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后，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新
春晚会诞生了。除夕之夜，全国人民都可
以享受到由数千年“文化基因”调配的视
觉与文化飨宴——春晚。

新中国最早的春晚，可追溯到1956年
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纪录
片《春节大联欢》，涵盖戏曲、相声、歌舞等
多种节目，钱学森、老舍、梅兰芳等“大师
云集”，晚会节目通过广播向全国播放。

1958年，中国首座电视台——北京电视

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诞生，其后几年春节播
出的《笑的晚会》深受欢迎。1979年的《迎新
春文艺晚会》，开创性地将香槟、交谊舞、斗
牛舞等多个“洋气”的创意融合在一起。

1983年除夕夜，第一届央视春节联欢晚
会正式拉开序幕，此后的春晚迎来了发展高
潮。第一代小品王陈佩斯和朱时茂一碗接一
碗吃面条的滑稽喜感，相声大师马季在舞台
上四处吆喝“宇宙牌香烟”的讽刺幽默等经
典，至今都是难以超越的巅峰。近年来，央视

春晚上的《只此青绿》、北京卫视春晚上的《活
过一百岁》、河南卫视春晚上的《唐宫夜宴》等
节目纷纷“破圈”，不断带给人们新的惊喜。

龙年春节将至，今年央视和各地电视台
都将奉献给人们精心制作的春晚“年夜饭”。
其中，作为首都重要的春节文化品牌，北京广
播电视台春晚将以“我的春天，看我的”为主
题，为观众创新举办一场春晚现场版的“新
春大庙会”。不同形式的春晚，将让人们在

“和与乐”的喜庆团圆中欢度新春佳节。

新中国的春晚飨宴新中国的春晚飨宴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
对外国文化也是兼收并蓄，此时的春节也
由原来的祭祀祈福为主，渐渐变成了娱乐
的节日。新春守岁最早便始于隋唐皇宫，
这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中可见一斑：

“消息东郊木帝回，宫中行乐有新梅。沈
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遥望露
盘疑是月，远闻鼍（音tuó）鼓惊欲雷。”诗
里描述的正是宫廷守岁的盛况：新年的消
息传来，东郊的木梅花开放，宫中进行着
新的娱乐活动。沉香在庭院里燃烧，琼浆
玉液装满了寿杯。远远望去，露盘上的月
亮仿佛存在，远处传来的鼓声，宛如惊雷。

唐朝春节放假7天，宫廷除夕有大筵，
通宵达旦，重臣、亲属均需陪伴皇帝“入阁
守岁”。宴席共持续十多个小时，歌舞表
演内容丰富：有优人表演的滑稽节目，还
有以相扑、角抵为代表的竞技节目，此外
更有吞火杂技、耍刀功夫以及驯兽、舞狮、
口技等。最让人称奇的是“舞马”——高
头大马会按着音乐的节奏起舞，口衔酒
杯，半跪送至客人桌前，最多时百匹马同

时表演，活蹦乱跳的马儿在宫廷里犹如乖
乖听话的宠物。唐玄宗时，大年初一还会
让走索艺人到宫外表演，引来百姓围观。

不仅宫廷，民间各地的除夕夜也非常
热闹，唐朝初期的张说写过一首《岳州守
岁》：“除夜清樽满，寒庭燎火多。舞衣连
臂拂，醉坐合声歌。”诗里描绘的就是他任
岳州刺史时，当地人们春节守岁时醉舞酣
歌、辞旧迎新的欢乐盛况。

宋朝时，“春晚”进一步从宫廷贵族的
娱乐，变成了老百姓一年一度的盛会。根
据宋朝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的记载，

“元正”也就是春节这天，皇帝除了接受万
邦朝贺，到了晚上会在庆瑞殿办晚宴，放
烟花、赏灯、看“联欢晚会”，联欢晚会的规
格和正月十五那天一样。

那正月十五的联欢晚会什么样？《武林
旧事》在“元夕（正月十五）”中也有记载：正月
十五晚九点左右，皇帝驾临宣德门，乘着小
轿出来赏花灯，然后登上宣德门城楼，观赏
联欢晚会。宣德门楼下早已搭好一个大露
台，各类艺人在露台上表演文娱节目，百姓

们都在露台下观看，皇帝在城楼上观看，同
享晚会带来的欢乐。晚会的节目形式有“说
唱艺术”唱赚、“脱口秀”说浑话、相扑竞技赛、
光影表演弄影戏、舞蹈表演、傀儡戏、杂技、
魔术、弄虫蚁等。弄虫蚁是宋代风行的一种
训练虫蚁的技艺：艺人摆出一个水缸，以敲
小铜锣为信号，“凡龟、鳖、鳅鱼皆以名呼之，
即浮水面，戴戏具而舞，舞罢皆沉”，颇为神
奇。可惜宋代之后此技就失传了。

到了明朝，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除了
看节目、放烟花，还出现了“看戏”。根据明
朝李乐撰写的《见闻杂记》记载，每年春节
前夕，戏班成了“香饽饽”，就连大户人家请
戏班唱堂会都得提前两个月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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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团圆、喜迎庆贺，是每个中国人
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与仪式，也是远离家
乡的海外华人的精神支柱。如今，在一代
代华人的实践与推动下，中华民族的春节
习俗正以昂扬的姿态走向世界，被越来越
多国家的人们接受并积极参与其中，国外
春节的年味儿也越来越足。

“春节”在海外扎根
1895年8月，我国第一批移民抵达加

拿大。1896年2月14日，纽芬兰地方媒体
《每日新闻》报道了华人到来后的第一个
春节。其中写道：“高华新街的天朝人举
行了一次特别的庆祝活动。他们采用的
庆祝方式与我们不同，十分喧闹，吸引了
很多人在他们的店铺周围观望。洗衣店
内灯火通明，还燃放了烟火。”“中华春节”
的到来，着实激起了当地人的好奇之心。
春节习俗也随之扎下了根。

随着海外华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华

春节”也日渐被世界人民接纳，甚至成为了
联合国假日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节
日。至此，“春节”的根系已十分粗壮。

海外春节倍儿有“仪式感”
每逢新春，世界各地的春节仪式便相

继拉开帷幕。
纽约帝国大厦已经连续23年点亮“中

国红”：1327 只彩灯一改往日红、白、蓝三
色，亮起了华裔所喜爱的红、金二色，以庆
贺中国的农历新年。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的“新年花车游行”也很令人期待，去年的
农历新年，花车游行吸引了约十万民众夹
道观赏。而今年1月28日，在柏林及勃兰
登堡地区，近千名中国留德学生学者欢聚
一堂，提前庆贺甲辰龙年的到来。晚会现
场民乐、脱口秀等各类节目精彩纷呈，海
外游子也有了独属于他们的异乡“春晚”。

中华文化的贺岁“特产”
风靡海外的舞龙舞狮、灯笼、剪纸、中国

结等，是春节时华人捎去的“中国特产”。特
别的拜年仪式，也是海外华人过春节的重要
一环。新加坡的华人在走亲访友拜年时，都
会带着一个装有两个芦柑的精致纸袋作贺年
礼，象征“大吉大利”“好事成双”。在马来西
亚，高高悬挂的“Gong Xi Fa Cai”（恭喜发财）
布满街道，张灯结彩的庙会、灯会接连不断。

春节期间，加拿大的唐人街人头攒动，
中式餐厅鳞次栉比，正宗味道的中华美食
在此集中供应。而在泰国，中国红随处可
见：红对联、红灯笼、中国结……春节，已经
成为普天同庆的欢乐佳节。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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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兔追冬去，辰龙报春来。明
天就是除夕了，在这一天，家家户户
除了贴春联、吃团圆饭外，还有一项
乐事就是和家人一起看春晚。春晚
这个词很现代，但实际上，类似的传
统风俗在中国历史上可追溯到三四
千年以前。从古时的“腊祭”到今天
的“春晚”，不变的是华夏儿女欢聚
一堂喜迎新春的美好心愿。

我国春节的历史由来已久。汉代的《尔雅·释
天》中就有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
载。”意思是春节在夏朝叫岁，在商朝叫祀，在周朝
叫年，在唐尧和虞舜时代叫载。后来还有岁首、元
旦、元日、元正、新正等叫法，1914年才改称为“春
节”。

有学者认为，我国春节的民俗来源于虞舜时
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腊祭”。古代先民以
阴阳五行为图式来理解世界，一年四季都被编入
阴阳二气的消长与五行的生克动态变化之中。岁
末年初，不仅是阳气微弱、阴气高扬的时节，也是
新旧交替、孕育新生的过渡阶段。由于先民们认
为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可能延迟或阻滞时季变
化，所以试图凭借脸涂朱砂、鸟翼着装、唱跳相伴
的“腊祭”仪式安稳通过这一特殊时空“阈限”，重
新回到正常的自然与社会秩序之中，迎来风调雨
顺的新一年。这便是“春晚”的雏形。

到了周朝，虽然各国的历法有别，但腊祭的习
俗都得到了延续。腊祭主要是为了感谢百神上一
年的赐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也
为了祈求除疫祛灾。

春秋战国时期的腊祭，人们除了用猎来的动物
和种植的粮食祭奠诸神，还会有文艺表演，但形式比
较单调，以吹吹打打为主，名曰“演春”。之后，“演
春”一直在民间流传。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聊
斋志异·偷桃》中就曾写道：“童时赴郡试，值春节。
旧例，先一日，各行商贾，彩楼鼓吹赴藩司，名曰‘演
春’。”直到今天，立春前后，我国有些地方还有“演
春”的民俗，只不过含义与形式已大不相同。

腊祭在先秦时期的民众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西汉时期的《礼记·杂记下》中，有这样
一段孔子和弟子子贡的对话：“子贡观于蜡（腊），
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
未知其乐也。’”意思是子贡观看腊祭，孔子问他感
受到大家的欢乐了吗？子贡回答：“整个国家的人
都在狂欢，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一
国之人皆若狂”的景象，体现了人们当时激动、欢
欣的盛况，也显示了腊祭对于民众的重要。

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秋冬纪》有云：“前岁
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谓之逐除，亦称傩。”意为
先民们相信在一年的最后一日击鼓驱鬼逐邪，来
年才可以祛病消灾，这个仪式就叫做“傩”。有学
者因此认为，傩是腊祭的准备活动。

汉代将“大傩”定为官方礼仪，时间在春节前
一天，朝廷举行的傩仪规模浩大，选十岁以上、十
二岁以下的童子一百二十个，头裹红色头巾，手拿
长柄摇鼓；负责驱鬼的方相氏戴着面具、执戈扬
盾；还有十二个人身披毛皮，扮成头上有角的神
兽，预备在宫廷之中，驱逐恶鬼。时辰一到，朝臣
皆头裹红巾，在殿阶守卫。皇帝驾幸前殿，有人宣
布开始后，童子高唱“十二神灵”之歌，请十二神驱
除鬼魅、凶邪、恶兽、蛊毒，方相氏与十二神兽舞
蹈、喧呼，在宫廷遍地搜寻三遍，持炬火，送疫出端
门。然后，在门上设桃木偶等，以作避邪的门禁。
这个“设桃木偶”的风俗就是宋代宰相王安石所作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提到的“换
桃符”，现在演变为贴春联。

自汉武帝开始，为庆贺新年，宫廷还举办“联
欢会”，节目形式当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主
要以杂耍或者杂技为主，包括走绳、藏人幻术等节
目，堪称杂技版“春晚”。

清朝时，宫廷“春晚”已颇具现代元
素：歌舞、大合唱、表演唱、相声、硬气功表
演、小品等，其间还穿插宣读海内外各界
发来的贺电和现场“采访”。2019 年故宫
对养心殿进行修缮保护时，修复工匠在透
风与柱根空隙间发现有细卷状纸张堆砌，
取出后发现其质地绵软，颜色泛黄，字迹
基本清晰。其联首处书：“乾隆二十四年
十一月十九日造办处呈”“重华宫承应”字
样，券内首行注明：“十二月三十日”及“升

平除岁、福寿迎年、看状、下海”等19出曲
目名单及演职人员名单，经考证，这是乾
隆时期的“春节联欢会节目单”。

现存清朝史料中最早且最为完整的新
春期间演戏安排记录，是道光年间的《恩赏
日记档》。它详细记载了正月初一当天宫
廷内的演戏安排，甚至细化至具体时刻。
以乾隆时期的某年正月初一为例，早膳时
分，承应的是《喜朝五位》《三元入觐》《扫
花》；早膳过后，乾隆帝驾幸乾清宫受贺；八

点一刻，驾还重华宫，接演《三醉》《敬德钓
鱼》；八点四十五分，乾隆帝驾幸外庙拜佛；
十点一刻，皇后等入重华宫后，戏台开始上
演《钓鱼》；待驾还重华宫，接唱《十字坡》；
午间时分，乾隆帝驾幸太和殿，承应的是

《宫花报喜》《椒花献颂》；用膳过后，驾还重
华宫，戏台接唱《瞎子逛灯》《岩谷新春》；直
至下午两点半，戏台才方得歇息。管弦、戏
腔、锣鼓声声，久久萦绕在宫廷之内，着实
让乾隆帝过足了“戏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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