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春节的名家散文有哪些(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写春节的名家散文有哪些篇一

家乡的春节，是微风拂过的日子，是餐桌上一盘盘热气腾腾
的饺子，是一副红底金色的春联，是燃放鞭炮时一张张洋溢
幸福的笑脸。

吃饺子

小小的饺子，营运的是团圆的温馨，蕴涵的是丰富的亲情。

贴春联

在我的视线里，春联是家乡人辞旧迎新的寄托，是家乡人对
新生时光的期盼，是节日喜庆气氛的第一。“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就是春联，成千上万的人家，
都在太阳初升，将明末明之际，贴上心的春联，迎新新年的
到来。

传说中哪个名叫“年”的鬼，早就在一年又一年的火红中逃
离了世界。如今的“年”里，只有喜庆，只有希望，人们贴
上去的也只是火一样生活的热情。

燃爆竹

在我的想象里，银装素裹的冬天是被大地红的鸣响赶走的。
寒冷去了，温暖来了，于是我的河流咔嚓一声解冻了，我的
花儿也千里迢迢穿越寒冬抵达了春天，我自己也从年的那一



头跑到年的这一头，辞旧迎新啊，我的心里生长着喜悦的枝
杈，我用青春的火柴点燃勇敢、点燃激情。于是，青春与激
情在喜庆团圆的爆竹声中拔节，拔节，再拔节！

如果游子听到春节临近的爆竹声响，恐怕是要激动的流下泪
来了吧!为了不流泪，所有的人才不远万里都要回到家乡，共
度春节。爆竹声是以示团圆的一万个理由。

吃饺子、贴春联、放喜庆的爆竹，在这春节的习俗里，包含
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那么，这样的事就会变成一副天然诗画。

写春节的名家散文有哪些篇二

“三十日夜的吃，正月初一的穿。”不但大鱼大肉的饭菜好，
粽子年糕的点心多，还有橘子荸荠，甘蔗金蛋，又有橘子花
生可以消闲；穿着红红绿绿的新衣服，小孩子过年，本来高
高兴兴，是可以快乐的。但我自幼，每到过年，总感觉到遗
恨，就因为是言论不自由。在做小孩子的时候，生着嘴巴，
常是弄些吃吃固然要紧，随便谈谈，也是很需要的。一到过
年时节，说话就时刻受人干涉：平常说惯的话不能照样再说，
什么杀，什么死，这一类字样不能提到，连声音相像的也要
避忌。还要说起好听的话来，什么长生果，什么八宝菜；藕
要叫做偶偶凑凑，熟的叫做有富。明明是一个人死了，在平
常是说得很痛快的，死了，说死了就是；到了过年时节，像
《彷徨》中的《祝福》上所写，要改口说作“老了”。这实
在是虚伪，我不佩服；何况不惯。因此随时存戒心，不敢随
便发言，故意做哑子。可是生着嘴巴总要活动，被人干涉不
免懊恼。肚子饱了以后，有得吃不再感觉到怎样；说话不能
自由，这可要不得。所以，以前一到将要过年的时候，现在
回想到幼时过年的情形，于高兴觉得快活之中，也是觉得有
点可恨的。



于言论不自由以外，幼时过年，我还有觉得可恨的，就是照
例去拜干娘的岁。我怕拜岁，元旦可以故意起身得迟，一起
身就跑到街上去看花纸，拨糖。要我向人伏地跪拜固然不甘
心，人家向我伏地跪拜也不愿意接受；当时年纪虽然还小，
可是成人的侄子侄媳妇得向我伏地跪拜，觉得受不了。拜干
娘的岁是我一个人的事，挑选日子，特地雇得船摇到十里路
远的城里去，是躲避不了的。送去两坛小京庄的老酒，一担
四盒，一对提盒，莲子白糖，桂圆全鸡。干娘白面团团的很
和气，总给我预备着花炮，糖菩萨。糖菩萨我所爱；但拜一
拜是不来的。到了干娘的面前，我照例躲到带我去的大姊的
老奶母的布裙后面。叫声干娘更不愿意，我总这样想着，既
然和我的父亲没有关系，何必叫她做娘呢。实在她并没有到
我家来过；无非因为我的大哥夭亡，怕得我也养不大，所以
结下这一份干亲，因为干娘是儿女成行的。迷信和虚伪的礼
节，成了我幼时过年可恨的第二点。

辛亥光复，民国成立，改用阳历过年，当时我在城里的中等
学校读书；学校里依照阳历放假，家庭中仍照阴历过年。为
着提倡阳历的过年，学校里于阴历过年时严格维持上课。青
年心理维新，对于社会习俗的守旧觉得可恨，记得有一年的
阴历元旦适值星期日；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还有埠船，第二天
没有开行的埠船，我和一个同学一直步行到校。人在学校里
上课，家中的年货吃不着，也觉得可恨。

晚婚的我，初在中等学校里教书时，寒暑假仍然住学校里。
尝见寺院中和尚贴着“念佛过年”的字条，以为“做小说过
年”也是一法。可是一般亲戚朋友，有家眷的，以为无家过
年太冷静，争来邀约过年，我竟被认作可怜人，弄得连做小
说过年也不成，这就使我觉得过年的另一可恨了。

后来转到深山的乡间；农村的风气朴厚，左邻右居要好；一
到年底；有的送大蒜来，有的送糕粽来，有的送自做的豆腐
来；房东送鱼来；无虑没得吃。可是到了元旦，自然是阴历
的，为难的事就来到；许多女邻居，三寸金莲穿着绣花鞋，



提着锡茶壶，拿着茶盆来敬一杯冰糖茶，算是要好，盛意难
违，却之不恭；当初我托故预先避开，结果要她们多走几趟，
或者老是坐着等候，只好勉强喝几杯，我名之曰恨茶。为着
在深山的村庄过年，我已喝了不少的恨茶。

如今孩子已经有点大了，社会的习俗依然，也正如《彷徨》的
《祝福》上所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不管战事
怎样激烈，一到年边，照例随时可以听到爆竹声；因此孩子
也要玩弄些花炮。过年的花炮火药气应该是香的，战场上火
药气可很臭。战争中的过年的花炮火药气不知是臭是香。不
能说是不臭不香；即使认作亦臭亦香，也很要不到；总是一
种可恨之气呀！

写春节的名家散文有哪些篇三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
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
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
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但是，感慨
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
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
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
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大家
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
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
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
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
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



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
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
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
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
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二月十五日。

写春节的名家散文有哪些篇四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
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
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
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

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
是祭祖祭神的。

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
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
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
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
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
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
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地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
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
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
特别快一些。

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



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历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
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
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
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掺和成的，
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
高级的用榛瓤儿。

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
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
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
儿。

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
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
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
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
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

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多少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
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有糖粘住灶王的嘴，
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
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
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
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
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
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
充。



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们，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
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
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咱们确是爱和
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
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
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

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
祭祖。这一夜，除了非常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
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
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
休息。

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
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
的'铺子，大家并不非常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
庙、逛天桥和听戏。

写春节的名家散文有哪些篇五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
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
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
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
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
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
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
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
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
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
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
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
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
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
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
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象卖宪书的，松枝的、薏
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
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
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搀合成的，
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
高级的用榛瓤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
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
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艺儿——风筝、空竹、
口琴等——和年画儿。

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
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快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
万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
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
炮声把灶王的纸象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
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
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
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
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



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
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
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
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
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
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
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
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作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
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
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作事
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
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
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
息。

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
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
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
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
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闹，因为人们还正忙
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
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
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骄车
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
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
技能。

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
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
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



逛天桥、和听戏。

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
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
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
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
的大街象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
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
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
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
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
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作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
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作成一两条碧
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

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合。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判，火
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
天灯，象巨星似的飞到天空。

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
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
由。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
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
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
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
的日子。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作事，
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
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
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
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齐过年，



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
夕的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
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
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
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
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
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的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
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许，现在
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
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
快乐的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