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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5/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AF_BC_c34_635924.htm 春节 来历：春节原名为元日，

相关的庆祝活动在夏代已经开始。作为岁首大节，它确立在

汉朝。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

，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每年的最后一天，就是除

夕。 内涵：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第一大节，是节日体系中的核

心大节，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春节蕴涵的辞旧迎新

、合家团圆的意义，成为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也使它

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一个文化符号。除夕全家团聚在一

起吃年夜饭、熬夜守岁，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文化心结，在

外的游子不远千里万里也要赶回家来。 我国的春节一般是从

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揭开序幕的，有所谓“官三

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日，一般民

家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在二十五日举行祭灶仪式。举行过

祭灶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每年从农历腊月

二十三到除夕的这段时间，民间称之为“迎春日”。 [洗浴] 

传统民俗中在这两天要集中地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气

，准备迎接来年的新春，京城有"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

遢"的谚语。腊月二十六洗浴为“洗福禄”。 [贴门神][贴春

联][守岁][吃年夜饭][放爆竹][祭祖][给压岁钱] “除夕”中的

“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穷

岁尽”，人们都要除旧部新，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

岁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故此期间的活动都

围绕着除旧部新，消 灾祈福为中心。 [拜年][开门炮仗] 这一



天是一年的头一天，春季的头一天，正月的头一天，所以称

为“三元”；这一天还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所以又

称“三朝”。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

风俗习惯更改正月初一的时间。 编辑推荐： 2011年导游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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