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年初一到初六的祝福语(优秀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年初一到初六的祝福语篇一

正月初五“送穷”，是我国古代民间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
俗。这一天各家用纸造妇人，称为“扫晴娘”，“五穷妇”，
“五穷娘”，身背纸袋，将屋内秽土扫到袋内，送门外燃炮
炸之。这一习俗又称为“送穷土”，“送穷媳妇出门”。

旧俗春节期间大小店铺从大年初一起关门，而在正月初五开
市。俗以正月初五为财神圣日，认为选择这一天开市必将招
财进宝。

农历正月初五，俗称破五。这一天，许多地方时兴一种叫
做“赶五穷”的风俗。

“破五”早晨进劳苦大众祈求吉利、幸福的日子。这天忌串
亲访友，也不准串门，说是走亲会把晦气带到别人家。

南方人在正月初五祭财神。民间传说，财神即五路神。所谓
五路，指东西南北中，意为出门五路，皆可得财。

大年初一到初六的祝福语篇二

民间此日要吃春饼卷"盒子菜"(熟肉食品)，并在庭院摊煎饼，
“熏天”。



用七种菜做成的羹，在人日的时候食用，以此来取吉兆，并
说此物可以除去邪气、医治百病。各地物产不同，所用果菜
不同，取意也有差别。广东潮汕用芥菜、芥兰、韭菜、春菜、
芹菜、蒜、厚瓣菜；客家人用芹菜、蒜、葱、芫茜、韭菜加
鱼、肉等；台湾、福建用菠菜、芹菜、葱蒜、韭菜、芥菜、
荠菜、白菜等。其中芹菜和葱兆聪明，蒜兆精于算计，芥菜
令人长寿，客家人喜用鱼一起煮，取食有余之意。汕头市区
的菜摊，在这一天将7件菜搭配好，论把算钱，不计斤两，人
们乐意接受。农村哪一户欠一两件菜，在地里采他人一二株
菜凑成七件，没人说他是贼。

人日节时，汉族女子用彩纸、丝帛、软金银等材料制成小人
的形状，戴于头上。也贴于屏风等处。

人日节，人们制作各种花胜（类人胜，样式为花朵）相互馈
赠。

捞鱼生时，往往多人围满一座，口中还要不断喊到：“捞啊！
捞啊！发啊！发啊！”，而且要越捞越高，以示步步高升。

吃面条的习俗，寓意着用面条缠住岁月的双腿，取长寿之意。

大年初一到初六的祝福语篇三

在中国过大年的民俗中，过年到初五是不能往外打扫垃圾的，
到了初六，家里就开始大扫除，往外丢垃圾。

因为初六日是厕神紫姑检查厕所的日子，故此，家家户户都
要打扫厕所卫生，可是现在的家庭都讲究卫生，图个干净，
扫地都用扫地机器人了，再说厕所都是新式的卫浴，收拾厕
所，更是无从谈起，故此，打扫祭厕的习俗基本已经不存在
了。

按照三六九，朝外走”的传统习俗，大年初六应该去公园，



广场或者是商城等人多的地方，而且在游玩的时候，还需要
将出行、游玩和回家的路程，设置成一个圆圈，圆圈在国人
的思想里，就有团圆美满的意思，同时，也预示着在新的一
年里，办事能够有始有终，求财能够全部到手，人们用这个
轨迹圈子，希望能够完美地圈住幸福、美满和吉祥。

在初六这一日，12岁的男孩（预示着六六顺），会被打扮
成“刘海”的形象上街，他的身后背着5个用彩纸或者白纸剪
成的小人，谁抢到这个小孩身后背着的小人，就预示着自己
抢到了财神，而被抢夺者等于是扔掉了穷神。

初六这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送穷神。

穷神是谁呢？在民间传说中，穷神即使上古帝王颛顼之子，
他虽然贵为帝王之子，可是天生就是一个穷命，他不仅喜欢
吃稀饭，穿破衣，而且早早地在正月的晦日就去世了。人们
就约定俗成，在正月初六送穷神。

送穷神需要准备征性的车船（芭蕉做的船），点明烛，还要
给穷神带上煎饼等干粮。只有这样，穷神才会走。

初六是马日。从事酒楼和饭店生意的人，从春节到初五，休
息了六日，在初六这一天才真正开始工作或做生意。开张做
生意时，不仅要放鞭炮，而且还要贴红对联，上面写“开市
大吉，开张利市”等等的字样。

可是酒楼饭店开业，也就是只限于开业，下面两桩在开业时
候，所必须要有的习俗，也已绝迹了。

商家为了讨一个好口彩，档口要放一个盆，或者是多个盆，
盆中装满大橘子，一个是取义红红火火的意思，第二个是取
义为“吉”多的意思。可是现在这个习俗，基本已经看不到
了。



大年初一到初六的祝福语篇四

迎神接神：年初四是诸神由天界重临人间之时。有“送神早，
接神迟”之说，所谓送神要一大清早就开始，而接神放在下
午也未迟。供品方面，三牲、水果、酒菜要齐备，还要焚香
点烛烧金衣。老板若想将某人“炒鱿鱼”，此日就不请他来
拜神。从初一到初四，商店闭门歇业，妇女不用针线。

大年初一到初六的祝福语篇五

年初四是诸神由天界重临人间之时。有“送神早，接神迟”
之说，所谓送神要一大清早就开始，而接神放在下午也未迟。
供品方面要齐备，还要焚香点烛烧金衣。老板若想将某
人“炒鱿鱼”，此日就不请他来拜神。

旧时商家春节休假后，一般都在初四晚上接请五路财神，初
五开市，以图吉利。

初四日下午三点，接五路仪式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直到晚
上九、十点钟结束。先是摆案桌，一般用两张八仙桌拼起来
即可。头桌是果品，寓意财路广阔，生活甜蜜；二桌是糕点，
寓意高升、常青；三桌为正席，供元宝汤等。半桌是饭、面、
菜，一碗路头饭中插一根大葱，葱管内插一株千年红，寓意
兴冲冲、年年红。第三桌上的酒菜须等接上五路财神后方可
奉上。大家满怀发财的希望，但愿财神爷能把金银财宝带来
家里，在新的一年里大发大富。

接五路须主人带上香烛分别到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
的财神堂去请接，每接来一路财神，就在门前燃放一串百子
炮。全部接完后，主人和伙计依次向财神礼拜，拜后将原供
桌上的马幛火化，表示恭送财神。仪式才算是结束了。

正月初四子夜，备好祭牲、糕果、香烛等物，并鸣锣击鼓焚
香礼拜，虔诚恭恭敬财神。初五日俗传是财神巡查和诞辰日，



为争利市，故先于初四接之，名曰“抢路头”，又称“接财
神”。人们深信只要能够得到财神显灵，便可发财致富。因
此，每到过年，人们都在正月初五零时零分，打开大门和窗
户，燃香放爆竹，点烟花，向财神表示欢迎。接过财神，大
家还要吃路头酒，往往吃到天亮。大家满怀发财的希望，但
愿财神爷能把金银财宝带来家里，在新的一年里大发大富。
民国时，各商店于年初四午夜至初五凌晨敞开店门，灯烛辉
煌，盛设供坛，接“财神”，并蜂拥去财神庙“换元宝”。

全家人要在一起吃折罗，打扫年货，并要到院中准备“扔
穷”。

大年初四全家在一起吃折罗，所谓折罗，就是把几天剩下的
饭菜合在一起的大杂烩，打扫年货。室内掸尘，屋内扫地，
垃圾堆到院中准备“扔穷”。一般商店要在初四晚上宴请大
小伙计，分发红包。过去北京有句老话：“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初四晚上掌柜的说官话。”宴会有酒有菜，酒后惯例是
吃包子。掌柜这时举杯祝贺，向大家道“辛苦”，这就
叫“官话”。官话讲完后包子端上来，掌柜的亲自夹包子，
包子放谁碗中，谁就被暗示已被解雇，被辞退之人饭后自动
收拾行李告辞，所以这顿便宴俗名叫“吃滚蛋包子”。

4、灶王爷要点查户口

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守在家里，准备丰富的果品，焚香点烛并
施放鞭炮，以示恭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