束后，再给祖先敬酒，以表孝道。

这些习俗从此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

一个重要内容。
一个民族的血脉，少不了文化的传承。我们无论行走

何处，置身何地，谈到传统文化的时候，相互间就会有一种
“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就会倍感亲切，就会拉着对方的手
呵呵大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是血脉相连不
分你我的一家人。

文化的一统，使得我们各个民族血肉相连难以割舍。
文化的向心力是最为强大的，是坚不可摧的。

春节，饱含人性

汉武帝的时候虽然规定了春节的时间，却并未确定春
节的活动内容。春节的内容，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慢慢丰富
着、慢慢充实着的。

唐朝是个繁盛的朝代，万事讲求诗意，也讲求精致。
此时，人们相聚的时候，开始品咂起屠苏酒，并吟诗歌咏
了。屠苏酒，就是将一种叫作屠苏的香草浸泡在酒中，斟
满饮下，用来辟邪。诗人成彦雄在诗里写道：“好是灯前偷
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他搞恶作剧，趁着大家都在忙着
构思诗文时，自己先悄悄偷尝了屠苏酒，暗暗乐着，十分得
意，还将这事书写下来，供朋友们读后一乐，增添了节日的
喜庆气氛。

也是在唐朝，拜年已成为习俗。拜年的礼节起自唐
太宗，有一年正月初一，他一早起来，坐在桌案前，挥毫落
墨，写了很多贺岁的帖子，派人送给魏征、房玄龄、程咬金
等大臣，表示对他们辛勤国事的感谢。这种优雅风气，很
快就传遍了长安城，传遍了整个大唐，为汉文化里的春节
增添了新的内容。

到了五代，春联出现了。
第一个贴春联的人叫孟昶，是后蜀国的国君，他的文笔

很好，书法也不错，龙飞凤舞，翰墨流香。有一年春节，他漫
步宫中，感受着节日的气氛，突然一回头，看见宫门上挂着
的桃符白白净净的，显得过于单调，于是拿着笔，蘸了墨，在
桃符上分别写了一句诗：“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两
句诗对仗工稳，音韵和谐，自然清新，文字里带着吉祥和喜
庆的意韵，和春节气氛十分吻合，于是就流布巷陌人家、柴
门小院，大家也都开始纷纷效仿，这就出现了后世的春联。

宋朝样样都想超越唐朝，诗词文章如此，书法绘画如
此，节日内容也是如此。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爆竹，在春

节期间，砍些青竹烧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很热闹，很
好玩。可惜《清明上河图》里描摹的是日常生活，不是春节
内容，否则少不了燃烧爆竹的画面。今日的爆竹就变了
样，用火药、硫磺等制造，不但不安全，容易引发火灾，也容
易伤人。一切的美好行为都应以文明为前提，以安全为基
础，放爆竹也是如此。

明清时代，春节开始贴门神，开始出现玩灯、舞狮子、
划旱船等娱乐活动。这时灯光闪烁，鞭炮噼啪，锣鼓喧天，
真有一种“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情景。

此时的春节已增加了许多娱乐成分，反映出中国古代文
化的人性化。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劳，粮食入库，种子入地，牛
羊在圈，终于有了一点清闲时间，应该放松一下，享受一下生
活的幸福和美好。春节，就是为了让人们休闲和娱乐的。

春节，华夏同庆

春节，古人称为元日，也有叫新元、岁节、年节的，名称
很多，寓意相同，都包含着一元复始的意思。

春节这个叫法，古代没有，李白没叫过，李商隐也没叫
过。这个名称诞生于辛亥革命。

1911 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将三千年封建帝制推
下金銮殿，皇帝成为明日黄花，王朝成为高天流云。此
时，世界交流日益密切，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再用夏历计
时极为不便。为了和世界同步，计时一致，国民政府通过
讨论开始运用公历纪年法，将一月一日定为岁首，称为元
旦。同时，为了本国文化的继承，适应华夏大地的风俗民
情以及农耕生活，将农历的正月初一仍定为元日，但为了
区别于元旦的称呼，改称春节。

春节一词从此正式叫开，传遍千家万户。新中国成立
后，将之继承下来。

元日虽然改为春节，可中国人对其重视程度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的，尤其时逢盛世，更是如此。每到春节，红灯高
挂，龙狮起舞，举国欢腾，人人庆祝，家家欢笑。

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
春节。每到此时，国际国内，五湖四海，礼花绽放，笑声如
潮。春节热闹了中国，春节也热闹着世界。春节不仅是中
国人的春节，也是世界的春节，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更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中国人赠送给全人类的一
份文化厚礼，我们应该很好地将之发扬光大，传承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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