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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术学术 视点视点

中国人在鞭炮声、歌诀声中，在忙碌
的赶年集中，在祭祀家神、祖先中，在贴
福字、门神中，在穿新衣、拜年走亲戚
中，在看花灯、玩龙灯的生活中送走旧
年、迎来新年。

“年”体现了中国人的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包含了浓郁的民族情
感，将中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
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浸润传统的年的生
活方式中不断适应新时代，从而实现家庭、
社区、社会和国家认同。中国人“借助仪
式，人们能够克服社会存在的差异，建构社
会秩序和共同的归属感。仪式使人们有可能
在共同的行动中邂逅、相知并相互融合。仪
式传递情感上的安全感和社会可靠性——在
经济、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时代，这一点非
常重要。”（《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春节
包含中国人丰富的精神意蕴和文化内涵，具
体来讲，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生活的新旧过渡转换仪式。
春节是中国人生产生活时间转换的关

键点，包含了送走过去一年的不吉不利，
祈愿新的一年大吉大利，并以全新状态进
入新的生活。“小年”的“扫尘”即是将家
里每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扫除家里的
所有污秽。

汉代腊岁前一日举办大傩的官方礼仪，
是继承周朝礼俗“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
疫”。晚清时期的天津庆云县，“除夕，爆竹
驱疫，门前燎火，花炮呼噪，群曰:大户无
忧，小户无忧，清平世界，百姓无愁”。这
是在进入新年前的驱邪逐疫习俗。宋代陈元
靓引钱易《南部新书》记载，唐朝岁除日驱
傩，“燃蜡炬燎，沉檀焚煌如昼”“今人除夜
满室点灯照岁,是其故事也”。在今天的大年
三十晚上家里每个房间要点灯，并且烧出旺
旺的火垅，人们认为这是“照虚耗”，驱除
灾难，送走各种不吉利、不健康的事物。

大年三十前的一两天，所有人都要沐
浴，在我的老家湖北麻城一般是大年三十晚
上，家里每个人均要沐浴，显然是洗去身体
上的污秽。在我国有些地区叫作“洗邋
遢”。《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代北京:“二
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湖北鹤
峰人在除日“浴身”,称为“洗隔年尘”,也
称“洗邋遢”。

大年三十之前，每个人均要理发，这是
“剃过年头”，这种习俗至今盛行。传统社会
对“剃过年头”非常重视，家里要专门为理
发师准备一些礼物，或者专门请他吃点过年
的食物，这种习俗在新年第一次理发中同样
实行，只不过新年第一次理发叫“剃开张
头”。上面这些均是人们“辞旧”的生活仪
式了。

正月初一，是新的一年开始。每家主
人在天将要亮的时候，燃放爆竹,开门迎
年。江苏震泽镇新年第一天，“元旦，主人
晨起，爆竹。洁衣冠拜天，俗谓之‘接
天’；次拜灶，谓之‘接灶’；次拜祠堂及
先人画像”。显然，这是主人首先为家里神
灵拜年。

在新的一年，所有人都会将年前置办的
新衣服穿在身上，这种以新衣服迎接新年到
来的仪式在汉代出现了。唐代刘禹锡《元日
感怀》描述“燎火委虚烬,儿童炫彩衣”的
情景就是唐代儿童穿新衣迎接新年的生活。
宋代，“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
相酬尔”。今天，尽管人们的生活质量已经
有很大提高，买新衣、穿新衣已经不是稀罕
的事情，但是，家里的主人还是会为家人置
办新年的衣服，“无贫富老幼皆更新衣”。人
们穿上新衣、戴上新帽,象征着进入新的生
命旅程。这种身体的新打扮与门户的新装饰
都体现了中国人重视新年的更新意识，重视
生活的转化。因此，春节期间，人们通过多
种生活习俗和实践行动，以此达成渴望丢弃
旧有的不吉利、不健康的生活，转换到新的
生活和生命旅程之中。

二是迈过冬天、跨入春天的仪式。
以春节指称传统新年已有100多年的历

史，但是，春节就是农历新年的生活习俗，
因此，农历新年的文化意涵也就是春节的文
化意涵。王安石《元日》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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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中国人家喻户晓的
诗歌记录了人们在鞭炮声中辞旧迎新、春风
送暖的景致，传递了春风吹拂作为新年到来
的象征的情愫。吴自牧《梦粱录》中提到的

“迎春牌儿”则是以具体物象寄寓迎接新年
春天的来临。过年贴的对联称“春联”，说
明“年”“春节”与“春天”的内在联系。
潘荣陛在 《帝京岁时纪胜》 记载：“除夕
……祀祖祀神接灶，早贴春联，挂钱悬门神
屏对。”富察敦崇的《燕京时岁记》说：“春
联者，即桃符也。”新年联欢会称作“春节
联欢会”，新年期间运输称作“春节期间运
输”，等等。因此，无论从古人的过年生活
习俗、春节的生活惯制，还是今人对春节、
过年的实践，都告诉我们，春节是迎接春天
的仪式。

三是维系家族关系、和润家族情感的
仪式。

“年”是民众的时间，也是民众的实
践，在特定时间内进行的实践包含民众的情
感，也饱含深邃的文化。从腊月初八开始，
民众开始进行一系列忙年准备。随着时间推
移，不断加强了辞别旧年的活动，特别是大
年三十团年饭，更是家人隆重的聚餐、聚
会、聚情、聚力的实践，“年饭”的座位一
定是长幼有序。“年饭”后或者“守岁”时
长辈给晚辈压岁钱，表达了家族长辈对晚辈

“辞旧迎新”的祝福仪式，充分展示了中华

民族的伦理道德和生活秩序；“除夕”时日家
人在一起话过去、谈未来，开展各种娱乐性活
动；团聚守岁更是和谐中的快乐、亲情中的幸
福，这些春节习俗将家庭、家族关系得到有效
维护、情感得到巩固、内聚意识得到延续。

四是强化社会团结，维护生活秩序。
“年”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生活仪

式，但是家庭、家族离不开生活中的乡亲邻里
关系，离不开亲朋好友的帮助。这是家人、家
庭、家族幸福的源泉。这些人际、社群关系在

“年”的生活习俗中表现得十分丰富，也相当
充分。

“拜年”是从新年的第一天开始。拜年遵
循着从家里人到村里人，从亲戚家到朋友家的
秩序。以我老家湖北麻城拜年为例：初一清早
要跟爷爷奶奶、父母等长辈拜年，接着在家长
带领下跟村里其他人家拜年，这一天也跟临近
朋友拜年；第二天清早家人在父亲带领下，前
往外婆家拜年，如果有时间还要去姑姑家等亲
戚家里；初三到丈母娘家拜年；初四到朋友家
拜年。这个拜年秩序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
社会关系的强化和建构。忙年、过年和拜年的
安排，体现出中国人生活的秩序感，在有序的
生活安排中逐步实现文化认同，年复一年，不
断强化和扩大。

现代社会，许多社区、单位利用公共场所
开展春节团拜的共享仪式，从而增强了民众公
共文化空间的意识，极大地培植了社区共享的
精神传统，也体现了家国一体，比如许多春联
上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是一种高度
的文化自觉、自信，也是家国精神的体现。

五是祈愿生活富足、丰产丰收的仪式。
春节的“辞旧迎新”是在祈愿和祝愿，渴

望与期盼中进行的。对于民众来讲，生活富
足、丰产丰收成为春节的主题并渗透在许多生
活习俗之中。

正月初一迎财神是与其他新年神灵一道迎
接，春节凌晨开启门户，称为“开财门”。湖
北许多地方在大年三十与正月初一交接时间要

“出天方”，就是接财神，并且在初一开门要大
声喊道：“开门大发财，元宝滚进来。”南方地
区迎财神是正月初五，南京初五为财神日，清
晨人们摆供设祭、焚香接神。在苏州，无论贫
富贵贱，初五都要祭祀路头神，说初五是财神
五路的诞日。

大年三十晚上，许多地方均有到牛栏观察
牛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牛头朝向意涵了新的一
年是丰产还是歉收。

正月十五祭紫姑是中国古老的祭祀礼俗，
《荆楚岁时记》记载：“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
蚕桑，并占众事。”紫姑是蚕桑神，也能够知
晓女性的“众事”。当然，随着科学昌明，祭
祀紫姑的习俗已不复存在。但是，春节作为民
众祈祷、渴望生活富足、生产丰收的愿望的信
仰和文化没有改变。

当然，我们认为“春节”“年”是中华民
族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在仪式中包含了庄严和
活泼，生活与信仰，实践与情感，文化与精
神。当下春节的放假应该是“过年”的“年
假”，因此，春节的假日应该保留“年”的生
活形态和文化内涵，它不是一般的假日了，而
是仪式性的传统“年”的生活。

春节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生
活实践，春节习俗是中国人传统生活智慧的呈
现。春节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创造文化的
生活。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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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刘向：“学无迟暮”

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
文学家。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
为中国目录学之祖。辑录《楚辞》十
六卷，收录其所作《九叹》，另有《洪范
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传
世。刘向在《说苑》中，收录了晋平公
与师旷的一段对话，谈及读书无迟
暮。《说苑》记载：晋平公问于师旷（春
秋时盲人乐师）曰：“吾年七十，欲学，
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秉烛乎？”
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
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君乎？臣闻之：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
明。’秉烛之明，孰与昧（暗）行乎？”从
刘向的记述来看，人生读书学习，70
岁开始也不晚，少年、壮年、老年时
期，读书学习，各有风景，各有千秋，
不分早晚，何谈迟暮？

董遇：“读书当以三余”

董遇，三国时期魏国的著名学
者，精通《老子》《左传》。他在如何运
用时间读书学习方面，颇有见解。据
《三国志·魏志·董遇传》记载：人有
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
遍。”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从学
者云：“苦渴无日（苦于没有时间）。”
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
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
雨者时之余也。”董遇的读书观，值得
我们思考：一是“读书百遍，其义自
见”。倡导书要熟读、反复读，读书上
百遍，书中之义自然领会。二是“当以
三余”。不少人曾提出，想读书，没时
间。董遇提出，读书要抢时间，运筹好
时间，岁之余、日之余、时之余，总能
抢到读书的时间。生活中还有一个常
见的现象，即越是忙的人，越是喜欢
读书，越是读书多。董遇的读书观，
给后人启示良多。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

陶渊明，东晋诗人、辞赋家、散
文家。他归隐田园，以书为乐，关于
读书，有不少独到见解流传至今。一
是倡导以读书为乐。他在《读山海经
十三首》中写道：“既耕亦已种，时还
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
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
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
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
乐复何如？”耕种之余，读书为乐，这
是一种读书的追求，也是一种读书
的境界。读书让人认识社会，增长知
识，也可以开阔胸襟，陶冶情操，岂
能不乐？二是倡导一起读书。他在
《移居二首》中写道：“敝庐何必广，
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
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此处

“奇文”一词，或指自己与朋友所作
文章，或指前人文章。陶渊明提出

“奇文共欣赏”，一个“共”字，表达出
要与心地淡泊之人，一起欣赏。一起
欣赏，一起读书，这既是一种读书的
乐趣，也是一个提高读书质量和效
率的途径。三是倡导“好读书，不求

甚解”。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
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此处

“好读书，不求甚解”何意？意谓虽然
好读书，但不作繁琐之训诂，所喜乃
在会通书中旨略。“好读书，不求甚
解”，不是贬义，是不作繁琐之训诂，
或谓不钻牛角尖？精读与泛读，要有
所区分，有所侧重才好。

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唐代诗人杜甫，在诗歌艺术方
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
和发展，被后人尊为“诗圣”，对历代
诗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除此之外，
他在阅读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不少名
言，影响深远。现分享其中流传甚广
的两则佳句。其一：“读书破万卷，下
笔如有神。”语出杜甫《奉赠韦左丞
丈二十二韵》：“纨绔不饿死，懦冠多
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
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此处，杜甫提出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意在提
倡博览群书，书读多了，写起文章，
方可下笔敏捷，得心应手，有如神助
一般。其二：“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
须读五车书。”语出杜甫的《柏学士
茅屋》：“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
深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
万卷余。晴云满户团倾盖，秋水浮阶
溜决渠。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
五车书。”此处，杜甫明确提出，男儿
首先要苦读书，其次要多读书。古人
将冬天分为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共
三个月，故称“三冬”。用足“三冬”，
即是用足全部时间来读书。

韩愈：“读书四患”

韩愈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河
南孟县人。他与柳宗元等人倡导古
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
展道路。在读书方面，韩愈有诸多见
解，值得借鉴。韩愈在他的《赠别元
十八协律六首》中，提出了“读书四
患”。他写道：“读书患不多，思义患
不明。患足己不学，既学患不行。”韩
愈认为，读书学习，担心的是学得不
够多；领会要义，只怕悟得不够透；
以为自己学得差不多了，从而骄傲
自满，停止学习；已经学了的东西最
怕不能掌握，不付之于实践，不付之
于行动。我们在读书学习中，也要克
服古人早已看到的“四患”，做到多

读多思，终身为学，知行合
一。

司马光：
“读书在得道利民”

司马光，北宋政治家、
史学家，著有《资治通鉴》
《司马正公文集》等。他在
阅读方面，强调读书首先
在于明道，反对追求利禄。
同时，他还提出了许多读
书的方法。现与书友们分
享其中三点论述。一是主
张“读书在得道利民”。司
马光在《与薛子立秀才书》
中谈道：“士之读书岂专为
利禄而已哉？求得位而行
其道以利斯民也。国家所
以求士者，岂徒用印绶粟
帛富宠其人哉？亦欲得其
道以利民也。”司马光认
为，读书要超越自我、超越
利禄，不仅要明大道、求大
道，还要有为民情怀，为民

而读。二是主张“读书在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司马光在《进〈孝经〉指
解札子》中写道：“所谓学者，非诵章
句、习笔札、作文辞也，在于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也。”
在此，司马光强调读书要注重提高
修为、涵养情操，还要利于社会、利
于国家、利于天下。三是主张“书不
可不成诵”。《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
了司马光的一段话：“书不可不成
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
文，思其义，所得多矣。”诵者，朗诵
或背诵或吟诵。司马光提倡，书要反
复诵读，反复琢磨，或在马背上，或
在未寝时，多思则多得。

欧阳修：“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

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古
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一，
有《欧阳文忠公文集》传世。在阅读方
面，欧阳修平生惟好读书，主张好读、
勤读、多读、巧读。欧阳修在《归田录》
一文中说：“在西洛（即西京洛阳）时，
尝语寮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
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
未尝顷刻释卷也。”此处，“小说”一
词，指经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以及杂
记、笔记等。“小辞”，指词曲小令。欧
阳修主张读书要做到好读、勤读、多
读、巧读。从欧阳修的言谈之中，我们
似乎看到了他勤奋读书的忙碌身影，
或坐或卧，抑或上厕之时，充分利用
分分秒秒看书。不仅如此，他在《归田
录》的同一篇文章中，还谈及做文章
要做到“三上”。“余平生所作文章，多
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
此尤可以属思尔。”所谓“三上”，即利
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思考文章的构
思布局、遣词造句，打好腹稿。写文章
如此，读书亦如此，要如饥似渴，抓住
一切时间，多读多思。

张载：读中求疑

张载，北宋哲学家，原籍大梁
（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今陕西
西安），长期在陕西郿县横渠镇讲
学，被时人称为横渠先生。其弟子
多为关中人，学派被称为“关
学”。有《正蒙》《横渠易说》《文
集》《张子语录》传世。他在如何
读书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现就其中读书求疑的论述，与书友
们分享。张载倡导读中求疑，倡导

“于不疑处有疑”。张载在《经学理

窟》一文中谈道：“所以观书者，释
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
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
进矣。”张载提出读书要做到读中求
疑，很有意义。我理解，读中求疑有
两层含义：一是读书过程中，“释己
之疑”，解决不懂的问题。一遍读不
懂，不懂即是疑。再读几次，或许读
懂了，释己之疑。二是读书过程中，
提出自己的质疑、怀疑。对所读文
章、所读书籍的观点、论据、史实等
等，“于不疑处有疑”,或发现书中的
错讹，或提出自己的质疑，或产生自
己新的见解。如此求疑，读书记得更
牢固，读书更有收获，读书更有进
步。读书求疑，岂不妙哉？

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

陆游，宋代诗人，字务观，号放翁，
今浙江绍兴人。自幼好学不倦，自称

“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
有《陆放翁全集》传世。在论及读书方
面，陆游有几则名言流传至今，给我们
以启示，现与大家分享。其一，“纸上得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在
《剑南诗稿·冬夜读书示子聿》中谈道：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这
里，陆游一方面道出了古人读书、做学
问从来不易，须勤奋刻苦，不遗余力，少
年努力，老有所成；另一方面更强调了
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终归是不够的，与
实际相比还是肤浅的。如果要真正理解
和掌握书本中的知识，把书本知识变为
实际本领，还是要靠躬身践行。其二，

“读书本意在元元。”陆游在《剑南诗稿·
读书》中提出：“归老宁无五亩田，读书
本意在元元。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
头二万言。”这里，“元元”是指庶民、百
姓。陆游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富贵而读，
是为了百姓而读，表达了陆游高尚的读
书情怀，值得我们学习。

朱熹：读书贵专不贵博

朱熹，南宋哲学家，字元晦，今江
西婺源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40年，
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
自然科学，都有涉及，著作颇丰，有《四
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
书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
类》等。其子朱在编辑有《朱文公文集》
传世。朱熹读书广泛，治学严谨，在读
书方面多有论述。他主张熟读精思，读
书贵专不贵博。他在《朱文公文集·答
沈叔晦》中提出：“与其泛观而博取，不
若熟读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
始为不枉为功力耳。”朱熹认为，读书
的目的是要有所获，即有所得。与其泛
泛浏览，过目就忘，一无所获，不如多
读几遍，边读边思，读熟了，认真思考
了，就有收获。得一寸是一寸，得一尺
是一尺，也不枉读一回。所以，朱熹在
《朱文公文集·答朱朋孙》更加明确提
出：“夫学非读书之谓，然不读书又无
以知为学之方，故读之者贵专而不贵
博。盖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
则反苦于杂乱浅略而无所得也。”朱熹
强调，读书要注重专一，而不是注重广
博。唯有专一，读书才有效用。我体会，
朱熹讲的“专一”，不是说不要多读书，
而是要读懂、读好每本书，反对那种为

“博”而博而又一无所获的读书行为。
朱熹的观点很有意义。每个人的精力
是有限的，时间也是非常宝贵的。为了
不枉费精力，浪费时间，要注重读好每
一本书，做到开卷不仅有益，还要开卷
有得。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
协会会长）

古人谈读书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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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委员读书漫谈群新开
“古人谈读书”专栏，吴尚之委员
将其发言整理出十则读书笔记，本
期学术家园编辑刊发，以文会友、
以书聚力、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