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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习俗的魅力
——从贴“宜春”说起

讲 坛

□主讲人：田兆元

田兆元，民俗学家，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著有

《神话与中国社会》《中华创世神

话六讲》《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

究》《上海匠心》 等 10 余部，发

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研究方

向：神话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中

华文化传统传承研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等。

▶▶▶相关链接——

■

古老的习俗——贴“宜春”

■

弘扬传统习俗的意义

2 月 19 日是雨水。雨水，是

二十四节气中继立春后的第二个

节气。进入雨水，中国大地气温

回升、日光渐暖，到处洋溢着春

天的气息。“欲剪宜春字，春寒

入剪刀”，一年之计在于春。在

中国传统习俗中，春日剪贴宜春

是人们对新春的美好祝福和期

盼。本期讲坛邀请民俗学家田兆

元教授从中国传统习俗贴“宜

春”讲起，讲述中国传统习俗的

魅力。

立春，中国太阳历二十四节气
之岁首，意味着新的一年开始了！

贴宜春，是一个古老的习俗。
所谓“宜春”，是指旧时剪彩为
燕，贴“宜春”二字，以示迎春，
取“适应春天”之意，也是春天安
好之意。剪彩为燕贴宜春是立春习
俗的核心意象之一，体现出人们对
于一年生活的美好期盼与祝愿，是
迎春祝福最吉祥的语段。

立春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节
日。从帝王到百姓，无不卷入这场
春天的神圣与狂欢仪式。儒家经典
《礼记》记载：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
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
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 （斋）。
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
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
公卿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

庆施惠，下及兆民。
立春节日仪式非常隆重，也给

人很多惊喜。天子率领百官到东郊
去迎春，回来先是赏赐官员，命
三 公 行 德 政 ， 给 老 百 姓 带 来 实
惠。天子三公九卿还要举行亲耕
仪式。民间有鞭春牛、祭祀春神
句芒、吃春卷等系列节庆活动，
可谓欢天喜地。

古人为什么这样重视立春呢？
这是因为，立春在过去是重要的新
年的开始，是传统的阳历年的新
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历法是阴
阳合历，而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实
际上是阴历的年节。阴历纪年以月
亮的朔望为基础，一个朔望月不足
30天，12个月只有354到 355天之
间，这与一个回归年 365天多的太
阳运行规律不一致，阴历与阳历每
年十多天的差距通过置闰月来解

决，即所谓三年一闰，五年二闰，
十九年七闰的方法来解决。有趣的
是：十九年通过七次闰月的设置，
中国的阴历与阳历回到同一时间，
这是古人对于日月运行规律的重要
发现。尽管如此，阴历对于四季的
表达就不够准确。比如有的年份有
两个立春，所谓“双春年”，今年癸
卯兔年就是双春年。而有的年份一
个立春都没有，所谓“无春年”，前
年辛丑牛年就是无春年。相比起
来，四季分明的阳历纪年在一定程
度上具有优势。而与中国阴历并行
的二十四节气——阳历的立春，则
是更为准确的新春标志性时间，一
年之始。这样，中国历史上就有阴
历年新年与阳历年新年两套新年系
统，这种不同的新年表达体现出中
国纪时文化的丰富性。

也许有人会说，不同的新年表达

是不是有些混乱呢？这种想法是对新
年文化的误解，新年并不是只有一
个，新年文化是多元的，也是统一
的。多样性的新年文化体现的是人类
对于新的年景与新的气象的一种追
求，也是人类骨子里求新创造基因的
表现。

历史上新年的表述不一，如夏代
是正月岁首，那么新年在正月初一；
商代是十二月为岁首，新年在十二月
初一；周代新年在十一月初一；秦代
新年在十月初一；汉初还是十月初一
新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为正月初
一为新年，并将二十四节气阳历与阴
历合并在一起，把古代立春迎春礼仪
传承下来。所以，中国古代本来就有
一年过两个新年的传统。在今天，我
们过西历阳历的元旦新年，又过传统
的阴历正月新年。其他还有各民族的
新年，如羌年，新年时间是十月初

一。农历新年是共同的节日，二十四
节气立春新年也是共同的节日。中国
新年文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

中国二十四节气是以气象物候
变化为本，以农业生产为本的纪时
系统，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
而，曾经的中国阳历立春新年习俗
因为种种原因淡化了。2022年中国
城市化水平达到65%以上，以信息
化工业化为新时代生产主题的城
市，对于农业文化传统的二十四节
气的敏感度不高。中国二十四节气
太阳纪时体系博大精深，蕴藏深厚
的科技与人文智慧，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载体。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的
立春，积极挖掘弘扬其传统已经刻
不容缓。

立春文化在城市社会作为主体
社会的今天，全面传承传统已经不
现实。比如以农耕为基础的“鞭春
牛”仪式，在浙江九华等地有很好的
恢复，很难在城市复制。但是，作为
传统的立春习俗的标志性符号，立
春贴宜春，犹如新年贴春联，是完全
可以实现的。

宜春习俗历史悠久，遍布全国
各地。剪彩贴宜春字以饰春的习俗
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南朝齐梁
时期的宗檩在《荆楚岁时记》记载：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
帖宜春二字。

剪彩为燕，这是早期剪纸实践
的记录。即将彩绢剪成燕子形状，挂
在钗头上，就是合欢罗胜，“胜”是女
性头上的装饰。这也是春幡的一种，
女性钗头上挂着彩绢剪成的燕子
（合欢罗胜），在春风中一飘一飘的，
是春天的灿烂景象。北宋诗人郑毅
夫《新春词》云：“汉殿斗簪双彩燕，

并和春色上钗头。”描述的就是彩燕春
幡的一派春景。对于这样的情景的主
题描述，就是宜春二字的新年祝福：新
年大吉！

宜春二字，西晋傅咸的《燕赋》有
言，赋曰：

四时代至，敬逆其始。彼应运于东
方，乃设燕以迎至。翚轻翼之岐岐，若
将飞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仪刑之
有似。御青书以赞时，著宜春之嘉祉。

傅咸为西晋人，文学家，《燕赋》大
约写于1800年之前。那么，戴合欢罗
胜，立春贴宜春，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
历史了，历代诗人歌咏不已。宜春是与
燕子并行的立春的新年符号。

在唐朝，立春之日，人们常常悬挂
春幡、戴春胜、贴宜春字、进春书，以庆
贺春日的来临。宋之问《奉和立春日侍
宴内出剪彩花应制》：“蝶绕香丝住，蜂
怜艳粉回。今年春色早，应为剪刀催。”

崔湜《立春内出彩花应制》：“庭际花飞
锦绣合，枝间鸟啭管弦同。即此欢娱齐
镐宴，唯应率舞乐薰风。”韦庄《立春》：

“雪圃乍开红菜甲，彩幡新翦绿杨丝。
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帖绣楣。”
崔道融《春闺》：“欲剪宜春字，春寒入
剪刀。辽阳在何处，莫望寄征袍。”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北朝妇
人……立春进春书，以青缯为帜，刻龙
像衔之，或为虾蟆。”看起来，宗檩在几
百年前记载的南方立春风俗，在唐代
也已经成为北方的时尚。

到了宋代，有晏殊《辛春日词·东
宫阁（其一）》：“青幡乍帖宜春字，翠旆
初迎入律风。”王沂公《皇帝阁立春帖
子》：“北陆凝阴尽，千门淑气新。年
年金殿里，宝字贴宜春。”王安石
《次韵冲卿除日立春》：“犹残一日
腊，并见两年春。物以终为始，人从
故得新。迎阳朝翦彩，守岁夜倾银。
恩赐随嘉节，无功只自尘。”苏轼
《减字木兰花·立春》：“春幡春胜。
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
花似雪花。”毛滂《早春》：“佳期傅
鬓耐时节，彩幡初帖宜春字。”范成
大 《立春日郊行》：“春来不饮兼无
句，奈此金幡彩胜何。”朱淑真《立
春古律》：“生菜乍挑宜卷饼，罗幡旋
剪称联钗。”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
可以看出，宋代的立春彩燕春幡风俗，
贴宜春习俗，从宫廷到民间，已然是全
社会的共同习俗。

明清时期，各地方志、文人文集更
是记录了民众对春的赞美，宜春习俗
流露在文人笔尖。《北京岁华记》有：

先除夕一日曰小除，人家置酒宴，
往来交谒曰别岁。焚香于户外曰天香。
凡三日止，帖宜春字，小儿女写好字。

各地民间风俗长盛不衰。立春贴
宜春的习俗成为整个春节的核心习
俗。万历时期《滁阳志》有“除夕：更桃
符，贴宜春字”的记载；乾隆时期《河间
府志》有“立春：观土牛、帖宜春字、茹
春饼、饤春盘”的记载；乾隆时期《祁县
志》也有“立春日，观土牛，帖宜春字，
茹春饼”的记载；光绪时期《寿阳县志》
也有“正月元旦：贴宜春字”的记载。
可见立春的风俗也渐渐成为春节的
风俗。

清代诗人祝德麟在《桃符》一诗中
也描绘了春日贴桃符的习俗：

楹贴宜春字，门悬辟恶图。
已知新岁鬼，不怕旧桃符。

清代钱大昕《竹枝词》写上海立春
风俗：“蜜饵糍团和粉 ，九斤烂煮大
场鸡。宵来送岁还迎岁，齐换宜春贴子
题。”一个“齐”字，说明了当时立春贴
宜春风气之普遍，而到岁末才换，说明
往年立春贴的宜春，持续了一年。

晚清时期在上海刊印的《点石斋
画报》刊登了以《别岁》为题的画作，画
中描绘了贴宜春字、写楹联、互相拜谒
的场景。

《陕西米脂县志》记载：“除日：贴
宜春字，以花炮代爆竹辟邪祟。”1918
年在上海刊印的《少年》杂志，描绘了
立春日写“宜春”二字贴门楣、妇女剪
彩为燕戴之的画面，这是我们见到的
过去的最后一副宜春画面。民国初年，
立春时节依然是庆祝的重要节日，但
1920年后鲜有宜春习俗的记载。

何以传承两千年的立春剪燕戴
春幡、贴宜春的风俗近百年来突然
消失了呢？

这与近代以来国力衰退、文化
缺乏自信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一现
象与上个世纪前期普遍存在的反传
统思潮也存在着广泛的联系。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
放取得巨大成就，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弘扬已经蔚然成风。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也为
中华民俗传统的弘扬提供了良好的
制度保障。二十四节气不仅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
年，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
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
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文
化走向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
社会共享中华文化的一件大事。

保护二十四节气习俗，弘扬中
华阳历立春文化是对世界文化的贡
献。国际气象界认为二十四节气时
间认知体系是“中国的第五大发
明”。二十四节气历法纪时精准，
更重要的是对于物候与季节有清晰
的描述，对传统农业生产有精确的
指导，对于社会自然关系有特定的
仪式规程……这些都是现有太阳历
法不具备的。因此，弘扬二十四节
气文化，弘扬立春文化，不仅是树

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是对于人类
纪时文化与民俗文化的重要贡献。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立春文化也
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基因。
元代词人张之翰《万年春·立春日宫
前对雪》：

断送余寒，舜韶声里春风度。九
重金户，催进宜春句。 道是春来，
又候春将去。朝天处。柳花无数。飞
满宫前路。

词作描述了蒙古族主导的元朝宫
廷的立春时节，催促宜春句的情景。
同时，杨维桢在南方钱塘湖上写了
《嬉春体（五首）》，其一为：

今朝立春好天气，
况是太平朝野时。
走向南邻觅酒伴，
还从西墅买花枝。
陶令久辞彭泽县，
山公只爱习家池。
宜春帖子题赠尔，
日日春游日日宜。

这种立春写宜春传统为大元王朝
所继承，朝野共传，是中华多元一体
文化的真实体现。新时期满族剪纸艺
术家初春枝，不仅积极向世界友人传
播立春剪燕剪宜春字的民俗，今年立
春创作的燕飞柳长鞭春牛的宜春剪纸
获得广泛好评。所以，弘扬立春写宜
春的传统，对于中华民族团结和睦，
共庆佳节具有重要意义。

立春剪燕贴宜春，是中华审美文

化、吉祥文化的传承。纵观历史上的
立春宜春诗词，无不是意境优美，辞
意祥和。所以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恢
复重建立春的符号系统，带给中国人
文化自信，构建美的祝福与美的生
活。因此，近年有识之士在努力弘扬
这一传统。

2019年，春节与立春相遇，华
东师范大学和意大利都灵大学合作，
在意大利东方艺术博物馆举行了“中
国民俗剪纸艺术展”，当场展示了两
幅宜春剪纸，并进行了《剪纸艺术与
中国春节》的学术讲座，在中国消失
近百年的立春日剪贴宜春的习俗在意
大利得以再现，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
事情。

2019年在意大利开始剪出新世
纪宜春字的两位艺术家——上海海派
剪纸艺术家奚小琴和东北满族剪纸传
承人初春枝，今年又献出新作。

“欲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立
春日剪贴宜春字是人们对新春的美好
期盼，这是传统习俗的魅力，也是现
代生活的乐趣，更是传播文化的新途
径。现在，重建宜春习俗，有利于传
承传统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提升人们
的精神追求。

2020年，中国二十四节气保护
传承联盟在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牵头下
成立了，这是一个立春习俗传承的大
好契机。有学者呼吁，立春贴“宜
春”二字，希望大家身体力行。这一

说，诸多响应。说是立春当天贴宜春
接龙，中国农业博物馆唐志强先生
说：“从专家学者开始，进行正本清
源，首先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2020年当年立春日，很多微信
群里出现写宜春接龙，已知网上就有
近百副宜春祝福贴流传。这之后，立
春贴宜春习俗受到广泛关注，并在社
会上引起回响，这一习俗正在逐渐恢
复，我想这就是中国传统习俗的魅
力吧！

立春贴宜春的恢复行动，不仅仅
是简单的文字书写，而是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行为。作为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十四节气，立春
居首，立春贴宜春是一种视觉性符
号，而符号具有明确的意义指向，对
于立春缺少存在感的今天，这种视觉
性符号与文字的传承便变得十分
重要。

文化传统的弘扬，呼吁很重要，
但是行动才是目的，而在内心存有对
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挚情感则是根
本。文化传统弘扬需要一批有识之士
的亲力亲为。我想，很多事情，看起
来是举手之劳，如果真正动起手来，
那真的是一件大事。正如明代哲学家
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对于今天
的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值得思考并
付诸行动的。

立春贴宜春，立春戴春幡，也是
一种美丽的风景。也许，宜春挂件、

春幡罗胜，也将会成为一种时尚的文
化产品。所以通过一个小的行动，激
活立春阳历新年“大市场”，是我们
的期待。

今年新春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在加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中指出：“深入实施农耕文
化传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我想，立春文化是中
国农耕文化、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第
一道风景，宜春就是这杆风景大旗上
的鲜亮字符。

▲

《
荆
楚
岁
时
记
》
中
关
于
﹃
宜
春
﹄
的
记
载

▲ 晚清 《点石斋画报》 刊登了以 《别岁》 为题的画作，提到贴“宜
春”的习俗，图片右上绘出了贴“宜春”的场景。

▲ 写“宜春”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