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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历年的

岁首被称为春节，自

古以来是中国人民

最 隆 重 的 传 统 节

日。对于老百姓而

言，这是欢乐、吉祥、

团聚的日子。那么，

古代的帝王将相他

们又是怎么过年的

呢？他们也和老百

姓一样盼团圆祥和，

春 联 、饺 子 、假 期

……这些年该有的

元素，帝王将相家也

是一个都不能少。

国君过年桃符讨吉祥

据说五代时的后蜀国国君

孟昶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国

君，在公元964年岁尾的除夕，

他突发奇想，让他手下的一个

叫辛寅逊的学士，在桃木板上

写了两句话，作为桃符挂在他

住室的门框上。这两句话是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第一句的大意是：新年享受着

先代的遗泽。第二句的大意

是：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由

此开始，桃符的形式和内容都

发生了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开

始用骈体联语来替代“神荼”、

“郁垒”，而且还扩展了桃符的

内涵，不只是避邪驱灾，还增加

了祈福、祝愿的内容。这就成

了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到了宋代，在桃木板上写

对联已经相当普遍了。以往的

桃符所肩负的驱邪避灾的使命

逐渐转移给门神，而桃符的内

容则衍化成用来表达人们祈求

来年福运降临和五谷丰登的美

好心愿。

明太祖亲自为百姓写春联

“春联”一词的出现，则是

在明代初年。当年明太祖朱元

璋当上皇帝之后，喜欢排场热

闹，也喜欢大户人家每到除夕

贴的桃符，就想推广一下。一

年除夕前，他颁布御旨，要

求金陵的家家户户都要用

红纸写成的春联贴在门框

上，来迎接新春。

大年初一的早晨，朱元璋

微服巡视，挨家挨户察看春

联。每当见到写得好的春联，

他就非常高兴，赞不绝口。在

巡视时见到一家没有贴春联，

朱元璋很生气，就询问什么原

因，侍从回答说：这是一家从事

杀猪营生的师傅，过年特别忙，

还没有来得及请人书写。朱元

璋就命人拿来笔墨纸砚，为这

家书写了一副春联。这家主人

将皇帝御笔春联供奉起来。从

此，贴春联的习俗兴盛起来。

吃饺子要等到三更

清朝皇帝过年吃饺子是清

宫中极其重要的习俗。有人说

这是迎合汉文化中“岁更交子”

典故，其实是清朝皇帝入关不

忘祖宗的表现。除夕夜也是宫

中帝后妃嫔团聚的日子，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使威

严的帝王之家也显露出难得的

家庭温情，共享天伦之乐。

守过了旧岁，大年初一的

子时一到，家家户户都要将饺

子煮下锅，取“岁更交子”之意

吃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清代宫

廷也很注重这一辞旧迎新的岁

更“饺子”。而民间除夕夜吃饺

子是在子夜时分，但皇帝那时

要祭祖礼佛，所以天子要到凌

晨三时后才能吃上饺子。

大清皇帝吃的是素馅饺子

大清皇帝过年吃的饺子都

是素馅。据说，当年清太祖努

尔哈赤因为夺取统治权时杀人

过多，所以在登上皇位的那年

除夕，对天起誓，每年除夕吃素

馅饺子祭奠死者。这就成了大

清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皇帝吃的饺子馅虽无特别

之处，不过是些长寿菜 (马齿

苋)、金针菜、木耳、蘑菇等等，但

清帝吃饺子用的食器却非同寻

常，用的是木胎描金漆的大吉

宝案。宝案面四周绘有葫芦万

代花纹，案的正中分别书有“一

人有庆”、“万国咸宁”、“甲子重

新”、“吉祥如意”等吉语，吃饺

子时用的四个珐琅佐料盘，各

装酱小菜、南小菜、姜汁、醋，要

分别压在四句吉祥语上。史载

记载，嘉庆四年 (1799 年)，嘉庆

帝吃饺子时，用了两只“三羊开

泰”纹饰的珐琅大碗，一只碗盛

素馅饺子 6 个，另一只碗盛放

“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各一

件。首领太监将两只珐琅碗放

在大吉宝案的“吉”字上，然后

“请万岁爷进煮饺子”。这时，

嘉庆帝才开始独自一人吃这素

馅饺子。

现在过年，经常会听到“新年快

乐”的祝福声，还能收到贺卡。虽然

假期不长，但是，新年的快乐感，还

是能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得出来。古

代当官的也过新年，也有三到五天

甚至七天的假期，只不过他们却怎

么也快乐不起来。

张亚琴 整理

唐宋官员过年也有七天假

古代官员过农历新年，从唐朝

开始才享受明文规定的假期。据

《唐六典》卷二所载开元假宁令：“元

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元正”指的

就是新年，宋代延续了这个天数，元

明清三个朝代则缩减为三天。

按说，官员新年休假可以回家

享受天伦，无奈集体活动太多，可自

由支配的时间太少，自然快乐不起

来。皇帝过年，还要祭神、祭祖、举

行宴会等等，当官的哪能不去捧

场？唐、宋两朝的皇帝过年花样最

多，除例行活动之外，还喜欢到处转

悠看风景，官员们也得跟着。而资

历浅的、没钱送礼的官员，新年要被

安排值班。

新年贺拜不堪其扰

新年贺拜不堪其扰，也是官员

难以快乐的一个因素。

古代达官贵人在新年里做的事

情不少，有一件事是必须干的，那就

是亲朋、同事之间的拜年贺节。

在《轩渠录》里有这样一个故

事，北宋时刘颁任职馆阁，“节日，同

舍有从者以书简盛门状遍散于人

家”，就是有同事命侍从捧个名片盒

子，以散发名片的办法给朋友同僚

贺节，可见新年假中相互拜年贺节

的风气形成已久，已经到了不胜烦

扰，因而用分送贺卡代替的地步。

请人送贺卡，也是需要付跑路

费的，刘颁却想出了一个很幽默的

办法，既不用请小工，也不花钱，而

是钻空子：“贡父（即刘颁）知之，乃

呼所遣人坐别室，以酒炙犒之，因取

书筒视之。凡与有一面之旧者，尽

易己之门状。其人既饮食，再三致

谢。遍走巷陌，实为贡父投刺，而主

人之刺不达”。一顿酒食解决了所

有的难题。

春联
国君过年也要讨吉祥

家家户户在门前贴上祝福话语的春联，是每逢春节的一

道风景。而这春联的产生，和当年的帝王家有关。其实，帝王也和

百姓一样希望在一年之始讨个好彩头，不仅自己贴，明太祖还亲自帮老

百姓写春联。 朱玉婷 整理

饺子 帝王年夜饭不可少
年夜饭，是中国传统春节里的一出重头戏。每当这时候帝王家也会精心筹备年夜饭，一边品尝美

味佳肴，一边闲话家常尽享天伦。饺子，便是这年夜饭桌上不可少的。和百姓不同的是，帝王家为了

祭祖可是要等到三更半夜才能吃上热气腾腾的岁更“饺子”。大清皇帝为了祭奠祖先，吃的都是素馅

饺子。 朱玉婷 整理

放假
王侯也为值班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