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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3/2021_2022__E5_B0_91_E6

_95_B0_E6_B0_91_E6_c34_43326.htm 在我国，春节也是各少数

民族人民的风俗节日。各族人民按照自已的习俗，举行各种

各样的庆祝活动，具有各自浓厚的民族独特风采。 藏族除夕

那天，人们穿上艳丽服装，戴着奇形怪状的假面具，用唢呐

、海螺、大鼓奏乐，奉行隆重而又盛大的“跳神会”。小伙

子们狂舞高歌，表示除旧迎新，驱邪降福。到了新年早晨，

妇女们便去背“吉祥水”，预祝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彝族彝

族同胞根据彝历选定年节。有的与当地汉族同过春节。有的

地区彝族同胞，在门前树立青松，用松针铺地，表示免灾消

祸。还有的地区，在节日里杀猪宰羊，吃坨坨肉，人们互相

拜访，互赠肉类和馍馍。大年初一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

是挑水回家。他们将一碗水和昨天的水比重量，如新年的水

重，就意味着今年雨水充足。 壮族分布在广西、贵州、云南

、广东等地区的壮族同胞，与汉族同时过春节。除夕晚上，

要做好节日那天所吃的米饭，称为“压年饭”，有的地区群

众称为“吃立节”，壮语为“过晚年”的意思。它预兆来年

农业丰收。有的还包制有一尺多长，五六斤重的烷粑，人口

少的一家人一顿还吃不完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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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新的一年沸腾的生活。 布依族除夕

之夜全家人通宵达旦地在水塘边守岁。天一亮，姑娘们便争

先恐后地打水。谁最先挑回第一担水，谁就是最勤劳、最幸

福的姑娘。 满族满族分“红、黄、蓝、白”等八旗人。春节



时，红旗人在门上贴红挂旗，黄旗人在门上贴黄挂旗，蓝旗

人在门上贴蓝挂旗，白旗人在门上贴白挂旗。这些挂旗图案

优美，色彩鲜艳，象征着一年的吉祥开端。 侗族贵州、湖南

一带的侗族同胞，春节期间盛行一种“打侗年”（又叫芦笙

会）的群众活动。这种活动类似汉族的“团拜”，只不过比

“团拜”显得更加欢乐、热烈。这种活动一般是由两个村庄

共同商定举办的。两队在广场上正式举行芦笙歌舞比赛。这

时两个村庄的观众，伴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尽情地欢乐。 

白族云南白族同胞过年时，有一种叫“放高升”的庆祝活动

。所谓“放高升”就是用整棵的大竹子，在竹节里装上火药

，点燃以后可以把整个大竹子崩上天空百十丈，成为名副其

实的“高升”。有的地区的白族同胞与苗、壮族一样，从春

节到元宵节，都在进行“抛绣球”活动。凡接不住绣球的，

要赠给对方纪念品，多次失球而又赎不回纪念品的人，就是

表示愿允爱情了。 土家族春节期间，土家族人民要举行隆重

的摆手舞会。摆手舞会是土家族比较流行的一种古老舞蹈，

包括狩猎、军事、农事、宴会等70多个舞蹈动作，节奏鲜明

，动作优美，舞姿朴实，情调健康，不用道具，有着鲜明的

民族特色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傣族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节日

，是傣族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目。谷雨开始那天定为“泼

水节”。在三四天的节日里，人们相互泼水，表示洗去身上

的陈年旧土，祝福新的一年幸福平安。 黎族居住在海南岛上

的黎族人民，每逢春节到来，家家户户都要宰猪杀鸡，摆上

丰盛的佳肴美酒，全家围坐在一起吃“年饭”；席间全家还

要欢唱“贺年歌”。初一、初二、全村青壮年男子，还要举

行一次“春节围猎”。这一天的猎物全村共享。有趣的是在



分猎物时，先将全部猎物的一半发给第一个击中猎物的射手

；另一半由大家平分。孕妇可分得两分，过路人恰巧相遇，

也可分得一份。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