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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礼仪（上）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传统节日对于每一

个炎黄子孙来说更象征着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每一个传

统节日背后的背景，文化故事，都向自己的后世子孙诉说着历史故

事和那些为国为民甘愿奉献一切的中华英雄儿女。传统节日礼仪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的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

传统节日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例如除夕、春节、清明、端午、七

夕、中秋等等。也许现在忙碌的日子，已经让我们对这些节日过于

程式化，甚至它们已经被我们渐渐忽略，淡忘了。

清明节

中秋节，是和月亮有关的节日。古

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

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后来赏月重

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

娱。民俗专家牛耘称，从周代起就开始

了祭月仪式，祭月时间是在中秋月出时

开始祭祀，中秋祭月，关键是向月神示

敬，中秋无月甚至下雨，都可以祭月，凡

是月光能照射之处，都可以举行，如遇阴

天，可以向月亮的方位摆放祭桌。

可这种礼仪发展到现在，已演变成

为在月圆时刻，与家人团聚的欢乐时

刻。于是，我们会在中秋夜吃月饼，赏明

月，并听着老人们叙述着过去的祭月礼

仪。

严挑祭月人选和道具

参加祭月的人中选一名主祭(统领

工作)，一名赞礼(相当于主持人)，若干执

事(主祭的助手)，一般以年长的女性长辈

或家庭主妇担任主祭。按照传统，“男不

拜月，女不祭灶”。所以男子一般担任赞

礼、执事协助祭月。

所选用的祭桌一张、草席若干条，以

便行拜礼之用。普通小型香炉一盏，香

若干，还有盘碟碗盏等祭品盛器若干、红

烛两根，用以照明、烘托气氛及点香

用。 普通的酒一瓶，酒杯三只。还有必

不可少的月饼、糯米圆饼、瓜果等祭品。

严走活动程序

祭祀如遇到下雨，可以转移到船上、

檐下或室内，但需打开门窗，面向月亮的

方向而祭。祭月可不穿专门的汉服祭

服。着适合秋季的汉服常服即可。

要注意的是，祭月前，需沐浴更衣，

以示对月神的诚敬。还要在祭月时向月

亮读祝文，可更好地表达诚敬。祭月祝

文，精短优美为宜，四言、五言、七言诗等

形式均可。

严行祭祀之礼

正规的汉民族祭月仪式，是以民族

传统的“经坐”坐于席上，拜时不是站立

鞠躬，也不是双手合十（这都不是真正的

民族礼仪），拜时，是行汉族正规的“拜

礼”。连续拜两次时，称为“再拜之

礼”。 经坐是膝盖并紧，臀部坐在脚跟

上，脚背贴地，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前

方。对于胡坐，道理一样，端正，两腿不

得叉开，双手放在膝盖上。双手可以握

拳，冲前方；也可收拢抱在腹部。

正规拜礼是直立，举手加额如揖礼，

鞠躬九十度，然后直身（这段叫鞠躬），同

时手随着再次齐眉。然后双膝同时着

地，缓缓下拜，手掌着地，额头贴手掌上

（这叫拜），然后直起上身，同时手随着齐

眉（这叫兴），然后根据礼节，平身或再

拜。平身时，两手齐眉，起身，直立后手

放下。连续行两次拜礼 。 张亚琴

民俗专家牛耘说，这一天，挂菖蒲、

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都成了最

重要的风俗和礼仪。这一天，就是端午

节，一个至今在民众心中占有相当分量

的隆重节日。

有人说，竹叶的色彩，艾草的青涩，

麦收的季节，构成了端午。而它，也是屈

原的祭日，他愁苦悲愤的面容已成为人

们永远的牵挂。

头戴腰插菖蒲和艾蒿

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端午节的礼

俗大同小异，而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

来，中国各地都一样。牛耘表示，头戴腰

插菖蒲、艾蒿是端午最基本的礼仪，尽管

现今已见不到人们做此行为了。

现在，江淮一带，包括全国大部分地

区都是把艾蒿和菖蒲用红纸绑成一束，

然后插或悬在门上。

孩子挂香囊

民间认为五月是五毒(蝎、蛇、蜈蚣、壁

虎、蟾蜍)出没之时，民间要用各种方法以

预防五毒之害。一般在屋中贴五毒图，以

红纸印画五种毒物，再用五根针刺于五毒

之上，即认为毒物被刺死，再不能横行了。

而大人们，都会送给孩子香包，让其

佩戴，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襟头

点缀之风。

戴香包颇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

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苹果

等形状的，象征着鸟语花香，万事如意，

家庭和睦。小孩喜欢的是飞禽走兽类

的，如虎、豹等。

食用“一红”和“五黄”

在端午节，江淮一带比较盛行吃“一

红”和“五黄”。“红”是红苋菜，“五黄”是

黄蟮、雄黄酒、黄鱼、咸蛋黄和黄瓜。

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的习俗，传说

可驱避毒虫。典型的方法是用雄黄酒在

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

借猛虎(“王”似虎的额纹，又虎为兽中之

王，因以代虎)以镇邪。

每家每户送钟馗像

钟馗捉鬼，是端午节习俗。在江淮

地区，家家都悬钟馗像，用以镇宅驱邪。

在合肥和芜湖一带，道士会给每家

每户送钟馗像，一般选在五月初三或初

四，在端午当天是不允许被送的。

而且，一般来说，端午当天，大家互

相来往的比较少，都会在各自家中过

节。 张亚琴

清明节是传统的纪念祖先的节日，其主要

形式是祭祖扫墓。这一习俗相沿已久。著名

作家陈家桥说，这一天，是悼念故去人的节日，

旧时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头百姓，都要在这

一节日祭拜先人亡魂。从唐朝开始，朝廷就给

官员放假以便于归乡扫墓。参加扫墓者也不

限男女和人数，往往倾家出动。这样清明前后

的扫墓活动常成为社会全体亲身参与的事。

清明节，实质上是加强了所有家族成员联系的

纽带，表达了人们对生命源头的敬畏。

祭祀礼仪有规矩

扫墓时，首先整修坟墓。这种行为一方面

可以表达祭祀者对亡人的孝敬和关怀，另一方

面，在古人的信仰里，祖先的坟墓和子孙后代

的兴衰福祸有莫大的关系，所以整修坟墓是不

可轻忽的一项祭奠内容。

祭祀的时间，各地有所差异。旧时，北京

人祭扫坟墓不在清明当天，而在临近清明的

“单日”进行。只有僧人才在清明当天祭扫坟

墓。浙江丽水一带则在清明节的前三天和后

四天的范围内扫墓，称为“前三后四”。据省民

俗学会秘书长王贤友介绍，江淮一带祭祀时间

都是在清明节前三天或后三天，不选择在当

天。

祭扫方式有区别

清明祭扫仪式本应亲自到茔地去举行，但

由于每家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不一样，所以祭

扫的方式也就有所区别。“烧包袱”是祭奠祖先

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亦作“包裹”是指孝

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南纸店

（纸张笔墨都是从南方运来的缘故而得名）有

卖所谓“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

种形式：一种是用木刻版，把周围印上梵文音

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用来写上

收钱亡人的名讳。

有的富户要携家带眷乘车坐轿，亲到坟茔

去祭扫。届时要修整坟墓，或象征性地给坟头

上添添土，还要在上边压些纸钱，让他人看了

知道此坟尚有后人。祭罢，有的围坐聚餐饮

酒；有的则放起风筝，甚至互相比赛，进行娱乐

活动。是扫墓又是郊游，兴尽方归。

朱玉婷

中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