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節的由來
我國的歲時節俗，大都與「靈魂信仰」、「神佛信仰」、

「孝道思想」和「大家族主義」摻雜在一起。

春節是農業生活形態的節令，那時莊稼每年只能收成一

次，到了嚴冬的時候就把糧食收藏起來，並且利用這段空

閒時間，把環境打掃整理乾淨，準備過一個好年。

春節的習俗
春節不是僅有一天的節令而已，乃是有若干的時日，

一般都是到初五，有的地方要到正月十五，甚至到月底才

結束，這段時間的活動充滿濃厚的宗教色彩。

在祭祀活動方面有：祭天、祭祖先、拜各種神祉或拜本行

本業的祖師爺等。

很多的年節活動，帶有宗教性動機，

如：放鞭炮嚇鬼、貼春聯避鬼、年畫驅除邪惡，

乃至占卜預測明年的或福吉凶----等。



春節的習俗
春節前一晚，就是除夕，吃年夜飯，一起圍爐、守歲，

（一般人相信除夕夜守歲，可使父母親長壽）

以及發放壓歲錢，作為一種好吉兆。

春節第一天，天未亮就得開門放鞭炮，然後拜天地（以生

肉為祭品），祭灶迎神、拜祖先、拜四方神明（喜、貴、

財、福），繼而外出拜年，並且還有很多的禁忌，如不掃

地、不動針線、不倒垃圾、衣服不可曝曬戶外、打碗破說

「歲歲（諧音碎碎）平安」等。

春節期間食物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舉例而言；魚象徵著「年年有餘」，韭菜代表「永久」，

蘿蔔有「好運、好彩頭」的意思，魚丸、肉丸則代表「團

圓」，年糕意味著「步步高昇」，水餃則因為形狀像金元

寶，吃水餃意味著為來年累積財富。

初一至初五，稱新正或新春，

從家家門上貼春聯開始。



初一新春

除夕、噴春（鼓吹隊，三、四人為一隊，挨戶在門口廳堂，

吹奏吉祥音樂）、行香（寺廟燒香禮拜）、拜正（親友賀歲）、

出行（向吉利方向起步出門）、午飯（吃除夕炊剩之年飯）、

求吉利。

初二做客

媳婦回娘家探親，無父母的由兄弟帶回探親。

初三赤狗日

此日不宜外出，亦不宜宴客，老鼠娶親之日，

提早熄燈入睡，家中灑鹽、米，稱此為「老鼠分錢」。

初四接神

去年臘月二十四日送神，

昇天奏報之灶神與地上諸神，這一天下降，回到人間。

初五隔開

「隔開」，新正至此日結束，

春飯炒油保存，可治兒孩痢疾或氣喘。

新年景象，漸漸恢復正常，

商家開市大吉，大放鞭炮，拜神宴客。

春節的習俗



對於春節
在季節更替與農事結束之際，可配合新春的年節與假期，

結合聖經真理的指導，免去一切世俗觀念與作法。

作為「感性―感念神的眷顧與保守」、
「知性―家庭祭壇的團契」、
「靈性―欣然仰望主再來」。

我們的看法及作法

壹 ‧ 新春的新樣
（Ａ）不可效法的行為

春節含有宗教色彩，如避邪、討吉利、祭祖---等行為，
這類求平安的傳統，實為撒旦下的今世風俗。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弗二2）。
真理使我們得自由（約八32）

不可效法他們的行為（出二十三24）。



（Ｂ）不可照他們那樣

新春有著「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或「除舊佈新」的願

景，帶有許多象徵性的習俗，如春聯、年畫、飲食等，

這類求財富的傳統，亦為撒旦下的網羅（士二3），
不可照他們那樣事奉神（申十二4）。

對於春節
我們的看法及作法

貳 ‧ 新春的感恩

壹 ‧ 新春的新樣

（Ａ）家庭祭壇的圍爐

重視信仰的回顧與感恩，有著「雅各的許願」（創二十

 八20~22）、「上行之詩的寫照」（詩一一八3~4），
更要有保羅的信心（羅八 35；腓四11~13）。

（Ｂ）新春會堂的崇拜

激勵信仰的展望與立志，緬懷「摩西的吩咐」

（申十一12~15）、「大衛之詩的寫照」
（詩六十五9~11），以及「保羅的盼望」
（腓三13~14；林前九25~27）。



（Ａ）家庭相交的造就

洋溢關愛的造就與互動，流露「長輩的祝福」

（創四十九28）、「家人的造就」（得四14~15），
散發「和睦同居」的美與善（詩一三三1；傳四9~12）

（Ｂ）會堂聯誼的造就

營造靈裡同心與合一，體悟「牧者的祝福」

（申三十9）、「同靈的激勵」（啟十九7~8），
堅定「牧養與宣道」的使命。

（約二十一15~16；徒一8）

對於春節
我們的看法及作法

參 ‧ 新春的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