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寒地冻，围炉欢庆，家人闲坐，灯

火可亲。春节，明明是一年之中最为寒

冷的时候，然而就人们的心理而言，却春

意盎然。贴门神、放爆竹、吃饺子、饮屠

苏酒、拜年、祭祖……春节沉淀下来的习

俗丰富多彩，甚至衍生出为庆贺新年而

绘制的节令画——“岁朝图”，承载着人

们迎新祈福的美好愿望。

历代画家作岁朝图，含有元旦开笔、

预祝一年万事吉利之意。其中有一类可

归为风俗画，多以“岁朝欢庆”或“岁朝行

乐”命名，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将春节

的欢腾景象、热闹氛围和盘托出，也为千

姿百态的年俗活动留下生动的图档。

乡村人家如何过年

晚明画家袁尚统画过一幅《岁朝图》，

表现的即为山村一隅过新年的景象。乍

一看，像是一幅隐逸的山水画，树高山

远。凑近一瞧，十多个远比树小的人物居

于画中下半部分，其中多个孩童在院中敲

锣、打鼓、放鞭炮，尽情嬉戏玩乐，屋内几

位长者则同桌对饮，观看儿童嬉耍。

与之几乎同时代的李士达《岁朝村

庆图》，画的也是民间村野里的春节，同

样以山水为背景，但生活气息更加浓郁，

年俗活动也更为丰富。画中，水道将陆

地分为若干块，以桥连接，村舍多达五六

处，与大大小小的院落以及篱笆围墙参

差有致，形成画面的节奏感。此图总共

出现约 40 个人物，男女老幼皆有，身姿

各异，神态生动。

有意思的是，在常见的访友宴饮、燃

放鞭炮、敲锣打鼓等春节场景之外，画中

还埋了不少“彩蛋”。例如，画面中间偏

下方的篱笆墙外，正在行走的两个童子

正沿街吆喝售卖春饼。春饼是用面粉烙

制的薄饼，一般要卷菜而食。春节与二

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有着深厚的渊源，在

这段时间里，人们有吃春饼喜迎春季、祈

盼丰收的习惯。

富于市井气息的年味，浓缩在清代

宫 廷 画 家 丁 观 鹏 绘 制 的《太 平 春 市 图

卷》。此图共绘有 16 个场景、100 多个

人物，将太平盛世京城新春市集的热闹

劲洋洋洒洒地刻画出来。其风格上也近

似于年画，有着喜庆、鲜艳的色彩。爆

竹、灯笼、果品、小吃、泥人、玩具、面具

等，集市里的年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令人大开眼界的，更有游艺活动。画

卷中间人数最多的场景是跑旱船表演。

这是北方民间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用竹

片或木条为架，船舱、船身均以布绸装饰

而成，表演者手把船帮站立船中，双脚走

动带动船行。图中表演者共 3人，均戴蓝

色头巾，橙衣女子与灰裳男子背着布满蓝

色花纹的船只，敲着锣鼓，人群中间身着

橘色白花衣服的人则手拿折扇，神采飞

扬，似在向观众介绍着表演内容。

富庶人家怎么过年

富庶人家过新年，又有着怎样的讲

究？清代宫廷画家姚文瀚绘有大户家族

新春之际于宅院团聚欢庆的《岁朝欢庆

图》。图中，正厅摆置酒食，长辈们围坐

饮宴。家仆或持酒壶侍立，或端送糕果，

穿梭于前厅回廊里。在后院偏房里，妇

人们在忙碌备餐。远处阁楼上，几位男

仆合力悬挂着大灯笼。在庭院中，孩子

们一片欢乐喧闹，有燃放爆竹的，有携弄

玩偶的，有敲锣打鼓的，有击板小唱的。

三进院落，叠石假山，庭院里讲究的红木

火盆，正厅中气派的“四季花卉”大立屏、

典雅的朱几瓶插牡丹，无不凸显主人的

身份，烘托出满堂富贵的年味。

在古代，帝王是国家的象征，因而在

皇宫里的新年，尤其不同一般，兼具家与

国的双重意义。其年俗来自民间，但更

讲 求 排 场 ，有 着 一 整 套 等 级 森 严 的 典

仪。例如，难以计数的宫灯是紫禁城年

节不可或缺的气氛担当，通高十余米的

万寿灯尤其独一无二；新年第一天举办

的“开笔赐福”仪式，在乾隆年间渐成定

例，这相当于皇帝给大臣们发放“红包”，

发的是手书的“福”。

丁观鹏《十二禁御图之太簇始和图》，

是一幅以紫禁城内建福宫花园为主的界

画，绘的是正月新春这一带张灯结彩迎接

新年的场面。画中可见延春阁与吉云楼等

建筑均挂满宫灯，数量多达几十盏。多幅

宫廷画师合作的《万国来朝图》，则还原了

元旦当天众多外国使臣携带各种珍稀贡

品，聚集于太和门外等待觐见的历史场景。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冷枚的《闹春图》、

徐扬的《万事如意立轴》、故宫博物院藏佚

名《福贵岁朝图轴》等。它们几乎都是宫廷

绘画，色彩浓厚富丽，以精细典雅的工笔画

法描摹了理想中宫廷贵族阖家欢聚的年节

盛景，并且与历史悠久的婴戏图紧密结合，

寄寓着传统文化对于“多子多福”的崇尚。

“岁朝图”充满“谐音梗”

更为源远流长的岁朝图，通常以静物

画的面貌出现。北宋画家赵昌的《岁朝

图》，是现存最早的岁朝清供图，图中花繁

似锦、叶翠欲滴，可谓“满幅轻绡荟众芳”。

“清供”是以放置在案头供观赏的物

品陈设，构成传统佳节礼仪的重要组成

部分，亦融合了文物鉴赏、插花、装陈等

多种传统雅艺。古往今来，很多画家都

喜欢绘“岁朝清供图”，以仙花、瑞草、嘉

果、文玩、美器等寓意吉祥、适宜岁朝清

供陈设的物象入画，以求新年好运。这

种画看似如“小品”，却给凛冽的寒冬带

去和煦明媚的春意，也映出古代日常生

活中的诗意。

岁朝清供图中频频出现的物象，满藏

着“谐音梗”、寓意梗，形成认知中华民族传

统节俗文化心理的一种“媒介”。例如，梅

花寓意报春与“五福”（梅花有5片花瓣）；高

洁无染、芳香沁人的水仙，代表着吉祥；牡

丹是富贵的象征；松柏有长寿的祈盼；白

菜、萝卜、芋头等果蔬，寄寓对生活富足的

期望；灯笼承载着添丁的愿望；与“平”谐音

的瓶子，讨的是平顺、安康的“口彩”。岁朝

清供图往往集多种吉祥物象于一画，组合

之道暗含祥瑞“密码”：柏枝、柿子、如意（或

灵芝）的叠加，象征“百事如意”；由蝙蝠或

桃、石榴、九只如意构图的“三多九如”，含

“多福多寿多子”的寓意。

钱选、陈洪绶、恽寿平、王翚、周之冕、

金农、高凤翰、郎世宁、虚谷等历代众多“顶

流”画家都画过岁朝清供图。借由此类图

像展开的，是画家们的精神世界。同为“清

末海派四大家”之一的吴昌硕与任伯年，他

们笔下的岁朝清供图各有各的春日趣味。

尽管年年画岁朝清供，年年却不重

样，金石趣味以及少量牡丹，都形成吴昌

硕此类画作的特色。他曾在《缶庐别存》

中写道：“凡岁朝图多画牡丹，以富贵名

也。予穷居海上，一官如虱，富贵花必不

相称，故写梅取有出世姿，写菊取有傲霜

骨，读书短檠，我家长物也，此乃缶庐中

冷淡生活。”吴昌硕绘于 1902 年的《岁朝

清供》，仅画有瓶中的一枝红梅与盆中的

一丛蒲草，逸笔草草，有着简约的格局和

清雅的意境，可见其文人风骨。相比之

下 ，任 伯 年 的 岁 朝 清 供 图 更 为 雅 俗 共

赏。他尤善集合数种象征，来寓岁朝之

喜庆，画面色彩往往大胆混搭，呈现出一

种蓬勃的烟火气。

（《四时雅韵：古画中的岁时记》，范

昕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 范 昕

古画中的浓浓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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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自然要说说龙了。早在先

秦，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将干支纪年之十

二地支里的“辰”与“龙”联结起来，这从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上就可以找

到明证。而在与十二地支相对应的十二

种动物中，鼠、牛、虎、兔、蛇、马、羊、猴、

鸡、犬、豕这十一种都是真实存在的动

物，唯独龙是自然界不存在的“神灵”，但

它是中华民族祖先敬畏的昊天形象化之

物。盖因先民信仰天道，认为天主宰人

与万物，然而天是无形的，“其大无外”

（《庄子》）；“道”又是“惚兮恍兮”的，“是

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

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老子》）。

为了把握“道”的“周行不殆”的规

律，先民将生产生活中的很多认识都以

符号式来记录，从而“观乎天文，以察时

变”（观察天象，以了解时序的变化），“观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察人类社会的

各种现象，以教育感化的手段来治理天

下）。“人文”与“文化”的概念和思考便开

始指导先民的社会了。

先民用最简单的两个符号，来表示

天地万物“一阴一阳之为道”，又用其三

叠的卦象符号，来表示“三才”——天、

地、人，由此组合成八卦——乾天、坤地、

巽风、震雷、艮山、兑泽、离火、坎水八种

符号，又加为六叠的六十四个卦象符号，

并分别附上卦辞和爻辞，用“形象思维”

的文字来表述“抽象思维”的三才规律。

在这六十四卦中，当然要将最敬畏的天

——乾列为首卦，其符号称“六爻”，每爻

都附之以爻辞，于是龙的图腾文化出现

了。先民用心目中有形象的“龙”，来表

述无形无象的乾天之道；用七段“龙”在

天地间的生态变化，来表述天道于不同

时空境况下的变化。例如第一爻“潜龙

勿用”（潜伏的龙还没遇到展用才能的机

会），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飞

腾在广阔的天空，正是利于大有作为之

人出现的时刻）。

乾卦“六爻”皆阳，先民遂将动物中

极具阳刚之美的“部件”——巨蟒之身、

骏马之姿、猛虎之肢、雄鹰之爪、大兽之

头、巨鹿之角、猛兽之须毛……共同聚合

成人们随处可见的飞龙、坐龙、卧龙、盘

龙的形象。

当然，这尊中华民族公认的龙，其形象

是有一个演化的过程的。六千年前的彩陶

上那似蛇非蛇的龙，红山文化的“C”形无肢

的龙、平嘴短首的“猪龙”，还有河南濮阳的

蚌塑龙，它置于“东白虎”的对面，自然是

“西青龙”的明证了！至于汉、唐、宋以降的

诸龙形象，基本定型，今人一目了然。

既然龙在中华文明中成为至高无

上的图腾形义，也就意味着它是最上乘

的比喻。司马迁的《史记》曾载孔子拜

见老子，聆听老子的教诲，事后他对弟

子们感叹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

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

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

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

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竟是孔圣人

心目中的龙啊！

总之，千秋以来，龙的形象早已深入

人心，由此衍生出的丰富多彩的龙文化，

尽可放笔成书，挥洒成画。仅见于文学

作品中的龙，就不胜枚举，但我印象最深

刻的，当属说书艺人们在《三国演义》“青

梅煮酒论英雄”一回中，借曹操之口对刘

备所述的那个“龙”：“龙能大能小，能升

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

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

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如人得志而

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

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言辞掷

地有声，一口气诵读下来，又何其壮哉？

（摘自《北京晚报》2024年 1月21日）

□ 李 燕

龙年说龙

每逢过年，提起一个“年”字，人

们都会精神为之一振，心头不由漾起

一阵温暖。当然，除了过年，中国的

传统佳节还有很多，每一个节日都异

彩纷呈，各具特色，这在常建华教授

所著的《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一书中，

都能找到相应的历史佐证。该书将

中国古代重要节日的渊源、习俗讲

究、饮食文化等娓娓道来，以细致描

写和系统研究反映出中国古代岁时

节日的基本面貌，将沉淀在岁月中的

传统文化记忆一一唤醒。这些岁时

节日，就像点缀在岁月深处的璀璨珍

珠，每一颗都熠熠生辉，烛照生活，足

以使那些平凡的日子显出生机。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代的

岁时节日，是伴着二十四节气的草木芬

芳悠然降临的。每一个或大或小或长

或短的节日，无不彰显着古人的一种情

怀，映射出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

翻开《中国古代岁时节日》，品鉴

这些节日所蕴含的深厚意蓄，从中能

管窥古人的现实追求和精神风貌。

全书从“一元伊始，万象更新”的元旦

入题，先后写到了春节、上元、二月

二、上巳、清明、端午、夏至、七夕、中

元、中秋、重阳、下元、冬至、腊八、除

夕等节日。作者从节日的由来、习俗

的演进、人文的意象等方面，对每一

个传统节日的历史渊源都予以详细

拆解。既讲这些节日缘何而来，反映

出人们何种精神需求，寓意着民众何

种现实期许，又针对相关节日形成的

习俗和庆典，揭示出民情、民风与节

日文化的关系。通过了解每一个节

日的来龙去脉，探求节日文化的前世

今生，最终为中国古代的岁时节日绘

制出一个清晰的节日文化图谱。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这些岁时

节日，是古人在长期观察自然，进而

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

远古时期，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和北斗

星辰的变化，建立了最早的时间系

统，确定了春分、秋分两个分点和夏

至、冬至两个至点。随后，确定了季

节和年节，并相应推出了天干、地支

计时法。至战国时期，二十四节气最

终定型。而中国的岁时节日，很大一

部分就源于二十四节气，如清明、端

午、中秋、重阳等。品读本书，不难发

现，这些节日的应运而生，一方面是

古人观察、体悟、审视自然万物的结

果；另一方面，则是古人在征服自然

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思想和智慧不

断精进的生动写照。常建华循着时

间脉络，针对元旦为何要祭祖和拜

贺、清明为什么要踏青、中秋节的拜

月习俗从何而来、重阳节为何要登高

远眺、春节都有哪些食俗和讲究等一

众问题，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

维度，引经据典，细致分析，一路侃侃

而谈，生动有趣。

《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一书不但

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和祥和，还氤氲着

浓郁的民族风情。不但以其丰富的

史料性和趣味性看得人眼花缭乱，还

以极富深意和新意的讲解，勾起广大

读者的节日情结。让人在心动、情动

中，跟着他的节拍，穿越大江大河，拂

去历史的尘烟，去领略岁时节日的风

采。徜徉于温馨的中国节日——上

元节的灯火里，闪耀着夺目的烟花，

上演着一踵接一踵的庙会和社戏；美

丽的元宵之夜，把团圆和喜庆送进千

家万户，也送进咱老百姓的心里。最

让人念兹在兹的节日，莫过于春节

了。在那个阖家欢乐、万家团圆的日

子里，爆竹声声，欢声笑语，红窗花、

红对联、红灯笼，红得缤纷、红得热

烈、红得奔放，映得家家户户满堂红，

也映出了巍巍华夏绚丽的中国红。

中国的岁时节日既情意盎然又

韵味绵长，以其深厚的旨趣，令人心

驰神往，堪称中国人心目中的精神原

乡。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

的中国岁时节日，早已把中国与世界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都开始

有了中国的节庆文化，在历久弥新中

滋润着这个世界。

（《中国古代岁时节日》，常建华

著，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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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日常起居、行住坐卧，

无不蕴含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从点点滴

滴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其美之所在，赓

续传统文化之精神。

旨在传承中华文脉的“文化传家

系列丛书”，就是一套根植于中国人

日常生活实践的出版物。丛书目前

已出四本，包括沈国麟的《阴阳之道：

中国书法之美》、岳强的《岁时香事：

中国人的节气生活》、钟鹰扬的《太极

文化：中国人的修身之道》以及赵文

怡的《天风环佩：中国音乐的古典今

声》，从四个面向，介绍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粹，探讨它们对当下的意

义，阐释中国人的生活美学。

正如丛书主编沈国麟教授在总

序《生活·生命》中所言：“学习传统文

化绝不是仅仅背背诗读读经而已，而

需要系统地学习和理解数千年来中

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观察方式，再通过

自己的实践来理解和体会，这才是真

正知行合一地学习传统文化。”文化

传家系列丛书每本书的作者，都是在

传统文化的某一领域具有多年教学

经验的学者、老师，他们落笔平实、行

文生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优秀

传统文化的洗礼。

书法、香事、太极和民乐，虽然一

开始都由技法入手，但最终还是要以

技入道，照见智慧。书法是关于汉字

的艺术，毛笔在宣纸上行走出的线

条，蕴含着黑白、提按、长短、向背、缓

急、刚柔、虚实，多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体现了阴阳和合之美。香事，在岁时

节令的调和下，通过与礼俗、器用、医

药、服饰、饮食和日常起居调和在一

起，净化身心内外的空间。太极，一

招一式不仅能强身健体，而且也是知

行合一的功夫，太极给予的智慧，不

仅能够帮助人们了解自身身心状况，

更能对万事万物有全面的洞察。音

乐，是能思的诗性之声，也是能诗的

思性之乐，既抽象又具象，中国古代

音乐既是以礼乐维系社会的手段，也

是表达情感的媒介，参与并见证了一

次又一次的日往月来。

中国人对“家”和“家庭”有着特

殊浓厚的情结。家是传统文化的核

心单位。在家庭生活中，铺纸挥毫、

焚香品茗、抚琴追昔、站桩练拳，是一

幅多么温馨舒适的画面。在节奏越

来越快的当下社会，中国人需要回到

家庭生活中，来安顿自己的心灵，家

庭恰恰也是传习传统文化的核心单

位，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靠家庭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

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中国人，正

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当下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仅需要传统文

化的滋养，更需要把传统文化的精髓

根植到日常生活中，唯有让传统文化

真正惠及每个人，才能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人思维方式、价

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打开

更为广阔的创新发展空间。

“文化传家系列丛书”编委会主

任吴晓明教授说：“传统在我们的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 被 不 断 地 重 建 和 复

活。传统不仅仅是过去，它依然活在

今天，并且预示着未来。”五千多年灿

烂的中华文明给了我们自信的基础，

赓续传统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传

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从而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文化传家系列丛书”，沈国麟、

岳强、钟鹰扬、赵文怡等著，文汇出版

社出版）

□ 杨志刚

文化传家 惠及生活

重 推

滴水藏海

书 评

龙腾盛世 王 将

社火表演划旱船 王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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