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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复一年，我们生活在周期性的时空转换中，从孩提时代至今，约定俗成地在特
定时间进行民俗活动。岁时节日带给我们新鲜、欣喜、娱乐，生活节奏和人际关系
得以调整，内心的情感得以表达，节日使生活绚丽多姿。 

从元旦的拜年至岁末的守夜，节日有着古老的历史；无论是清明祭祖，还是七夕
乞巧，都有动人心魄的民间传说；饺子、年糕、粽子、月饼以及腊八粥，这些年节
的象征食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含义… …人类了解自己的历史，不能忽略岁时节
日。 

中国古代对时间最初的认识是那个东出西落的太阳；而经年可观测到的北斗星，
帮助古人建立了最早的时间系统，借助北斗，最早确定了春分、秋分两个分点和夏
至、冬至两个至点。大火星在周天运动中定期出没。人们借此确定季节和年节转
换。天有十日和十二月的神话思维，导致了天干、地支的记时法产生。无论是太阳
历，还是阴阳历很早就是古人的历法，《夏小正》就反映了一些夏代的历法。《尚
书·尧典》已有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的岁时划分，说明商末周初对分、至的认
识已很稳定。至战国时代，二十四节气最终定型。上古历法的出现和发展是岁时节
日固定和形成的基本条件。 

早期人类处于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无论是对天象转换，还是对植物的荣枯，动
物的繁衍，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定期举行崇拜及祓除仪式，其中死与植物变化
同理相类，与时间转换的天象、物候配合，也会产生节日，可以说伴随生产、生活
的原始崇拜是岁时节日的渊源和基础。 

佛教和道教争夺民众的信仰，也给岁时节日的形成和性质增加了宗教色彩，而纪
念名人和某些事件促使了节日的形成和固定。岁时节日的形成是各种复杂文化因素
互动的结果，长期稳定的农耕经济结构与家族组织积淀出岁时节日文化．使岁时节
日得以发挥其功能。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岁时节日的记录和资料整理，也有一些研究。儒家经典《礼
记》中的《月令》篇，集中体现了岁时节日的理论概括，南朝宗懔《荆楚岁时
记》、唐朝韩鄂《岁华纪丽》、清朝顾禄《清嘉录》、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则是现存专门记载岁时节日风俗的名作。很多笔记中保留
了丰富的岁时节日资料，尤以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
密《武林旧事》著名。一些学者专门从事岁时节日的类辑工作，专科性类书中，隋
朝杜台卿《玉烛宝典》、宋朝陈元靓《岁时广记》、明朝冯应京《月令广义》均保
留了珍贵而丰富的资料。而百科性类书中的唐朝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岁时部》、
宋朝李昉等撰《太平御览·时序部》、清陈梦雷等撰《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时序
部》、《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均系统而全面地收集了岁时节日的史料。



至于保存至今的大量地方志，对于风俗的记述尤详于岁时节日，资料非常丰富。此
外，东汉崔定《四民月令》、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等农书，涉及岁时节日的史
料颇多。而历代吟诵岁时节日的诗篇也不少，虽是文学作品，反映出的节俗和时人
心态亦有重要价值，宋朝蒲积中编的《岁时杂咏》是系统整理岁时节日的诗歌集。
以上仅举出一些代表性的书籍，至于散见于各种史籍中的岁时节日记载，真是俯拾
即是，不胜枚举。 

现代人对于岁时节日的研究不断有论文发表，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则是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事，出了不少小册子。这些书或从天文历算探讨节日起源，或从民族学
探讨节日背景的农事信仰，或偏重于民族学资料，或偏重于诗歌．写得很有特色。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是全面、系统论述不够，对资料占有不充分，对节日起
源、演变、性质、民俗的分析不够深入，极少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笔
者在比较系统地占有资料，特别是地方志资料的基础上，注意全面借鉴已有的研究
成果，尤其是日本学者的成果，力图更准确、细致、系统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汉族岁
时节日的基本面貌，并提出一些新说。然而这也仅仅是初步的工作，更深入的研
究。则期待着将来。 

笔者力求将本书写成具有普及性、能够雅俗共赏的著作，因此尽量避免大段引用
资料，凡引用历史资料一般只在文中说明作者、书名，不做详细注释。本书配有较
多的图像资料，既便于读者理解正文，同时也使本书更加生动有趣，希望给读者带
来愉悦、轻松的感觉。 

 
 

后  记 
 

我对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因承担为白寿彝
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清代卷撰写岁时节日部分的任务，于是搜集清代地方志、
笔记等资料，写成《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专文。该文曾提交给1986年在大连举行
的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同年天津的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上散发，后发
表在《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论文的压缩稿收入《中国通史》第十卷《清时期
(上)》。 

从探讨清代岁时节日风俗开始，我对中国古代的岁时节日以及其他风俗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随后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多年开设“中国风俗史”选修课，其中重要的
内容之一就是岁时节日风俗。我接着发表了《明代岁时节日生活》(《中国历史上的
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
新说》(《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清代的文昌诞节》(《清史论丛》2000年
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 —中国岁时节日体
现的民众心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等论文，研究上
也吸收了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突出了问题意识，
尝到了多学科研究问题的乐趣。 

本书原为一种丛书所作，定稿于l999年，后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及时出版。今由中
华书局梓行，感到十分恰当。书中插图主要来源于《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绘画
全集》、《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清代报刊图画集成》、《清末民初报刊图画
集成》、《清殿版画汇刊》、《清史图典》、《中国民间木刻版画》、《中国民俗
剪纸图集》、《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附图》、《国家图书馆藏戏曲小说版画选
粹》、《民间剪纸》、《18—19世纪羊城风物》、《中国历代压胜钱收藏与鉴
赏》、《民间劝善书》、《四库全书》、《穿越时空》、《插图本中国体育史》、
《中国方术续考》、《文物》、《紫禁城》等书刊，在此谨向拙著所采图像的原编
著者表示敬意与谢意! 

这次出版前，我又通读全稿，加以订正，并增加了文昌诞、照虚耗等个别内容。
对于旧作，自己仍然比较满意，因为这是在比较系统阅读有关岁时节日原始资料基
础上写成的，也较为充分地吸收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尽管近年来又有一些同类著作
问世，比较而言，本书对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起源与流变、实态与性质的论述，自
成特色，并不过时。虽然怀着这样的自信出版本书，但也真诚地欢迎海内外读者批
评指正，共同提高对于中国传统岁时节日的认识。 

 
常建华 



2005年11月8日记．25日又记于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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