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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送子
生生不息的生命意义
《易·系辞上》说：“生生谓之易。”“生

生”即生生相续，一个生命滋生出另一个生
命。生命本身可以新的生命，在新生命中又
可滋生出“新的生命”，以至无穷。在几千
年前中国人的寓言故事中，就已经流露出这
个思想。愚公对人说，我死了有我的儿子，
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可以说这是国学所强调的一以贯之的思想，
那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生命的延续，各位耳
熟能详的“麒麟送子”的习俗，以及中国人
重视诞生和产育的习俗，正是这种文化精神
的最为生动的体现。

自从有人类以来，有生必有死，生与死
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两大基本主题。远古
的人们对于生命从何而来充满神秘而浪漫的
想象，“简狄食卵”的神话正是这种想象力
的显示之一，而这种想象力的结晶至今还保
存在我们某些古老的习俗中。

在中国文化进入成熟的农业文明之后，
我们的先人从大自然“春华秋实”的自然现
象中得到启发，“麒麟送子”就是对于生命
意义的最好阐释。每逢岁末，城乡家家户户
张贴年画、门神以及对联等，以增添节日的
喜庆气氛。这种习俗在中国农村至今流行。
在中国历史上，四川绵竹年画、天津杨柳青、
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的木版年画在全国最
为著名，被誉为中国“四大年画”。桃花坞年
画是其中之一。桃花坞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以
北，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
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
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
桃花坞年画的印刷兼用着色和彩套版，构图
对称、丰满，色彩绚丽，民间画坛称之为“姑
苏版”。这幅传统的麒麟送子图就表现出桃花
坞年画精细秀雅的典型艺术风格和工艺特色。
传说中，麒麟为仁兽，是吉祥的象征，能为
人带来子嗣。相传孔子将生之夕，有麒麟吐玉
书于其家，上写“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
意谓他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此说难以确
信，实为“麒麟送子”之本，见载于王充
《论衡·定贤》及晋王嘉《拾遗记》。民间有
“麒麟儿”、“麟儿”之美称。南北朝时，对聪
颖可爱的男孩，人们常呼为“吾家麒麟”。此
后“麒麟送子图”之作，作为木板年画，上
刻对联“天上麒麟儿，地上状元郎”，以此为
佳兆。民间普遍认为，求拜麒麟可以生育得
子。唐杜甫《徐卿二子歌》：“君不见徐卿二
子多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
送，并是天上麒麟儿。”胡朴安《中华全国风
俗志·湖南》引《长治新年纪俗诗》：“妇女围
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及纸龙
好，能作麟麟送子来。”原注：“妇人多年不
生育者，每于龙灯到家时，加送封仪，以龙
身围绕妇人一次，又将龙身缩短，上骑一小
孩，在堂前行绕一周，谓之麟麒送子。”

在民俗观念中，有“百子”与“贵子”
的崇尚观。百子，是对子孙繁衍的“量”的
要求，在农耕时代，人丁兴旺是五谷丰登的
基本前提；贵子，则代表着对子孙繁衍的
“质”的要求，“贵子”之“贵”，不但含有
富贵的心愿，还含有社会地位、仁厚品德诸
方面的要求。这种心理与观念既来自国学渊
源，也有民俗文化的选择、消化、重建与润
色，形成更为具体的程式，通过口传的、行
为的、物化的诸种形式的传承而日益深入人
心、广为传播，尤其是当其物化为种种工艺
品形态时，它便成为民俗文化传播的绝好形
式。所以，我们在看民俗工艺品时，感受到
的是民众的国学智慧与乐观精神，其创造展
示了一个个富有生命意义的世界，即使像一
般的肚兜，满绣着“麒麟送子”之类的花
样，是装饰，也是心的写照，流露出美化生
活的愿望和乐观的情趣。

新春祭祀
天人合一的哲理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

才同一的思想是整体中国人认识自然的核心，
《易》把“变”作为宇宙的普遍规律，其变化
而产生阴阳，根据阴阳建立六十四卦，在众
多复杂多变的事物中，提出“天地人”的重
要概念。《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把
“天”“地”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气力，而
不是西方意义的“神”。天主日月，“日月丽
乎天”，证实是自然界的天，而不是虚无飘渺
的神道中的“天”。《乾卦·文言》：“与天地合
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易·系辞》云：“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周

易》以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
适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
然，人与自然应是和谐的，
而不是敌对的。人不是消极
地顺从天地之道，而要象天
那样“天行健，君子以发奋
图强”（《乾卦·象传》）。

大家都知道，民俗中
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岁
时节令，而春节民俗最重
要的内容就是祭祀。腊月
二十四“送灶”，为了怕灶
神到天上去说出人间的过
失，所以就用糖粘住灶神爷
的牙齿，具有戏谑的“贿
神”成分，还有腊月二十五
俗谓诸佛下降，要扫屋尘，
称为“除残”或者“掸尘”；
还要祭祀祖先。就是一年到
头，将天神地祇、列祖列宗
请到人间，天地人沟通汇
集、协调合作，共同对付邪
祟一类不好的事物，维护人
间的幸福安康，这些构成春
节仪式活动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还可以从“贴春联”的
习俗来思考，可别小看了这
一夜之间贴遍千家万户门面
的一副副对联，小小对联连
接着整个世界，上下两联以
配阴阳，虚实对应以配乾
坤，举偶对仗，概括天地宇
宙，囊括古今人生。小小春
联，富贵之家可以锦上添花，
贫苦人家顿时蓬荜生辉，普
天之下，皆大欢喜。

其实，这些习俗形式
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
“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
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论语》） 老
子说：“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老
子》）与自然相通相依，协
调一致，和谐共处，具有
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思想。与西方民族
的一些节日形成对照的是，
西方民族的节日大抵与人事有关，起源于农
耕文明的春节则充分体现中国人对自然的亲
近、对生命的关怀和对人情的呼唤。中国人
按照自然节律生活劳作、春种夏锄，秋收冬
藏，充分顾及了日月星辰、四季更替、地球
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社会生活中的
传统节日，安排得如此巧妙，是先民们时间
意识自觉的产物，是中国人“天人合一”世
界观的具体体现。在春节中我们感悟“天人
合一”的观念，增加对人生的内涵和对于生
命价值的认识，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明心
见性，启发德性，明德修身。春节所聚焦的
不正是中国传统国学的核心内容吗？！

除旧布新
不变求变的开端意义
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存在这样的悖论：

一方面，几乎历来的思想家与学者，都强调风
俗的变革，要“移风易俗”、“整齐风俗”。他们
强调“不有新变，岂能代雄”、“一代有一代的
风气”。另一方面，每当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传
播，一种新的社会景象或社会风俗风行时，也
总有人痛心疾首，“世风日下”、“道德颓丧”。

变与不变成了中国国学传
统中长久的纠葛。其实，国
学经典的易经就是在说变
化，“易”的本义就是变，哪
能不变呢？世间万事万物都
处于无休止地运动与变化
之中。《周易》是一本谈变易
的书，同时又谈通，故而谓
“通变”。“化而裁之为之变，
推而行之谓之通。”变是流
通的，通是在变化的万物中
包含的永恒、相对不变的因
素。《周易》举了一个生动的
例子予以说明：“变通莫大
于四时”，四季更替，草木枯
荣，一切都在变；但是终则
有始，始则有终，循环往复，
以至无穷，这又是不变。这
是一种无往不复的通变观。
推之于人伦，也复如是，国
学传统也讲究变，但更注重
在不变中求变。《周易》被置
于六经之首，就是要从变易
中找出不变的道理。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
还是以新春佳节为例，自古
以来，人们都强调春节作为
一年开端的意义。“正月一
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
朝，故曰：‘三朝’，亦曰：‘三
始’。”（《尚书大传》）意思是
说：正月一日是一年的开
端，一月的开端，一日的开
端。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
说：“正月一日为元日，亦云
‘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
之元。”意思是说：这一天是
新年的开端，新季节的开
端，新月份的开端。任何事
物的开端都是一件重要的
事情，可以引发哲学家的无
穷遐想。“开端”的意义给予
世俗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一
种总结过去，期盼、规划和
开辟未来时段的当口和节
点。春节的全部传统意义都
是围绕着“开端”而存在的：
宇宙的诞生、万物的起源、

文化的建立、新生活的开端。
这可以从春节燃放鞭炮和年初一的“鸡

日”习俗的早期含义来理解。现在坊间对于过
年燃放鞭炮的解释，是用爆竹之声响吓走
“年”的怪兽，赶走怪兽恶鬼，就是驱邪赶祟；
另一说是“迎神”，例如年初一欢迎灶神的归
来。不论是“赶鬼”还是“迎神”，两种说法，都
只是传说而已，而且也只说到了这个习俗“显
意识”，比较容易为世人所接受；其深层的意
蕴在许多创世神话中有强烈的表达，不为人
们所直接认识而已。鞭炮的形状、声响和结果
都与混沌神话一致，在宇宙起源的神话中，类
似于鸡蛋这样一个封闭体的混沌被打破，天
地由此开辟。而竹筒和鞭炮就像混沌一样具
有封闭形状；竹筒被烧而炸裂，鞭炮被炸而粉
碎，清烟上升而为空气，其他较重物体落而在
地，也仿佛混沌初开、天地分离的瞬间。开天
辟地，当然是开端的最高象征，燃放鞭炮确实
具有实际的象征意义，否则它怎么成为过年开
门的第一件事呢！春节的这层开端象征意义还
被人们引入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新人
婚礼、新店开张、建房仪式等也燃放鞭炮，这些
都是由春节燃放鞭炮引申而来的，都是用放鞭
炮象征新事物的诞生。我们再看从南北朝时期

就有的“贴画鸡”习俗，《北齐书·魏收传》引南
朝董勋《答问礼俗》：“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
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
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有
人说主要是“鸡”与“吉”同音，此解释过于简
单。其实，在古代神话中有鸡是“重明鸟”的说
法，尧时友邦上贡一种重明鸟，能吓退妖魔鬼
怪，因为重明鸟样子像鸡，鸡在古代又是“五德
之禽”，以后人们就逐步画鸡贴在门上，或者剪
窗花贴在门窗上，金鸡报晓，它守夜而不失时，
结束黑暗，迎来光明，也具有开端意义。春节象
征着宇宙开辟，万物生长，一切都获得了新生
命。这种意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惜随着神
话的逐渐消失，春节的这一层象征“万物初
生”的意义也逐渐被人淡忘了。

春节除旧布新的开端意义可以给当代人
通过一种年底清理的方式，新的一年，新的开
始，它给顺利的人更多的梦想，也给许多不顺
利的人以希望。尤其是每个人生命的不灭是通
过后代来体现的，这也让年老之人努力克服对
死亡的恐惧有了足够的精神力量。人们把春节
的这种开端，作为新的奋斗的起点，说它是个
人、家庭、群体乃至民族以及整个国家整个生
活节律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是并不过分的。

趋吉避凶
迎春纳福的社会意义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
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的王
安石的《元日》诗描绘了中国人欢度春节盛大
的喜庆情景。清代潘荣陛撰《帝京岁时纪胜》
记道：“出门迎喜，参药庙，谒影堂，具柬贺节。
路遇亲友，则降舆长揖，而祝之曰新禧纳福”。
这清人“新禧纳福”四字颇值得仔细回味，“福”
是什么？就是讲究平衡与和谐，既要通过合理
合法不影响健康的工作得到你没有的，又要珍
惜现在已经拥有的，不要得一个，失一个，得失
相抵，更不要得不偿失。“福寿康宁”，是符合人
性的共同的愿望和追求，它的内涵相当丰富，
超越了地域与时空，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人们的
追求和奋斗的终极价值，具有广泛的心理认同
基础。损人谋福为恶，以诚求福为善，为民造福
为贵，就是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别人
好，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
好”，希望天下苍生都平安、富足、健康、快乐，
这是福的境界，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中“仁”的体
现，这种“新春纳福”就具有强烈的道德感，是
今天我们应该加以弘扬和倡导的。

再说与“纳福”紧紧相随的是“趋吉避凶”
的观念，相互拜年时的一句祝福语，哪怕是简
单或者省略为“新年快乐”四个字，过年中的
种种“口彩”，都反映着一种心理企盼，这就是
谋求吉祥、平安、顺遂和成功，避免凶祸、灾
难、疾疫和失败，它是怎么也不能归为迷信一
类的。“趋吉避凶”是民俗文化中所有事项的
核心价值观念，因为它是符合人性的需要而
产生的。人之为人，首先是一种“活着”，或者
叫存在，世俗生活中，第一位的任务就是生
存、安全，然后要有所成就，实现自我。这是一
种人的本能。古时候科学不发达，人们对自
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认识还处于蒙昧阶段，
“趋吉避凶”就是先民们一种基本的诉求。人
们看到，造物主用自然物和自然力给天下民
众带来福祉，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各种资源，
同时，也会使人们受苦，洪水、瘟疫、地震之类
的自然灾害肆虐对人们的危害极其惨烈，当
人们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后，社会力量的压
迫有时比大自然的侵扰还要可怕。在那种社
会条件下，在小生产汪洋大海的国度，老百姓
就是风浪中风雨飘摇的一叶孤舟，既无力依
靠自身力量取得自然和社会的恩赐，也无力
挣脱这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怎么办呢？那
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热烈地追求
“新春纳福”，小心翼翼地“趋吉避凶”，这就是
春节民俗中纳福文化存在的根由。时至今日，
人们的日常生活匆忙而功利，许多人精神焦
虑而孤独，谁不希望来年“福星高照”、有个好
运气？！谁不希望躲避灾祸和病厄呢？！

" 麒麟送子年画

" 旧时新年风俗“贴画鸡”

" 新春纳福剪纸

" 光绪年间《灶君宝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