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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习俗之民俗学解释 

发布日期：2006-03-01  作者：吕微

【打印文章】

     传统民俗之所以那么迷人，其中的一个原因不可忽视，即传统习俗当初的那些行为目的今人多已无从知晓。人们一般认为，神秘

的东西多与美有一定关系。面对谜一般的民俗，民俗学者总是希望能够像解谜一样解开隐藏在民俗行为背后的隐幽。 

     比如农村至今有过年杀猪割肉的习俗，这仅仅是为了在春节期间提高一家人的膳食质量和膳食结构吗？非也。其实，猪又名豕，

而在古文字中，豕、亥同源。而亥字正代表了以十二地支排列的一年十二个月当中的最后一个月———亥月。因此，杀年猪就是象征性

地杀死亥月，以便“剖腹”产出一个新年的正月———子月。当然，这只是一种民俗学的猜想。还有一种年俗，我至今不敢肯定已经猜

透了其中的涵义。过去到了年跟前，有些人家要在自己家门外靠墙摆上两捆黑炭，叫做“将军把门”。将军且黑，不知与号称“黑将

军”或“乌相公”的亥猪有无瓜葛？旧式的“过年”总有些神秘的意味，从而增加了“过年”的美的感觉。而今，这种年节之美或许还

残存些许，但过年的神秘早已荡然无存。“年”对于当今的人们来说，似乎已经蜕化为仅仅是时间流程中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和起跑线，

而且对于拥有科学知识的人来说，这个出发点和起跑线还具有明显的人为设置的性质。但是，在古人看来，新年的规定可不是人为的，

而是神秘的天意的绝对命令，因此新年习俗不是人为的任意自创，而是人类对于天意的领会。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都具有“究天人

之际”的巫师性质，盖源于此。 

     从根本上说，新年习俗具有神话仪式的性质，按照民俗学的说法，就是属于广义的“过关仪式”或“通过仪式”，即人们通过自

己主动行为的从旁襄助，促使时间的流程能够顺利通过年节的考验。从古人的立场看新年，新年是一个关口，甚至是一次危机，是一种

转折的危机，即相对日常或正常生活来说的“非常”时刻。所以人们才需要请黑将军来把门，以阻止危险因素的侵入。 

     既然是非常时刻，于是人们在年节期间的行为方式就与平日不大一样。民俗学者经常使用两种理论来概括节日习俗的性质，一是

“狂欢”理论，二是“伏藏”理论。根据“狂欢”理论，节日是人们平日压抑情绪的释放时刻。民间所谓年节是“诸神上天，百无禁

忌”之时，用“狂欢”理论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比如民间于年节期间扭秧歌、闹社火就有狂欢的喜庆性质。节日“狂欢”理论来源于西

方学者对西方仪式的考察，西方学者或称之为“酒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相反相成的是“日神精神”，与之相关的是社会学的“复

制”理论。“复制”理论认为，年节习俗不是为了释放平日聚集的“恶气”，而是以日常的社会制度、行为方式为样板，仪式化地强化

日常的制度和行为。中国人拜年时兴祭祖，讲究长幼有序，就可以用“复制”理论加以说明。 

     相反，“伏藏”理论则是一种基于本土现实的节日理论抽象，其理论依据是“天人合一”式的人生哲学。这种宇宙———人生哲

学认为，冬春之际的新年，正值辞旧迎新之际，因此人必须模仿自然的节气，像自然之道那样死而复生。于是人们就要像婴儿那样重返

母体之内，伏藏母腹之中，以待新年伊始，像婴儿一样再生。中国人的新年习俗正可以用“伏藏”理论加以解释：家就像是母体，而社

会则是母体之外的广大世界。一旦非正常的时刻将临，人们都要匆忙赶回家中。从民俗学理论的角度看，中国人“过年”吃团圆饭，吃

饺子扁食（原名“馄饨”），暂时割断与社会的人事关系，将人事关系紧缩为家庭或家族关系，都符合“包裹”、“伏藏”的传统年节

理论。 

     与民俗学的“伏藏”理论相关的是社会学的“亲情”理论。“亲情“理论认为，“伏藏”只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模式，其实质还是

人的情感问题。人们一年在外，受了多少委屈，遇到多少麻烦，需要向亲人倾诉，亲情无疑是支撑人们立足社会的最后一道支柱。回

家，以便从家人那里重获情感和生命的力量，无疑是一种有力的解释。但是，新年一过，危机时刻一过，人们就又像新出生的牛犊不怕

老虎那样，急急忙忙重返社会生活，恢复了家庭以外的人际交往。过去一到大年初二、初三，人们就开始串门，相互拜年，商家也开张

营业，迎接财神。此时的财神无疑代表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交往，因为中国人深深地懂得，财富的本质不过是人们交往关系的物化。进一

步说，在财富中物化的是人们之间的信任而不是欺诈。过去，商家习俗特别讲究要礼遇新年开张过后登门的第一位顾客，称之为“财神

进门”。除了商家，人们也讲究善待新年出门后在路上碰到第一位行人。尽管是陌生人，双方都会以财神相互视之。这种视陌生人为财

神的做法体现了中国人希望建立良好的、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的美好愿望。 

     如今的许多年节习俗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根据传统习俗提炼的民俗学理论有时已难以解释、说明人们的全部年节行为。比

如，尽管每到年终，多数中国人还是走在回家的路上，但的确有不少人仍然坚持工作或者已经外出旅行，年节的神秘感和危机感已不大

影响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方式的选择。社会的发展正在不断创造新的、多元化的生活模式，使用单一的传统理论模型已不再可能有效地说

明和解释新的生活现象。（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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