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節」是每年的農曆正月初一，一般俗稱為「新年」或「過年」，

是中國民間最隆重、最熱鬧的一個古老傳統節日。在古代，「春

節」又稱為「元辰」、「元正」、「正旦」或「元旦」等，意思
是一年的第一個早晨。  

「年」的最初概念，是與古代的天文節律與農作物生長的周期性
相關聯的。古代的人類最關心、最感到高興的事，莫過於五穀豐

收，糧食富足。春種、夏耘、秋收、冬藏的循環往復，當莊稼獲

得了好收成時，人們不免要慶祝一番，久而久之就成為年中最重
要的節日。在中國的古文字中，「年」字有果實豐收和穀穗成熟

的象徵意思。據文獻記載，早在堯舜時代，人們就有在新年慶祝

豐收、喜迎歲首的民間習俗，後來逐漸成為一個既定的傳統節日。 

 

相傳在遠古時代，有一隻叫「年」的獨角獸，它生性兇猛、體大
如牛，長有血盆大口，經常在歲末濃冬的日子四出找人畜來吃。

人們都很怕這隻怪獸，所以只好帶著家人到別的地方躲起來，等

到「年」走了之後才敢回家。  

經過長時間的觀察，人們發現這頭年獸原來害怕三樣東西，一是
紅色，二是巨響，三是火光，於是人們便想出一個辦法。到了歲

末的時候，家家戶戶都在門上掛起紅色的桃木板，敲打器具發出

很大的巨響，並且在門口燃燒竹枝。在夜裡，當年獸正要覓食的
時候，赫然發現家家戶戶的門前都有紅色和火光，又聽見吵雜的

聲響，便嚇得頭也不回的逃到深山裡，再也不敢出來吃人了。  

為防止「年」再來作怪，大家就這樣通宵守夜，第二天一早，逃

過一劫的人們便高興的互道恭喜，並大肆慶祝。現在過年時在門

上貼紅色春聯、燃放爆竹、於年初一到親友家中「拜年」，以及
守歲等習俗，據說就是由這個傳說而來。   



 

春節的傳統習俗，從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開始，直至正
月十五的「元宵節」過後，才算結束。  

 

掃塵即是年終的大掃除。據民間說法，因「塵」與「陳」諧音，

春節前掃塵有「除陳布新」的涵義，其用意是要把往年的霉氣及
不如意通通掃出門，這一習俗寄托了人們破舊立新的祈求。因

此，每逢春節來臨，家家戶戶都會打掃環境，並清洗各種器具及

拆洗被褥窗簾。  

港澳地區流行「年廿八洗邋遢，若然不洗豈會發」的說法，選擇

年廿八去「洗邋遢」，是取其諧音「易發」。年廿八除了大掃除
外，自身也要潔淨，包括洗頭、洗澡及理髮等，據聞在過年前做

好自身與家居的清潔，便可消災去病，大吉大利。  

 

辦年貨是指春節前購買過年時所需的民生用品，包括吃的、喝的、
穿的、用的一應俱全。由於農業社會大多在大年初五以後才開張

營業，所以人們要儲存較多的食物，過年時才不會食物匱乏。據
中國傳統，踏入臘月即農曆十二月，已適宜辦年貨，除了買臘味、

糖果及年糕外，各類生果亦少不了，其中蘋果大吉代表平安大吉，

所以買多一些也無妨。  

 

 

 

 



除夕晚上，中國人會全家團圓一起吃年夜飯，又稱圍爐，源於古

人皆圍著爐子吃飯。圍爐時不分長幼皆一起吃，在家的成員一定

要等到全家到齊了才可動手，也要為未能回家吃團圓飯的家人擺
碗筷，以表示全家團圓。  

在年夜飯中，魚是不可或缺的食物，因為魚象徵著「年年有餘」，
而菜頭則有「彩頭」 (即好運 )的意思，丸類就代表「團圓」。在

中國的北方，大年初一的餃子會在年三十晚上包出來。北方人習

慣過年吃餃子，是取新舊交替「更歲交子」的意思。又因為餃子
形狀像銀元寶，吃了餃子代表招財進寶之意。有的在包餃子時，

還把硬幣、糖、花生仁及棗子等和肉餡包在一起，並說誰先吃到

硬幣，就能在新的一年發財。吃到糖的人表示來年日子更甜美，
而吃到花生仁的則象徵健康長壽。  

 

每逢春節，家家戶戶無不貼上鮮紅的春聯慶賀。春聯又名「對聯」、
「門對」、「對子」等，是春節時貼在門上的吉祥語，由上聯、

下聯和橫披組成。人們愛在春聯寫上吉慶的字眼，如抒發來年興

旺及消災解困的願望，例如：「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
門」。有些人家乾脆把「福」、「壽」、「祿」三字貼在大門上，

「福」字還必須倒貼，象徵「福到了」的意思，同樣吉利的習俗

還包括掛大紅燈籠及財神像等。   

年畫是中國特有的繪畫藝術，它和春聯一樣是由「桃符」演變而

來，是伴隨春慶祈年和驅瘟辟邪的活動而產生的。按照古老的風
俗，每逢新春佳節，家家戶戶均會在屋內牆壁貼上年畫，給人春

意融融、喜氣洋洋的感覺。在內容上，年畫由門神拓展為納福迎

祥、歡度喜慶，後來亦延伸至故事戲曲、民俗風情等，表現了民
眾的情感與理想。  

 

 



鞭炮又叫「爆竹」、「爆仗」、「炮仗」。燃

放鞭炮慶賀春節，在中國至少有二千多年的歷
史。鞭炮起源於古代的「庭燎」。所謂「庭燎」

就是用竹子做成的火把，由於竹節裡的空氣膨

脹，竹腔爆裂，就會發出「劈劈啪啪」的響聲，
古人稱之為「爆竹」。古人最初燃放爆竹有兩個原因：一是為了

驅逐「年獸」，另一說法是為了驅逐邪魔鬼怪。到後來，由於爆

竹發出的響聲為年節帶來熱鬧的氣氛，驅邪的目的反而漸漸不明

顯了。不過，放爆竹是一項危險的活動，容易引起火警，所以香

港政府已立例禁止。  

 

拜年是中國民間的傳統習俗，是人們辭舊迎新、相互表達美好祝
願的一種方式。古時「拜年」一詞原有的含義是為長者拜賀新年，

包括向長者叩頭施禮、祝賀新年如意、問候生活安好等內容。遇

有同輩親友，也要施禮道賀。  

拜年是從家裡開始的。年初一早晨，晚輩起床後必須先向長輩拜

年，祝福長輩健康長壽，萬事如意。長輩在接受年禮後，要將事
先準備好的紅封包分給晚輩。從家裡出去，人們相遇時也要笑容

滿面地恭賀新禧，說些「恭喜發財」、「萬事如意」、「新年快

樂」等吉祥話，而左右鄰居或親朋好友亦要相互登門拜年，互相
祝福。家中有賀客臨門，主人也會端出各種甜食招待賓客，甜食

通常為花生、糖冬瓜、瓜子、糖蓮子、紅棗等，客人在吃甜食時，

也要即興說些吉祥話，如「吃甜甜，大賺錢」等。  

 

龍是中國特有的產物，象徵權力、尊貴和祥瑞。據說舞龍起源於
漢代，最初是作為祭祀祖先、祈求甘雨的一種儀式，後來逐漸成

為一種文娛活動。到了唐宋時代，舞龍已經成為逢年過節常見的

表演活動。關於舞龍的來歷，民間有這樣一個傳說－龍王有天腰
痛難忍，只好變成老頭來到人間求醫。大夫摸脈後甚覺奇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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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不是人吧！」龍王看瞞不過去，只好說出實情。於是大

夫讓他變回原形，並從腰間的鱗甲中捉出一條蜈蚣，龍王最後果
然康復了。為答謝治療之恩，龍王向大夫說：「只要照我的樣子

紮龍舞耍，就能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這件事傳出後，人們便

以為龍能興雲佈雨，每逢乾旱便舞龍祈雨，並有春舞青龍、夏舞
赤龍、秋舞白龍、冬舞黑龍的規矩。  

舞獅據說起源於南北朝，是一種流行很廣的民
間體育活動，又是一種春節的慶典活動。在中

國，舞獅的形式多種多樣，大致可分為北方舞

獅和南方舞獅兩種。北方舞獅的外形與真獅很
相像，全身獅披覆蓋，並有雄、雌之分，而且

還分為文獅、武獅、成獅及崽獅。兩位舞獅者

只露隻腿，不見其人。南方舞獅主要在廣東流行。這種舞獅由一
人舞獅頭，一人舞獅尾，可見其全身。有些表演著重刻劃獅子活

潑的神態，有些則表現獅子勇猛威武的性格。  

  

http://www.smallcampus.net/building-study/people/festival/cny2004/20040129/


 

為求新的一年能夠大吉大利，正月初一需要遵守許多禁忌，例如
不可掃地、倒垃圾，怕把家中的「財氣」外流出去；不可拿菜刀

和剪刀等利器，避免在使用時不小心受傷；不可吵架及說壞話，

忌說「死」、「病」、「輸」、「窮」、「破」這些不吉利的字
眼；不可打破碗碟，若不小心打碎了，要趕緊說歲歲 (碎碎 )平安，

以化解凶災。此外，按照習俗，人們一般在正月初一祭拜神明，

只吃素菜，所以也連帶不殺生。  

 

  



 

 

年糕是春節中不可少的應節食品，過年吃年糕
已是流傳很久的風俗習慣。因為「糕」與「高」

同音，所以年糕含有「步步高陞」的意思。一

般廣東人所吃的年糕多以糯米粉及白糖製成，甜鹹兼具。  

 

傳統中國家庭會在吃年夜飯的時候，以湯圓作飯後甜品，因為它

有一家團聚、歡慶滿堂的寓意。其種類繁多，有的餡料以豆沙、
麻蓉、芝麻、花生或肉餡組成。  

 

 

煎堆、油角、笑口棗、蛋散為常見的賀年油炸

食品。俗語有云：「煎堆碌碌、金銀滿屋」，

意謂來年財富豐厚，而形狀酷似金元寶的油角
就有「財寶天賜」的寓意。  

 

 

瓜子主要分為白瓜子、紅瓜子及黑瓜子三種。

過年吃瓜子代表今年多賺金錢外，還有多子多

孫的寓意。其他甜食方面，常見的有紅棗、糖
蓮子、糖冬瓜、糖蓮藕等等。糖蓮子有年生貴

子之意，最適合呈給一些新婚或還未有小孩的

夫婦；而糖蓮藕就有年年都有之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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