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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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这首诗，代表了很多人儿
时过春节的记忆，曾经的爆竹声声，曾经
的锣鼓喧天，曾经的热闹社火……而现
实中，“年”好像是离我们却是越来越远
了。但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传统文化的
复苏运动，很多春节的传统祭祀仪式被
坚定地传承了下来，在并不显眼的角落，
依然在默默守护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年味大搜集，玩转全国看社火
——全国特色春节民俗活动大盘点

北京怀柔敛巧饭

怀柔杨树下村独特的“敛巧

饭”习俗至今已经传承 180 余

年，这一习俗来源于雀儿叼啄谷

种救活杨树底下村霍、靳两姓人

的传说。每到正月十六这天，由

成人妇女将饭菜做熟，供全村人

共食。期间，锅内放入针线、铜

钱等物。食到者，便争取祈到巧

艺及财运。另外，“巧”字，是当

地人对麻雀、山雀等鸟儿的昵

称。在人们吃敛巧饭之前，要扬

饭喂“巧”，即扬饭喂“雀儿”。饭

后，人们还要在冰上行走，曰走

百冰（病），即去掉百病。

观看地点：北京市怀柔区杨

树底下村

观看时间：农历正月十五、

十六、十七

画着狰狞的脸谱头顶花灯——别惊

讶，这种奇特的社火形式每年正月都会在

山西长治武乡境内上演。而这项活动的

名字正好取自表演地点，故称为“武乡顶

灯”，如今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名单中。

至于这项活动的起源，要追溯到五

胡乱华时期。其特点就是它独有的化妆

形式——表演者无论正对或背对观众

时，都会露出一幅或威武、或狰狞、或诙

谐的面孔。随着节奏的变化，顶灯表演

队形主要有“大穿堂”、“九曲星”、“蛇蜕

皮”等，如游龙戏珠，似蜿蜒蛇行，令人眼

花缭乱，表演步法以传统秧歌舞十字步

为主，讲究快跟快上、快进快退，被当地

人称为“不拉场”。

观看地点：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境内

观看时间：农历正月元宵节

山西长治武乡顶灯

正月十五看花灯，是很多地

方的老传统了，但是你知道河北

涿州的花灯节已经有两千年的

历史了吗？涿州花灯节始于汉，

兴于唐，盛于明清，因坐落在涿

州南北大街中间的“通会楼”而

得名，清末民初时列为涿州八景

之一，称作“通会灯市”，是具有

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活动。如

今的花灯节更是涿州市一年一

度的盛会，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之夜，涿州城内大街小巷，张灯

结彩，火树齐放，银花共开，千家

万户，燃烛通宵。

观看地点：河北省涿州市

观看时间：农历正月十五元

宵节

河北涿州花灯节

放赦是一种神秘、古老的宗教祈福仪

式，只在陕北佳县地区才会有。据传说，佳

县黄河一带很早以前瘟疫肆虐，洪水泛滥，

妖魔横行，百姓生活在火热水深之中。八仙

和道教仙宗张道陵知道后，便一起设坛做法

降妖除魔，最后制服了黑龙。后来人们为了

纪念他们，就根据大赦天下里消除一切罪责

免去一切灾难的寓意，在每年正月初九举办

“放赦”活动。

“放赦”的具体方式，是在村子周边的

一处悬崖上，拴下一根专门定做长达两三

百丈场的绳索，将年、月、日、时四个先行官

和道教传说中的八仙及一个骑着仙鹤的老

寿星顺着绳索凌空放下。

观看地点：谭家坪村，南河底村

观看时间：每年阴历正月初九

陕西榆林佳县放赦

甘南郎木寺晒佛节

每到正月十三，甘南郎木寺会有一场

盛大的晒佛节，也称亮佛节。寺院由大法

师率领僧众抬着巨幅彩绣大佛像，到寺院

附近山麓固定的晒佛台上展开，而后僧众

颂赞佛陀功德，念沐浴经，万众肃然。其

场面庄严宏大，气势非凡。传说晒大佛是

一件很神奇的事，不管那天刮风下雨，只

要佛一晒出来马上就会雨过天晴。更有

传说，当佛像展开到佛的额头时，第一缕

阳光定会照到佛的额头上。

观看地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碌曲县郎木寺

观看时间：每年农历正月十三

贵州苗族芦笙节

要说苗族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那

绝对是非“芦笙节”莫属。一般在芦笙节

开始之前都要举行仪式，先由某村德高

望重的老人主持祭祖，与此同时，各家各

户都在自家自行祭祖，随后各村各寨的

姑娘会穿着盛装，佩戴银花银饰，小伙子

和芦笙手们都各自带着芦笙，从四方八

面向芦笙场地涌来，各村的男子青年都

各自围成圆圈，吹笙跳舞，一直会持续四

五天，气氛十分壮观且热烈。

观看地点：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

观看时间：一般于每年农历正月十

六至二十一日举行。

广西壮族、布依族汲新水

除夕晚上，壮族、布依族人会做好节

日那天所吃的米饭，称为“压年饭”，寓意

辞去旧岁，祈盼来年农业丰收。有了压

年饭“的旧，自然就会有“汲新水”的新。

大年初一清早，天还没亮人们就起

床，穿上新衣服，燃放爆竹迎新，妇女们

都争着到河边或井旁“汲新水”，他们将

油得金黄发亮的新水桶按下水井，满满

地汲了两桶，提上井沿的水泥地上，以汲

到第一桶水为最好，将用这水煮从娘家

带来的尖山茶，泡一杯杯浓酽的“新娘

茶”敬奉公婆与客人。

观看地点：普遍流行于广西、贵州、

云南、广东等地，有壮族、布依族人分布

的地方，基本就会有这项习俗。

观看时间：大年初一早晨

每年春节，怒江一带的傈僳族男女

老幼都要聚集一起，洗一场圣洁的天体

浴，迎来吉祥。据说这项习俗已经流传

了一百多年了。洗浴的人们，十分讲究

文明礼貌，男女之间彼此尊重。通常是

长辈先洗，青年后洗。男的洗浴时，妇女

们相约去备饭菜；妇女洗浴时，小伙们又

背上背篓，钻进深山密林去拾柴打猎。

参加“春浴”的人们除了洗浴外，还通宵

达旦赛歌，年轻人则交友订终身。据说，

经过这样反复洗浴，就能消除疾病、增进

健康，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新的一年的

劳动生产中。

观看地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县

观看时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

云南傈僳族澡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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