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一个节日。与
西方国家的宗教节日不同，春节是在农耕
文明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岁时节日。

《尚书·大传》说：“正月一日，
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故曰‘三朝’，亦曰‘三始’，

‘始’犹‘朝’也。”古人此说为
春节作为一年之始的岁时节
日提供了最为坚实的依据。
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春节，如今已经成为
民族精神、民族心理、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
最为集中的载体，同时也是国家认同、民族
凝聚的重要元素和代表性文化符号。

尽管史学家们还没有确证春节形成
节日的最早时间，但地下文物和地上文献
告诉我们，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了“年”
这个字，其字形上面是“禾”，下面是“人”，
表示禾谷成熟，人在负禾。《春秋谷梁传·
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春秋
谷梁传·宣公十六年》：“五谷大熟为大有
年。”《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
年。”凡此种种说明，历史上早就已出现和
使用“年”这个字眼和概念了。

夏代实行夏历（后也称农历），周代实
行周历，秦代实行秦历。这三个朝代的历

法，正月的时间是不相同的，因而元旦（新
年）的日期自然也就有所不同。《礼记·月
令》说：“（周）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
……”周天子过的“元日”，虽然与夏历的
元旦日期不同，但其所指却都是正月初一
元旦。汉承秦制，但到汉武帝太初元年
（公元前 104 年）恢复夏历。从此一路下
来，没有大的变化。《后汉书·礼仪志》里有
朝廷过元旦的记载：“后汉天子元旦幸德
阳殿受朝贺，大宴群臣，赐观诸伎乐。”在
中国历史上实行夏历的时间最长，“新正”

“元旦”“正旦”“元日”“岁首”“新年”等，都
是元旦（新年）的大同小异的称谓。近代

以来，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即 1912 年，
政府颁定官方采用公元纪年，同时保留农
历为辅历，把惯称的农历“元旦”改称“春
节”。这样算起来，中华民族过春节，至少
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而且到了近代，逐
渐演化为一个从腊八起到元宵节止的全
民性的大节。

如若做一个民俗学的解析，可以看
出，春节大体是由仪式和意义两个层面的
内容构成的。属于仪式层面的，从周代的

“至其元日，命社以祈农祥”，即祭祀谷神，
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发展到近现代，春节
的仪式日渐其繁，如祭灶、贴对联、守岁、
撒芝麻秸（驱鬼驱邪）、驱傩、吃年夜饭（交
子）、生旺火、燃香、放爆竹、挂先祖轴和祭
祖、请家神、拜年、破五、吃元宵等，而每个

仪式的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含义。属于
意义层面的，大体是四个方面：一是春夏
秋冬季节交替和四时肇始的标志，是岁时
的节日或时间的节点；二是家族团聚、亲
朋欢宴、感念父母养育之恩、增进家族凝
聚力的契机；三是祀拜天地、礼敬祖先、慰
抚亡灵、安慰生者的佳期；四是劳动者休
整的假期，用唱大戏、闹社火、踩高跷、舞
龙耍狮子等欢乐的方式，充分释放被压抑
了一年的生命活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昌明和观念的
变化，春节习俗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嬗变。
相对说来，其意义部分的核心比较坚固，

变化不大，而仪式部
分 则 变 化 较 快 较
大。如给亲朋拜年，
一般不再磕头，而更
多地通过寄送贺卡、
打电话、发电子邮件

表示祝福；如除夕守夜，亿万人在观看春
晚节目中度过；如子时吃年夜饭，在城市
居民中变化较大，很多人家喜欢到饭店里
聚餐、家庭团聚，而包饺子吃饺子的种种
习俗和禁忌几近无存了。《史记·天官书》
里所说的“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即根
据大年初一天象预兆一年吉凶的民俗，也
早已被民众扬弃了。文化的进化脚步匆
匆，谁想留是留不住的。

过往的农耕文明社会条件越行越远
了，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道德风尚、寄寓着民族
精神的春节，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更不会消亡的。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是大自然的需要，是民众的诉求，一年一
度，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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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的日子红火的日子 李昊天 摄

王元强现任职于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
公司，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其作品先后
在省、市、区和在中核集团公司报刊上发表,

也曾多次在参加省级画展中获奖。
王元强自幼热爱绘画，八十年代初开始

学习中国画，尤其热爱画虎，并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绘画风格。

为将工笔虎作品创作得形神兼备，他笔
耕不辍，利用业余时间勤奋练习技法，在休
假外出时总是到国内各地动物园对老虎近
距离观察写生。终于，其工笔虎作品得到业
内专家的认可，成为了专攻画虎的行家。

2015年春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王
元强参观了黄河奇石展，被形态各异、自然
形成的石上画面深深吸引。他突发灵感，
把纸上的虎画在石头上是什么效果呢？这
个想法一冒出来,他就迫不及待地跟兰州
奇石协会的朋友到黄河滩上捡石头。刚开
始由于对石头画的了解不够深入，使他的
石画效果不是很理想。在经过一遍遍反复
实践后，王元强终于掌握了一套石头画的
方法。从拣选石头、清理石面，根据石型、
石质设计初稿，直到下笔成型上漆，最后为
自己的石头画配底座，对王元强而言，整个
创作过程充满艰辛，更带来快乐。从此，黄
河岸边的寻石人中又多了一位专拣白色石
头的奇石人。

2016 年 8 月他创作的十余方黄河石头
画，作为黄河石艺展参加了“2016第七届中
国(兰州)艺术品收藏博览会”，首次获取成
功；2017年7月在“第九届中国(兰州)艺术品
收藏博览会暨 2017 中国(兰州)国际赏石文
化节”上,他又送30多方石头画参展，受到了
业内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在王元强的眼中，业余时间拣石画石既
丰富了生活内容，又锻炼了身体。在和石友
的交流中他对奇石文化加深了理解，把中国
画的技法和天然的黄河石融为一体，普通的
一块白石头，在他的手中赋予了灵魂。根据
石头的形状、颜色、位置和明暗纹理的走向
来布局画面,经过他独具匠心的创作，虎的
各种形态跃然石上。观赏他的石头画，让人
心动，使人振奋。

他在石画创作过程中自身的绘画技法
水平也得到很大提升，除了石上画虎，他又
将各类题材的画面移到石上，以石头作纸，
在绘制创作技艺的追求中描绘出对美好生
活的热爱和向往。

平淡一生 情深意重
——读《浮生六记》

联合国发行中国农历猪年邮票版张

一般来说，一件翡翠饰品如果超越了
简单的佩戴意义，即用于真正意义的收藏、
投资、传家宝或作为高档礼品，这样的翡翠
即可称为收藏级翡翠，收藏级翡翠的材质、
雕工、品质都是上佳的。具体来说，我们概
括为以下几类：

天然是根本：有收藏价值的翡翠，天然
为根本，升值空间为其次。一块翡翠值不
值得收藏，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一定是天然

“A货”，这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也是我们收
藏的开始。在此，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
商家购买带权威证书的翡翠。

种色俱佳：种和色是体现翡翠品质好
坏最关键的两点：翡翠的种，“种”好的翡
翠，表面看起来拥有清新透亮的光泽，同时
内部结构细腻致密，很有收藏价值；而“种”
差的则缺乏光泽感，晶体颗粒粗大、结构不
够致密，摸起来手感干涩，这样的翡翠就没
什么价值；翡翠的色 ，色对翡翠的品质与价
值也有着极大影响。它的评价标准可分为
5点：浓、阳、正、匀、和。

工艺要精湛：玉不琢不成器，翡翠的加
工工艺对价值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制作工
艺可以让翡翠的质感更好地体现出来，这
也使翡翠饰品更有价值。有些翡翠材质本
身一般，但是经过雕刻名家之手，用巧妙的

构思，精湛的工艺，超脱的神韵将普通的原
料变成世上罕有的绝世精品。

题材要吉祥：玉必有意，意必吉祥，可
见好的寓意对翡翠饰品十分重要，人们佩
戴翡翠一定程度上也是图个好兆头，比如
佛代表平安福气、貔貅代表招财进宝、葫芦
代表福禄等。

避免瑕疵：完全没有瑕疵的天然翡翠
基本上都是理论级别的，但有些瑕疵却极

大地影响了翡翠价值，大家在选购时一定
要努力，比如严重的白棉、黑花，严重的断
绺等。

镶嵌可加分：翡翠镶嵌是以金银等贵
金属原料做配托，把翡翠镶嵌到配托上，精
细巧妙的镶嵌技艺和构思能使翡翠饰品更
加美丽独特，也更有价值。更有甚者，会在
翡翠周身镶嵌钻石等贵宝石作为衬托，非
常奢华。

道不尽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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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作纸的画虎大师
——王元强石画艺术简介

□ 本报记者 梁庭瑞

“小年”历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
一。“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
十五，磨豆腐……”从腊月二十三到腊月
二十九，磨豆腐扫房子，每天都有事情占
着手，一直忙到除夕。

这个节日很有意思。日期不定，有的
地方是腊月二十三，有的地方则是腊月二
十四。但不管怎样，劳碌了几乎一整年的
人们，都会筹划着过一个舒服的新年。

小年，正是过年的开端。
“二十三，糖瓜粘”

“过年谣”流传于各地，个别字词虽略
有不同，但开头一句几乎都是“二十三，糖
瓜粘”。所以说，“吃糖瓜”是小年很重要
的一个习俗。

糖瓜的主要原料是麦芽糖，还要掺上
一些黄米，熬制而成。它的粘性很大，如
果拉伸成长条，就叫“关东糖”；搓成扁圆
形状，就叫“糖瓜”。

冬天可以把糖瓜放在屋外。因为天
气严寒，糖瓜凝固得很坚实，但里边又有
些微小的气泡，吃起来凉凉的，脆甜香酥，
别有风味。

古时，糖瓜又叫“胶牙饧”，“饧”就是
糖，名字就介绍了这种面点的粘性之大。
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句“岁盏后推兰尾
酒，春盘先劝胶牙饧”，说明这种糖在那时
已经是比较流行的节令食品了。

祭灶送灶君
糖瓜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要在

腊月二十三这天作为“祭灶”物品，送给
“灶王爷”。

“灶王爷”又称灶王、灶君。民间一直有
这样一个传说：“灶王爷”原本是一位平民张
生，娶妻之后终日花天酒地，最终沦落到靠
乞讨为生。一天，他乞讨到了前妻家门口，
羞愧难当，一头钻到灶锅底下，烧死了。

玉帝知道后，认为他仍有羞耻心，还
没坏到底，既然死在了锅底，便封为灶
王。每年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上天汇报每

户人家的善恶，大年三十或
正月初一再回去。

民 间 年 画 上 的“ 灶 王
爷”，形象总是一个慈眉善目
的老头，有时候还配上“灶王
奶奶”的画像。依据风俗，人
们要在小年祭灶送走灶王
爷，还要端上一盘糖瓜。

具体仪式，大概是先要
把旧像揭下，用稻草为灶神
扎一草马，把一块黏稠的糖
瓜粘在灶王嘴上，然后和草
马一起烧掉，即为“辞灶”。

小年“忙年”：扫房赶尘
贴窗花

在国内不同地方，小年
的日期不太一样。据萧放考
证，北方多是在腊月二十三，
南方多在腊月二十四。

无论如何，小年拉开序
幕后，人们正式开始“忙年”：
打扫屋子，准备新年团圆饭
的各种食材。祭灶之后，要“赶尘”，就是
大扫除，家里的铜器要擦的十分光亮，同
时洗澡理发，寓意除掉过去的晦气，迎接
吉祥的新年。

“写大字”也是过小年的一种习俗。
这里，“写大字”就是写春联，贴在大门上
的，会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
的句子，表现美好愿望。手巧的人，已经
开始做剪纸、贴窗花了。

□上官云

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联合国
邮政管理局日前发行己亥猪年特别版邮票
版张。版张共包含10枚图案为联合国会徽
的邮票，每枚面值1.15美元，整个设计延续
了联合国“中国农历生肖”系列邮票传统，
以红色和金色为主色调，以中国剪纸为艺
术灵感，副票和背景为一大一小两只萌猪

形象。
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局长谢德胜介绍

说，联合国“中国农历生肖”邮票历年来均
由中国设计师设计，今年“猪票”的设计师
是武世宁。

谢德胜还表示，猪年邮票版张自发行
以来，在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官网及邮管局
在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的销售柜台都十
分畅销，尤其受到美国、中国、日本和东南
亚国家顾客的喜爱。“邮票版张可个性化定
制，即可将个人照片印到邮票上，我们收到
了很多公司和个人的批量‘个性化’订单。”

联合国邮政管理局 2010 年 5 月为纪
念中国生肖邮票发行 30 周年，首次发行
以生肖为内容的个性化邮票。今年的“猪
票”是联合国发行的第10个中国贺年生肖
邮票版张。

□徐晓蕾

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有时候是听爱读
书的朋友推荐，有时候是在一串书单中看
到它的名字，但读一本书和遇见一个人相
似，可能需要合适的机会。《浮生六记》这本
书虽未读，但早已心向往之。

近日终于有机会捧读《浮生六记》，心
生颇多感慨，往往读着读着便陷入沉思，如
鲠在喉。二百多年前，清朝长洲人沈复用
近似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闲趣，后
人传抄，那些朴实而率真、浪漫而洒脱的文
字一不小心就把人带入了久远的封建生活
场景里。既不是权贵，又不是什么大户人
家，他是普通人，普通得跟我们一样，生活
有欢喜，人生有波折，经历过无忧无虑，也

经历过困顿窘迫，大概少了虚构，多为实
情，因而更吸引人吧。至于家庭里的是是
非非，成员之间孰是孰非，相信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

沈复，是封建社会的真文人。他淡泊
名利，安贫乐道，上孝父母，下荫妻子，对朋
友有信，跟结发妻子陈芸有过一段妙趣横
生、缠绵悱恻、情感真挚的生活。那些平
凡、琐碎的家居生活，还有那些虽没有明说
但端倪渐显的家庭矛盾，以及日后的坎坷
际遇、各地游历见闻都体现了他的文人特
质：痴情、懦弱、与世无争。《闺房记乐》《闲
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
历》《养生记道》，在这六记当中，前三记是
最令人心动的，欢笑最多，叹息最多。后两
记虽经考证实为后人伪作，但衔接还算自
然，风格没有大的变化。我想一部水平极
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因有不少遗
失，后人为了弥补遗憾，试着做一些想象中
的补充，也情有可原，也足以见得它的无穷
魅力。

我对第三卷《坎坷记愁》很有感触。了
解一个人，或者说看透一个人，不要看他得
意时怎么说怎么做，要看他经历磨难时怎
么说怎么做。饥寒交迫时，你曾经帮助过
的人也许会出现，回馈于你；身处逆境中，
说不准哪一位昔日好友伸出援手，助你渡
过难关。而作为受助之人，心有感念，自立
自强，豁达乐观，那就是令人景仰的境界。
被父亲赶出家门，爱妻客死异乡，儿子夭
折，几度走投无路，沈复的苦难经历就像万
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
将这些人生的苦难化成力量，支撑自己前
行，不惧风雨，坚强前行。

从清代到现代，从沈复到你我，生活大
抵如此，再美好也终究只是记忆中的过去，
再不堪也终究会化作云烟消散去，你不能
改变现实，唯有且行且珍惜。在查阅有关

《浮生六记》的资料时，看到这样一句话，说
得真好！“如果有一本书，初读时能令人耳
目一新，再读时却怅然若失，细品后则与之
心心相印，同喜同悲，那这本书一定是沈复
的《浮生六记》。”

浮生虽平淡，情意却无限。

什么样的翡翠才值得收藏收藏

□华辰

书架

□张彦英

□绽放的花

百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