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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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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
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
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期间，
我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
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
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中国农历年的岁首称为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也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据记载，
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4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由虞舜兴起的。公
元前两千多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拜
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算是正月初一。据
说这就是农历新年的由来，后来叫春节。春节过去也叫元旦。
春节所在的这一月叫元月。

但是，中国历代元旦的日期并不一致：夏朝用孟春的元月为
正月，商朝用腊月（十二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
十月为正月，汉朝初期沿用秦历。汉武帝刘彻感到历纪太乱，
就命令大臣公孙卿和司马迁造“太阳历”，规定以农历正月
为一岁之首，以正月初一为一年的第一天，就是元旦。此后
中国一直沿用夏历（阴历，又称农历）纪年，直到清朝未年，
长达2080年。



春节不同时代有不同名称。在先秦时叫“上日”、“元日”、
“改岁”、“献岁”等；到了两汉时期，又被叫为“三朝”、
“岁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元
辰”、“元日”、“元首”、“岁朝”等；到了唐宋元明，
则称为“元旦”、“元”、“岁日”、“新正”、“新元”
等；而清代，一直叫“元旦”或“元日”。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废除
旧历改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并决定以公元1912
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1月1日。一月一日叫新年，但不称元旦。
但民间仍按传统沿用旧历即夏历，仍在当年2月18日（壬子年
正月初一）过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
此，1913年（民国二年）7月，当时的袁世凯批准以正月初一
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夏历
岁首称“春节”。现行“春节”称谓只有95年历史。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
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
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24节气的“立
春”恰在农历年的前后，故把阳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
农历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

地球绕太阳一周，历法上叫一年，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但
是，人们根据春、夏、秋、冬四季节气的不同，就以夏历正
月初一为一年的岁首。每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
半夜子时（十二点）过后，春节就算正式来到了。

临近春节，人们采办年货，除夕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
饭。贴年画、春联；迎接新的一年来临。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春节庆祝活动更为丰富多彩。不仅保留
了过去民间习俗，剔除了一些带有封建迷信的活动，而且增
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使春节具有新的时代气息。1949年12
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过新年的形式各有不同。汉
族、满族和朝鲜族过春节的风俗习惯差不多，全家团圆，人
们吃年糕、水饺以及各种丰盛的饭菜、张灯结彩，燃放鞭炮，
并互相祝福。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极为丰富多样，有舞狮、
耍龙的，也有踩高跷、跑旱船的。在有些地区人们沿袭过去
祭祖敬神活动，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平安、丰收。古代
的蒙古族，把春节叫做“白节”，正月叫白月，是吉祥如意
的意思。藏族是过藏历年。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是过“古尔邦节”。春节也是苗族、僮族、瑶族等的盛大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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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
鬓明朝又一年。

2. 十上书仍寝，如流岁又迁。望家思献寿，算甲恨长年。虚
牖传寒柝，孤灯照绝编。谁应问穷辙，泣尽更潸然。

3. 新蕊迎春俏意暖，年过又增一岁月。快似流云又一载，乐
哉人生遇知己。

4. 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何彼襛矣，华
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
子，平王之孙。

5. 旧年钟声入新年，爆竹阵阵岁经添。奈得华夏将抖擞，仓
有余粮库有钱。

6.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
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7. 恭迎佳节庆团圆，祝愿神州凯歌旋。大海横舟行路远，家
国情怀扬远帆。新春风光景象妍，年唱欢歌荡云间。幸遇龙



腾虎跃天，福满人间万家传。快看华夏喜空前，乐见百花桃
李艳。

8. 民风习俗尊先贤，良辰牵喜拜早年，红包手捧乐孩童，美
酒盈杯笑语欢，吾来汝往祝福到，妙语连珠献吉言，倘有故
交巧相逢，久别难续话从前。

9. 笑语欢歌度虎年，品茶煮酒菜肴鲜。三山春至朔风去，五
岳寒消暖意连。瑞气来临清竹挺，阳光普照腊梅妍。增添一
岁农家乐，着力倾情创业篇。

10. 除夕时闻爆竹频，不闲锣鼓闹红尘。开元复始风潜暖，
一夜天苏万丈春。

11. 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从此剪刀闲一月，闺
中针线岁前多。

12. 君国无穷感，乾坤此夕心。纷纭新旧事，慷慨短长吟。
家宴喧儿女，门符阅古今。围炉閒守岁，莫负酒杯深!

13. 新雪时舞蹈，年夜思悄然。快意吟诗句，乐在得团圆。

14.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
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
兮。

15. 恭送金虎旧岁去，祝语千万迎玉虎。大地梅香瑞雪舞，
家家欢歌笑语稠。新春对樽话屠苏，年年好运无烦愁。快意
人生勤奋斗，乐享生活创奇谋。幸在盛世舞乾坤，福禄康健
业千秋。

16. 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虎粪火中烧芋子，
山人更吃懒残残。



17. 炊烟袅袅，家的味道。分外妖娆，冬的味道。天荒地老，
爱的味道。喜上眉梢，笑的味道。两肋插刀，情的味道。美
酒佳肴，年的味道。新年快乐，祝你安好。

18. 新始一见源声清，年头辞月迎日升。快计离调夬心去，
乐意来人先争从。

19.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
一星如月看多时。

20. 爆竹声声夜未央，凉风习习草如霜。披衣不寐思何处，
墙里蔷薇墙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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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许多传统节日，最热闹最有名的就是春节。

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也是整个春节的第一天。这一天，
小孩子们不能够睡懒觉，要早早地起来，穿上新衣服，这意
味着除旧迎新。全家人围在一起吃汤圆，希望全家人能够团
团圆圆。吃完汤圆，大家还会放鞭炮。据说古时候有一种怪
物叫年兽，它专门吃小孩，人们为了赶走年兽就发明了鞭炮。

春节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那就是走亲访友。我们会去亲戚
家做客，联络联络感情。大人们还会给我们小孩子压岁钱。
据说在大年三十的怪物“年”来过之后，还会出来一个人们
看不见的怪物——祟。祟转来转去，专门找小孩子。祟只要
一摸小孩子的头，这个小孩子就会变老，祟的寿命就变长。
有一个小孩子晚上睡觉，拿红纸包银亮亮的钱币玩，祟找到
了这个小孩，刚伸手摸小孩儿的头，却变成一股烟消失了。
人们认为这是红纸和钱币的功劳，于是每年都给孩子们发红
包，还给红包里的钱币取了个新名字——压岁钱。



春节真热闹呀！我最喜欢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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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有这样一个热闹非凡、无处不在的传统节日。它带
来了新的气象，新的欲望，赋予更多的象征与祝福。它就
是——春节，中国人把春节当成一件重大的事情。而在今年，
我体验到了全新的节日气氛，感受到在城市过年的气息。

往年我们都驱车回到乡下过年。在乡下，家家户户都十分热
闹。无论路途多么遥远，旅途多么疲惫，为了回家过年，为
了回家探望家人，为了全家人团圆，都从千里迢迢之外赶回
家乡。顿时无名乡下变得人来人往，好似一个风景区。挨家
挨户门前都喜气洋洋地挂上一盏红灯笼，远远望去犹如一只
龙正在休息，预示着红红火火，发大财。待到初一大早，便
开始了串门。你来我家，我去你家，喝上一杯热茶，吃上口
甜品，给别人甜一下，预示他合家安康，同时自己也得到幸
福。乡下的春节可谓是其乐隆隆，乐到其中。可是今年，爸
爸临时宣布不回老家，就在城市过年。我重来就没有在城市
过年，这次春节可要与众不同了，我十分期待春节将至。

度日如年，在盼望中，热闹的春节来临了。春节早上，我们
全家人走在去往亲人的家大街上，原本以为街上会张灯结彩、
红旗飘飘，可是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外。那繁华的城市主
干道，就在这期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是当铺还是名
牌店都紧闭大门，没有一家店铺营业；不管是自行车还是豪
车早已无影无踪，除了过往车辆，再也没有车的出现；地上
的垃圾并非像以往工作时那样多，几乎不需要清扫，好让清
洁工人休息几天……我先是惊讶一番，然后渐渐的感受到城
市的春节如此安静，好似一座空城，给人一种畏惧的感觉！

现在我开始怀恋在乡下过年。那红瓦黄墙的房子，那草长莺
飞的二月，枝头上的小鸟欢快的唱着，涓涓细流的小溪，缓
缓地流淌着，发出清脆的流水声。我们全家人沿路拜年，每



家每户都十分热情款待。我们走近客厅，坐在茶几旁，电暖
灯照着我们。喝上一杯热茶，品上一口甜品，多么美味！一
切似乎都那样生机，那样温暖！可现在，顶着寒风，穿梭马
路，一切又那样的寂静，真是天壤之别啊！我开始想打退堂
鼓，对着城市的春节有些怨倦，没有了刚才那种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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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又来了。每个家庭都燃放鞭炮来迎接新年的到来。门上
贴着红对联，街巷里装饰着灯，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
容，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节日到处都是。

一些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品尝美酒佳肴，谈论一些快乐的话。
最开心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存很多压岁钱，然后开心地上街买
很多好玩的东西，说更多的祝福，然后我们可以赚很多钱！
之后，我可以上网，和我的朋友聊天，互相祝福。嘿，友谊
更好。

人们一直玩到深夜，嘴里吃着美味的水果，手里放着鞭炮和
烟花，大人小孩唱歌跳舞，开心地玩耍。

中国新年真的很快乐！我又长大了一年！在新的一年里，我
必须更加理智，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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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多传统的节日都跟神话故事有着联系，相传，古
时候一种被称为“年”的恶兽。其头长触角，身材魁梧，异
常凶猛。每到腊月，它便窜村挨户，寻觅食物，尤其喜欢食
幼儿。为了保家园平安村民们想了很多法子，可却都没效果。
有一天，年兽进村恰逢二孩童玩耍鞭炮，没想到啪啪的响声
竟吓得这恶兽夺慌而逃。从此人们便摸准了"年"有怕响，怕
红，怕光的弱点，一年复一年，从最初的驱邪转变为迎新的
风俗。



说法二

我国古代的字书把"年"字放禾部，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由于谷禾一般都是一年一熟。所"年"便被引申为岁名了。我
国古代民间虽然早已有过年的风俗，但那时并不叫做春节。
因为那时所说的春节，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

南北朝则把春节泛指为整个春季。据说，把农历新年正式定
名为春节，是辛亥革命后的事。由于那时要改用阳历，为了
区分农、阳两节，所以只好将农历正月初一改名为"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