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节 日食俗的形成
、

内涵及流变

万建中

在饮食民俗中
,

有关节 日的食俗表现

最丰富
,

也最具有 民族特色 探讨中国节

日食俗的形成 首先要弄清节 日究竟是怎

样产生的

节 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
, ’

其产生与天文
、

历法
、

数学有密切关

系
。

但节 日并非历 日
,

也非节气
。

历 日确

定仅只为节 日产生提供了必备前提 节 日

必须有一定的风俗活动 从最早的风俗活

动上来看
,

原始崇拜
、

迷信与禁忌才是节

日产生的渊源 大家知道
,

中国古代大部

分节 日都是单日
,

尤其是单月单 日
,

如一

月一 日元旦
、

三月三 日上 已节
、

五月五 日

端阳节
、

七月七 日七夕节
、

九月九 日重阳

节等 中国人喜欢讲双月双 日
,

成双成对

为吉利
,

为何节 日大多是逢单呢 如果仔

细考究
,

这些所谓节 日并不象后世演化的

那么欢天喜地
,

称
“

住节良辰
” ,

而都是些

极不吉利的 日子
,

各有所禁忌
,

非
“

凶
”

即
“

恶
”

正是这些恶月
、

恶 日
,

导致 了节俗

的形成 因此
,

在传承 下来 的节 日风俗

中
,

就大量充斥着迷信活动
,

如巫术
、

禁

忌
、

敬 神
、

拔楔
、

驭 邪 及祈求 降赐 吉祥

等
,

几乎侮个节 日中都有此类活动 而饮

食是人们在节 日期间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

手段和工具 人们用 白己嗜食的关味住肴

供奉神灵
,

以讨得神灵的欢心
,

祈愿神灵

保佑度过这些不吉利的 日 子 这样
,

节 日

食俗便相继产生 了
,

并成为 节 日习俗的一

个屯要组成部分

有趣的是
,

祭祀用的供品人也可以食

用
,

特别是乘余部分
,

是供人享用的 祭

龙
,

是居住在南镇源
、

新平
、

墨江 个 县

里苦聪人的一个传统的民族 节 日
,

祭龙节

在锤年农历 正月里的第 一 个牛 日里举行
。 ”

在苦聪人看来
,

龙是 会 作祟
,

让人 畜不

宁
,

五谷不丰的天神 而 鼠肉是苦聪人食
品中的珍品

,

按苦聪人的传说
,

龙吃 了苦

聪人奉献的鼠肉就不会危害
,

扰乱苦聪人

了 因此
,

苦聪人在这天要用 鼠肉祭龙
,

同 】寸
,

人 也吃 鼠肉
,

以保平安
”

鼠肉是

用来祭神龙的
,

享受这 种牺牲 的却是凡

人
,

这 种 习俗在各 民族 中普遍盛行 神

灵
、

凡人共同分享快乐
,

娱神和娱人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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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
,

自中国年节文化的开端
,

节 日饮食

就具备了这种双重功能 这就是 中囚节 日

食俗得以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节 日期间

的一切食品都是人们嗜食的
,

试想
,

如果

食品在供奉神灵后一概被抛弃
,

就会大大

挫伤人们追求节 日美食的积极性
,

节 日饮

食便会萎缩乃至绝迹 若此
,

节 日文化也

会不复存在
,

因此在我们这个极重乐生和

养生的国度里
,

不能让人们尽情吃喝玩乐

的节 日是不可能长久 的 举凡拜祖宗
、

祭

鬼神
、

供菩萨
、

扫墓等
,

无不 以供奉食物

为先
,

无论何种庆典
、

节 日
,

几乎都是以

大吃大喝一顿作为其高潮部分 美食是人

的普遍愿望
,

对 一般的人来说
,

节 日食

品就是对 于日常膳食的一种调剂 节 日来

到
,

人们利用时鲜产品精心加工
,

其制作

和进食过程
,

实为欢度仕节不 ‘ 或缺的内

容 如果 说祈福攘灾是年节食俗的肇起之

源
,

那么
,

把节 日作为农闲尽情享受 日 福

的 付间则是推动 节 日食俗不断发展的内在

动力

当然
,

年节饮食作为整个人类饮食文

化的一部分
,

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征服

白然的成果
,

显示 了人类在饮食上征服 白

然的伟大和一定历史阶段的饮食水平 古

代中原地 这流行的
“

六月六吃孙
”

之俗
,

厂

是中闰饮食处
一

几
粒食阶段的产物 土古时

代无谷物粉磨 器
,

先民又处 ’迁徙不定的

生活中
,

具有携带方便
、

便 ’旅途食用的

特点的食
” ,

作为当时的普通食品
,

便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至于精关 的饺子和月

饼等应节食品
,

则是中囚古代饮食制作技

艺高超的表现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

生产力的发展

及人类文明程度 的不断提高
,

人们已不再

视单月
一

单日为恶月 日
,

但祈愿祝福作为

节 日期间特有的心理 定 势
,

一直沉积 卜

来
,

成为年 节食俗的深层意蕴 因此
,

长

期以来
,

人们都把年节饮食与 日常饮食仄

一 一

别开来
,

使年节饮食处于一种特殊的民俗

氛围之 中 人们在饱享美味佳肴的同时
,

也抒发着 内心最为关好的祝愿 以明
、

清

以来除夕及元旦食俗 为例
,

北 方多吃饺

子
,

除夕子时食用
,

取
‘

更岁交子
’

之意

为了讨吉利
,

有的在饺子中放些糖
,

意味

着来年生活更甜美 有的放些长生男 即

花生
,

意味着健康长寿 有的在个别饺子

里包一枚
“

制钱
” ,

谁吃出钱来
,

谁就财运

亨通 煮饺子时
,

饺子烂在锅里 了
,

不能

说
“

烂了
” ,

要说
“

挣了
” ,

挣是
“

赚钱
”

的意

思
。

正月初一拂晓
,

新年活动进人高潮

元旦
一

早晨
,

多数人家也吃饺子
,

认为饺子

形似元宝
,

象征
“

招财进宝 的意思 也有

乞
“

操而子
”

的
,

而条要求长而不断
,

寓意

长寿
,

又称
“

长寿而
’

有的地区有把饺子

与而条同煮而食
,

叫做
‘

银线吊葫芦
’

或
“

金

丝穿元宝
”

南方除夕和元旦多吃元霄和年

糕 元霄也叫
“

团子
、 ‘

圆子
’ ,

取
“

全家团

圆
’

之意 年糕多用孺米制作
,

其生产和生

活
“

年年 粘粘 高 糕
”

之意 再如重阳

节讲究吃糕
,

因
“

糕
”

与
“

高
”

同音
,

古人相

信
“

‘

百事皆高
’

之说
,

所以 屯阳 节登高之时

吃糕
,

象征步步登高
,

独具深意 节 日风

味饮食还有馄饨
、

春饼 卷
、

粽子
、 ·

月

饼
、

汤元
、

贺年羹
、

青团
、

乌米饭
、

塌饼

等等
,

它们都是 被赋予特定 的民俗内涵

这些吃食虽然现在随时可以食用
,

但它们

主要是供节 日时用的 或许正是 由于节 日

食品蕴含种种寓意
,

在节 日期间便盛行
“

礼

尚往来
”

之俗 如在汉族大部分地区
,

从正

月初二起
,

嫁出的姑娘 包括外甥
、

晚辈

亲戚 要给娘家行拜年礼
,

礼 品多为面

糕
、

点心等 端午节女儿给娘家送粽子
、

油糕
、

绿豆糕 也有
一

互送的 中秋节女

儿
、

女婿要给娘家送月饼 重阳节
,

娘家

要给女儿送花糕 这样一来一往
,

年复一

年
,

姗环不 已
,

其日的正是以应节食品为

媒介
,

至亲之间相互表达祝福之情



更值得一提 的是
,

上述年节食俗的文

化内涵是
“

一 口了然
’

的
,

凡处于一定 节 日

氛围中的都可以领略得到 其实
,

年 节食

俗与其它 民俗一样
,

大多打上 了一定历史

阶段 占统治地位社会思想的烙印
,

积淀着

某一历史时期民间普遍信仰意识 随着 寸

光流逝
,

这种深层的民俗意义往往为人们

所忽视或遗忘 例如
,

农历三月三
,

壮族

人民有吃五色蛋和五色孺米饭的食俗 五

色饭即用五种颜色蒸出来的糯米饭
,

色

蛋即用五种颜色浸染后煮熟的鸡蛋 一般

由黑
、

黄
、

紫
、

品红
、

品绿 丘色组成
。

黑

色一般是用枫树叶煮水染制而成的 黄色

则是用 黄姜或是一种黄花煮的水泡制而成

的 其它色彩也均来 白植物
。

吃 色饭一

般为图吉利
,

预祝
“

谷 丰登
” ,

没有什么

特殊用途 而五色蛋则专有它的用处
,

是

未婚男女求爱的专利品
。

节 日里
,

当男女

青年选择到 白己心爱人时
,

便拿彩蛋去碰

对方手中的彩蛋 对方若情愿
,

便 甘心 让

他 她 碰
,

碰破皮
,

俩人心照不宣地走

到没人处谈情 说爱
,

唱起 情 歌
。

通 过 对

歌
,

了解对方 的 身 世
、

人 品
、

爱好
、

家

庭
,

表叙爱慕之情
,

并相赠 白己 卜中碰破

的鸡蛋给对方吃
,

从 而建立恋 爱关 系

这个食俗
,

不仅广西壮族有
,

南方的侗族

等兄弟民族也有
,

而且都各附会着一段或

几段传说
。

另外
,

谙熟中国古代食俗的人

更会知道
,

这一 吃彩蛋 以传性爱的食俗
,

在汉 文古籍 中早有 记载
,

南朝梁宗擦 的

《荆楚岁 付记 》云
“

古之豪家
,

食称两卵
,

今代犹梁蓝茜杂色
,

仍加雕镂
,

递相晌遗

或置盘蛆
”

蛋
,

古称
“

卵
” ,

今 ”东方 、
‘

犹

有此称 此中的
“

画卵
” ,

正是今 日称为
“

彩

蛋
”

的应节食品

用煮禽蛋作 为应 节食品 以 传情达意
,

其俗远有所承
,

它 以从 中国古代叙述有

关人
,

卵关系的神话中找到渊源 《史记
·

殷木纪 》 云
“

殷 契 母 日 简狄
,

有城氏之

女
,

为帝誉次妃
,

三人行浴
,

见玄鸟 燕

厂 堕其卵
,

简狄取吞之
,

因孕生 契
”

这

则神话不 只 一 次地 这 样暗 示找们一一食

卵
,

只有食卵
,

才是简狄受孕的最直接的

原因
。

晋张华 《博物志
·

异闻 》亦载有一

则
“

卵生
”

神话
‘

徐君宫人 娠而生卵
,

以为

不祥
,

弃之水滨 独孤 母有犬名鸽苍
,

猎

于水滨
,

得所弃卵
,

衔以东归 独孤母以

为异
,

覆味之
,

遂炜成 儿
’

可见有关人
、

卵关系的神话最初是反映 了殷商民族远古

的祈子习俗
, “

食称画卵
”

也木是汉族地区的

古俗
。

此俗与今 日壮族等兄弟民族 的
“

彩

蛋
”

之俗
,

在举俗的 日的
,

行俗的内容上是

一脉相承的

又 如山东莱州 正月十 五祭祖必用茧悖

悖
,

其形如蚕茧
,

成椭圆状
,

在一端做突

出圆柱休
,

据 说此圆柱 部分 必做得粗长
,

否则家族中生男孩其
“

小鸡
”

生筑 器 一

定细弱 我们可以 肯定地 说
,

这是古代性

生筑崇拜的一种象征 还有元霄
一

节的汤

圆
,

中秋节的月饼
,

其形状原本是古代先

民对月亮及星星的摹拟
,

反映 了他们的天

休崇拜观念
,

久而久之
,

便有 了合家团圆

的寓意 这 些 例
一

沂说明
,

随着岁 月 的推

移
,

人们的迷信思想 日趋淡漠
,

原先最为

讲究的祭礼
、

纪念仪式 日益简化甚 至不再

举行
,

唯独各节 日的饮食风 习历 久不衰
,

只不过食品的质量更为精益求精而 已 致

使许多节 日活动成为以饮食 为 主甚 至是唯

一 的饮食活动
。

因此
,

节 日饮 食往往包容

了整个节 日的历史文化内涵
,

节 日风味食

品成为我 们追 寻和探讨古代 节旧 文化 主要

的现存实体

年节食俗经 归 代代的流传
,

变成 了

一 种 固定 的形式
,

在 一 个 地 区一 个民族

中
,

具有强大的制约功能
,

它 可以使本族

一 一



本地的人 民共同遵守而不可超越
,

它是不

成文的法 倘若某人在节 日期间不俗守当

地食俗
,

一种失落感和被遗弃感便油然而

生
。

然而
,

随着时代的进步
,

节 日饮食风

俗不可避免会产生传播中的变异现象
。

中国节 日食俗发展往往受到统治阶级

的干预
,

这是中国节 日饮食的一个发展特

点
,

也是其变异的原因 因为每个时代的

节 日食俗都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位观念

的反映
,

所 以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

通过 节 日食俗 了解社会
,

考察民情
,

以加

弘 自己 的统治
。

娜一个时代的大政治家无

不注承通 过
“

移风易俗
”

来稳定 民心 有些

节 日饮 食义 是统治者所侣导起来的
,

这种

统治者的侣导或禁止就导致一些节 日食俗

的改变

中和节是唐代由朝廷颁 诏提侣的一个

节 日
。

二 月初一这一天
,

皇帝应给在京的

大巨赐妄 各地官员在 当地妄属官 上 司

要 给 下属 赠 夕
、

尺
,

表示 为政要 审慎裁

度 地 方官员要 向上级献农书
,

表示不忘

农事 老 百姓亲友
、

邻里之问要用青袋 户

装着优 良的补物
、

瓜果种籽 勺相赠送
,

表

示关 心农业生 户 村社都要提前酿
“

宜春

洒
” ,

到 二月初一这一天祭祀勾芒神 五行

神中的木神
,

以祈祷丰收 祭祀以后
,

大

家饮宜存洒欢度节 日
。

统治阶级 的侣导不仅新增 了一些 节 日

食俗
,

也为一些原有 的节 日食俗流变推波

助斓
,

尤其使应 节食 品更 为精关
、

讲究
。

例如立春献存盘
,

是 自肾代就有 的风俗

唐代的春盘
,

还只有春饼
、

生菜等
,

取其

清新之义
。

明代李时珍 《木草纲 门 》 记叙
“

五辛菜
”

云
“

今元 日 立春
,

以葱
、

蒜
、

韭
、

警
、 ,

篙
、

芥辛辣之菜
,

杂和食之
,

取

迎新之义
,

谓之 辛盘
,

杜甫诗所谓
‘

春 日

存盘细生菜
’

是矣
”

到 了南宋时
,

宫廷春盘

就异常奢华 了
。

宋朝周密 《武林 旧事 》中

说 南宋 泉帝赐 给大 币 的春盘
, “

翠缕红

一 一

丝
,

金鸡玉燕
,

备极精巧
,

每盘直 位

万钱
”

如腊月八 日食腊八粥
,

原本是佛徒

们效法佛祖成道前牧女献乳糜的故事
,

取

香谷和果实等造粥供佛以示纪念 唐宋以

后
,

不仅寺院在
‘

腊 日
’

要做腊八粥
,

民间

也争相效法
,

广为流传 所用原料不过是

常食之物
,

凑够八样
,

和而煮之而 已 自

元 以降
,

宫廷亦行煮腊八粥
,

元人孙国救
《燕都游览志 》里有

“

十二月八 日赐百官

粥
,

民间亦作腊八粥
”

的记载
。

到了清代

喝腊八粥更为盛行
。

在宫廷里
,

皇帝
、

皇

后
、

皇子等都要 向文武大 臣
、

侍从宫女赐

腊八 粥 光绪 《顺 天府志 》中说
“

腊八

粥
,

一名
‘

八宝粥
’ 。

每岁腊月八 日
,

雍和

宫熬粥
,

定制
,

派大 臣 监视
,

盖供上膳

焉
” 。

当时宫廷腊八粥 的原料有糯米
、

粳

米
、

黄米
、

小米
、

赤 白二豆
、

黄豆
、

三仁

桃仁
、

齐奏仁
、

瓜子仁
、

怡唐等 把以上

原料混合加水而煮
,

并适时掺人粟子
、

莲

户
、

桂圆
、 一

百合
、

蜜枣
、

青梅
、

贫实等果

料
,

睡年清宫煮粥消耗的银 子竟达十二万

四千余 两 这种糜费 白然会波及到 民间
。

晚清以后
,

一般富裕人家竞相以腊八粥原

料的名贵
、

多样为时尚
,

直到 口前
,

民间

仍是如此
。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
,

封建统治阶级

如此重视年节食谷
,

历行千载而不废
,

客

观上留存了不少至今仍脍炙人 的传统年

节食品 但其本意
,

却无非是显示天子与

民同乐
、

皇恩浩荡
,

从而达到维持封建统

治的目的

与此相联系
,

都城的迁徙也会带来年

节食芥的流传及变异 明朝人董郭在 《碧

里杂存 》中说
“

四方风谷
,

皆本于京师
,

自古然矣
”

都城是全 国政治 《经济的中

心
,

也是节 日食俗的集中地和辐射点
。

中

国 自有朝代时起
,

都城便不断变迁 节 日

食俗也随着都城的变迁而流动 例如北宋

都城南迁后
,

定在临安 今杭州
,

汁梁与



临安
,

虽一 在 中原
,

一 在 江南
,

相距 共

远
,

但节 日食俗都基本相同 以七月七
“

乞

巧
”

食俗 为例
,

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 录 》

说
,

京城沐梁人家七月七 日晚
,

多结彩楼

于庭院
,

称为
“

乞巧楼
” ,

并摆设花瓜
、

酒

炙
、

针线等
,

让女郎焚香列拜
,

叫做
“

乞

巧
” 。

宋吴 自牧 《梦梁录 》载 南宋临安富

贵人家在这一天要安排宴会
,

并在广庭 中

设香案酒梁
,

令
“

女郎望月
,

瞻斗列拜
,

以

乞巧 于女
、

牛 一 清顾偏卿 《清嘉录 》则

说
,

七夕前
,

市上 已卖巧果
,

并演
“

天河

配
”

之戏
, “

全国各地片然
” 。

当然
,

历史记 载也证 明
,

都城 的变

迁
,

会把原都城 的节 日食俗带到 新 的都

城
,

并影响整个地 区的风俗习惯
,

但这种

流传是在变异 中进行 的 因为两地 白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有别
,

年节食俗也就不 可能

原封不动地照搬
。

同样是
“

乞巧果子
” ,

南

北各有特色
。

《东京梦华录 》记载
,

北宋注

京的巧果是
“

以油而糖蜜
,

造为笑漪儿
,

谓

之果食
,

花样奇巧
” 。

《清嘉录 》记载 清

代吴 地 的巧 果是
“

以 而和糖
,

制作 等结之

形
,

油余会脆者
,

俗呼为芽结
”

南北巧果

所饰图案明显有别
。

另外
,

随着都城的迁

移
,

一些节 日食品则被淘汰
,

或转而成为

具有地方食俗特色的食品而丧失了全 民性

应节食品的地位 例如
,

南宋临安人有冬

至 以 馄 饨 祭祖 的食 俗
,

并 有
“

冬馄 饨
、

触的谚语
。

而到了清代
,

北京则有
·

冬

至馄饨夏至面
”

的谚语 京谚中说的员是饥

饨
,

而实际上北京人吃的却是饺 户
,

这义

有别于五百年前的临安了
,

在古代
,

由 于战争
、

天灾等原因
,

人

口迁徙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而年节食俗

也随着人 口 的迁徙而 出现地域性的流动
。

例如今天福建
、

厂
’

东
、

江西和广西等地的

客家人
,

本是古代中原汉人
。

白西晋
“

水嘉

之乱始
, ,

北起并州上党
,

西雇司州弘农
,

东达扬州淮南
,

中至豫州新蔡安丰的汉族

人
,

先后 于西晋至隋唐
、

唐末
、

宋末
、

元

代和清代多次南迁 这些南迁的汉族人就

是 后来 客家的先 民
,

他们来到新 居地 以

后
,

虽然与当地土著人杂居相处
,

但仍保

存了不少原有的食俗 例如广西 的客家人

在春节仍要包粽子
。

而在现在汉族地 区
,

粽子本是端午节的应节食品 春节时吃粽

子
,

在 汉族地 区 只 见 于绍 兴
、

嘉 兴 和湖

州
。

绍兴古称会稽
,

远在三国时
,

就有东

吴人从会稽南迁的记载 “ 西客家人与绍

兴
、

嘉兴和湖州人春节均食粽 子
,

应是历

史 上吴 越人 南迁 的史迹 义 如寒食节禁

火
,

白汉魏起便是 山西地方的风俗 《后汉

书
·

周举传 》载
“

周举迁并州刺史 犬原

一郡
,

旧俗以介子推 焚骸
,

有龙忌之禁

至其月
,

咸言神灵不乐举 火
,

举移书于子

推庙云
‘

春中寒食一月
,

老少不堪
’

今则

三 日而 已
’

《魏书 》载有魏武帝曹操 《明

罚令 》有
“

闻太原
、

上党
、

西河
、

雁 门
,

终至后百有
一

互 日
,

片绝火寒食
,

云为介子

推
”

此俗后流传至 山东各地 作为寒食节

的食品
,

由古时 的寒具转化而 来的撒 户
,

成为广泛流行于鲁西
、

鲁南的 名吃 这一

传播现象
,

很 可能是 明朝初 年 由山西 向

山东的大批移民造成的
。

统治者的提侣
,

都城的变迁与人 日 的

流动
,

是促进节 日食俗横向渗透及传布的

主要 外在 因 素
。

其实
,

节 日食俗 是一 种
“

活
”

着的文化现象
,

它一直处在不断的演

变之中
,

并且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寻
,

大致

有三种趋向
。

应节食品不定刚 向定刑转化 中国节

日食俗开始阶段都有一个食品不稳定的过

程
,

应节食品多种多样
,

各地并不统一
,

即使同一食品
,

叫法 也不一致 如 正月十

五 日叫
“

上元
” ,

上元节的食品
,

历代所
一

记

不尽一样 《荆楚岁时记 》说 东晋时
“

正

月十五作豆糜加油糕
’ , “

卜月半宜作白粥泛

糕
” 。

陶谷 《清异录 》载唐和 代上元节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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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明珠
” 。

《岁 才杂记 》说 宋代
“

上元

节食
‘

焦褪
’

址盛且久
”

《膳夫录 》说 北

宋汀京 节食有
“

上元 油饭
”

直到宋末元

初
,

土元节食刁
’

统一为
“

元宵
” 。

其所以叫
“

元宵
” ,

是 因为人们习惯在上元夜吃它
,

取上元 节宵食之 义 上元节月亮 正圆
,

元

宵形如月
,

故亦名
“

州宵
”

有的地方称
“

汤

圆
” ,

有 的称
“

汤 园
” ,

或称
“

圆 子
” 、 “

团

子
” ,

取 月圆人 团圆之 意 再 如中秋吃月

饼
,

鼓先见
二

苏东坡的
“

小饼如嚼月
,

中有

酥与怡
”

之句 唐和 ,〔代时赏月的食品只见

有
‘

玩月烫
”

等
,

未见有用饼
。

月饼作为一

种食 品的名称 并 同 中秋赏月联 系在一起
,

始见
几

南宋的 《武林 日事 》
。

明代以来
,

有

关中秋赏月吃月饼的 记述就更多 了 沈榜

《宛署杂记 》说
,

协到中秋
,

百妇屯们都制作

而饼为
‘

相赠送
,

大小不等
,

呼为
“

月饼
” 。

《熙 朝乐 事 》 里 也说 八月 十 日称 为中

秋
,

民问以月饼作为礼品万才月贼送
,

以示

团圆
。

应 节食 品之 所 以趋 向固定
、

专一
,

是人们逐渐对 节食的名称和其包蕴的民俗

内涵产生 了共 识
,

人们往往把那些最能象

征纳祥祈福的食品作 为节 日之标志
,

以迎

合群沐在节 日期 、共有的祈愿心态
。

应节食品的简朴向精关转化 任何一

个 节日食裕广, 生的初期
,

其主要食品都是

按 一 定的式样模式
,

用常食的大米及而粉

制成的 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

不 丁能衍年 玉复食用那些与常 食并无多少

区别的节 日食品
,

应 节食品在花样及原料

方而愈来愈讲究
。

以 币门糕为例
。

唐代之前一直 呈现古

朴的风格
,

之后则随着时俗的移易而不断

翻新
。

首先是在糕上划造动物形象
。

《岁 付

记 》 说
“

民 ’」九月九
,

以粉而蒸糕
,

上释

而制小 鹿数枚
,

号
‘

食鹿糕
’ 。 ”

据 《梦梁

录 》云 宋代有
“

以糖而蒸糕
,

上以猪羊肉

鸭 户为 丝簇 灯
,

抽 小 彩 旗
,

名 日
‘

币阳

糕
’ 。 ”

还有
“

蜜煎局 以 色粉州成狮蛮
,

以

一 一

小彩旗簇之
,

下以熟栗 子肉柞为细末
,

人

察香糖蜜和之
,

捏为饼糕小段
,

或如五色

弹儿
,

皆人 韵果糖 霜
,

名之 日
‘

狮蛮栗

糕
’ ” “

南宋临安又发展为
‘

取糖肉林而杂揉

为之
,

上缕肉丝鸡饼
,

缀以榴颗
,

标 以彩

族
。 ”

少则两层
,

多则九层
,

并雕饰以两只

小羊
,

寓意
“

重阳
”

明
、

清的 重阳糕花色

更多
,

既有油糖果
,

炉余的
,

也有发而垒

果蒸的
,

还有用江米
、

黄米捣成的 每层

之 ’夹以桃仁
、

松 子仁
、

温朴
、

青梅等各

种果料
,

在酥皮上还 粘附香菜叶一 两片
,

并根据果料的不 同
,

分粗细 两种 应 节

食 品花样众多
,

精关耐看
,

大大增强 了节

日的喜庆气氛
,

同时
,

也使制作这些食品

成为民 技艺
,

其整个的操作程序更为复

杂
,

也更京有民俗意味

应节食品花色种类增多了
,

原料也越

来越贵重
,

端午棕子的发展历史最能说明

这一点 较 早记载端午吃粽 子风俗的是东

汉末年应助的 《风俗通义 》
“

俗以孤叶裹黍

米
,

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
,

于五月五 日

及夏至峡之
”

可见东汉时粽 户不过是一种

普通食品
,

而且 不独 在端
’

曰吃 到 了西

背
,

吃粽子的习俗才逐渐固定在端午 魏

背 寸期
,

端午吃粽子已很盛行 不过背代

民阿 的粽 子
,

是 用芦 叶裹着高梁米做成

的 到了唐宋时代
,

粽
一

子成 了节 日和市场

上 的美味食品 明代
,

用芦叶裹粽子
,

粽

馅 的种类有豆沙
、

猪肉
、

松仁
、

胡桃
、

蜜

糖等 清乾隆时
,

有
“

火腿粽 于
”

等 到了

近现代
,

经过千百年的发展
,

粽子的形状

多 为三 角 锥形 和 四 角枕 头形
。

粽子 的制

作
,

在我国北方多用糯米或 黍米
,

以红

枣
、

豆沙为馅
,

也有 用柿饼等果脯做馅

的
,

南方粽 子
,

有鲜肉粽 子
、

鸡肉棕子
、

火腿粽 户
。

还有夹沙粽 户
、

什锦粽 歼以及

不裹任何馅的凉粽等 这些名 口繁多的粽

户迎合 了各种 日 味的需要 把节 日食品同

日常食品区分开来
,

使人 们在 节 日里可以



尽情饱享 口 福 对应节食品美味的追求
,

是中华民族美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祈求型 向品味型发展 年节食俗深层

的意蕴多祈求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们

征服大 自然和农事生产的能力起来越强
,

祈求神灵恩赐
、

宽恕的内容逐渐淡漠或消

退
,

人们在习俗活动中更多倾注在民众性

的美味享受上
,

甚至省却了极 富民俗氛围

的赶做应节食品的活动
,

而至少在城市居

民中
,

有相当多的人 已经 习惯 于从市场上

购买节 日食品 应节食品也就不断淡化其

身上附着的种种寓意
,

而成为最呈 民族风

味特色的名点

另 外
,

由于应 节食 品越来越 丰富多

彩
,

精美可
,

这就必然导致应节食品民

俗内涵的淡化
,

也即是人们不仅要在节 日

食之
,

而在平时也同样享用 应节食品演

变为 日常食品 如寒食节的
‘

寒具
’ ,

也即

撤子
,

麻花一类的食品 这类食品不仅存

放时问较长
,

适宜冷食
,

而且具有油香酥

脆的特点 《齐民要求 》里称赞它
“

人 口 即

碎
,

脆如凌雪
’

它的确是寒食禁火之 日的

绝妙食物 但随着岁月的推移
,

傲子
、

麻

花一类食品已经越出节食食品的范围 发

展为四季皆宜的而点 唐代
‘

烧尾宴 上就

有 叫
“

巨胜奴
’

的酥蜜寒县 宋代杭州等

地
,

撤子是饮食市场常见之物 清代淮安

撤子曾列人贡 品 人 民群众走亲访友 也用

它相互馈盼 中秋的月饼现在也有 日常化

的倾向 原先只能在节 日里品尝到的关味

食品
,

现在则随时可食
,

这是人民生活水

平普遍提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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