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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一种古老的春节传统习
俗：过年时，长辈往往会给晚辈一些“压
岁钱”，希望晚辈们在新的一年中大吉大
利，诸事顺意，健康平安。“压岁钱”的习
俗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但很多人不知
道，“压岁钱”最初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
货币，而是一种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它
最初的本义主要是两方面：压邪攘灾，喜
庆祈福。

最早的压岁钱出现在中国的汉代，
它最初的名字叫作“厌胜钱”（“厌”读

“鸭”音），也叫“押胜钱”。这种钱币不是
用来流通的，即不能当钱花，而是一种用
来观赏的，可以佩戴的钱币形状的装饰
品，通俗些说便是：民间一种用作吉利品
或避邪物的古钱币。压岁钱正面一般铸
有吉祥用语，如“天下太平”“四季平安”

“千秋万岁”“去殃除凶”“百毒不侵”等
字；背面则铸有各种民间瑞兽祥鸟的图
案，如龙凤、龟蛇、双鱼、斗剑、星斗、蝙
蝠、鹿等。

当时，人们对压岁钱有一种美好的
寄托，这源于一则民间传说。相传古时
候，有一种妖怪叫“祟”，专门在大年三十
夜里出来活动，偷偷地潜入百姓家中，去
摸熟睡的孩子的头。凡是被“祟”摸着头
的孩子，就会头痛发热，最后变成傻子。
于是，家家三十晚上都点着灯彻夜不睡，
谓之“守祟”。有一对老夫妇老来得子，视
若宝贝，三十晚上怕“祟”来伤害孩子，便
拿出8枚铜钱给孩子玩，孩子玩累后就
把8枚铜钱放在枕边后睡去。半夜，一阵
阴风过后，“祟”潜入老夫妻家中，吹灭烛
火，伸手去摸孩子的头，结果枕边突然迸
发出8道闪光，把“祟”吓得夺门而逃！此
事不胫而走，人们便认为那8枚铜钱乃
是八仙化身来保护孩子的，因“祟”与

“岁”同音，后来人们便将“守祟”称为“守
岁”，并在大年三十晚上给孩子一些铜
钱，以祈求平安。宋元时期，过春节时，长
辈都会给小孩一些铜钱，任其把玩，以求
平安吉祥。这种风俗一直盛传不衰。

从西汉至自魏晋南北朝，历经宋辽
金元，厌胜钱得到了全面发展，品种、数
量均比前期丰富。目前从传世实物和典
籍记载看，厌胜钱是一个“大家族”，从赞
颂吉祥的“祝寿钱”“洗儿钱”“撒帐钱”，
到厌魅解厄的“辟兵钱”“神咒钱”“八宝
钱”；从祈嗣求子的“男钱”“女钱”“秘戏
钱”，到嬉戏娱乐的“棋钱”“马钱”“灯谜
钱”……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而且它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拓展，从最
初的压邪攘灾、喜庆祈福，扩展到纪念、
厌胜、凭信、上梁、供养、博弈、吉语、成
语、戏作、开炉、镇库、馈赠、赏赐、祝福、
辟灾、占卜、玩赏、戏作、配饰、生肖等多
个领域，其形制、铭文、纹饰也都达到精
美绝伦的境界。

明清时，厌胜钱币的铸造和流传达
鼎盛时期，内容几乎涉及到人们生活的
各个领域，称谓更是名目繁多。在此基础
上，厌胜钱也才有了正式的名字——“压
岁钱”。清代典籍《燕京岁时记》中记载：

“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
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
因铜钱是线串的，所以古时民间也称压
岁钱为“串线”。晚辈们将长辈赏赐的压
岁钱像玉佩一样佩戴在身上成为一种装
饰品，以用来辟邪保平安，也表示对长辈
的一种尊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压岁钱逐步向“钱”
上过渡。民国时期，压岁钱的配饰、辟邪功
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真正的货
币，变成了大年三十“压岁”时，长辈发给
晚辈的“福利钱”：红纸包上一百文铜钱，
寓意“长命百岁”；包上一枚银圆，寓意“一
本万利”。压岁钱不再佩戴，而真正用于货
币流通，担负起了“一本万利”、“财源茂
盛”、“步步高升”等“励志”功用。近现代，纸
币逐渐取代了金属货币，压岁钱才真正成
了今天我们眼中的“压岁钱”。

春节来临，当长辈们给家中的晚辈
们发放“压岁钱”时，不妨向他们普及一
下“压岁钱”的相关知识，这可能比发放

“压岁钱”的收效更大，因为，传统文化才
是我们民族的无价之宝！

中 国 古 代 ，将 正 月 初 一 称 为“ 岁
朝”。文人们在此日喜欢将鲜花、蔬果、
文玩供于案前，以求春意盎然、新年好
运，被称为“岁朝清供”。但是当时能在
隆冬时节摆上鲜花、果蔬之类的鲜物
者毕竟是少数，于是文人们便将这些

“清供”之物绘成画悬挂室内，称为“岁
朝图”，成为祈福纳祥的“年画”。此类
画作通常以静物画的面貌出现，采用
的画法也是写生技法，形象逼真，内容
也以冬天不易看到的花卉、果蔬为主，
有的还配以贺岁诗词，通过画中物品
的名称谐音、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来
表现一个美好的新年祝福。这本是文人
玩的一种雅事，宋徽宗赵佶尤爱为之，
将其传入宫中。

到了清代，宫廷中大行其道，每逢
新 春 ，御 用 画 师 们 要 按 时 呈 献“ 岁 朝
图”，以供宫室春节点缀之需。擅长绘
画的皇亲贵胄、朝廷词臣们也以这种
形式向皇帝恭贺新禧，甚至皇帝本人
也亲绘“岁朝图”，表达新年的喜悦和
祝福。到了近代，吴昌硕、齐白石等绘
画大师们将“岁朝图”生活化、世俗化，
融入鞭炮、红灯笼等“俗物”，使其成为
民众百姓喜闻乐见的“年画”。

齐白石出生于农家，早年干木工，
后以卖画为生。他的绘画来源于生活，
植根于民间，将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艺
术 情 趣 融 进 其 画 中 ，由“ 大 俗 ”到“ 大
雅”。所以他的画更接地气，有浓厚的乡
土气息、纯朴的农民意识和天真烂漫的
童心。他笔下的“岁朝图”增添了泥土味
和民俗特色，贴近生活，贴近民众。

画 面 以“ 中 国 红 ”为 主 色 调 ，赋 色
上鲜艳泼辣，多用洋红，明快浑厚，突
出中国传统的喜庆气氛，热烈、祥和、
欢快。在所画内容上除了代表吉祥富
贵的玉兰、牡丹、海棠等花卉外，还加
入 了 红 灯 笼 、红 柿 子 、红 对 联 、红 鞭
炮、酒壶、酒杯等民间用品，表示大年
新 春 的 到 来 。所 画 之 物 造 型 简 练 质
朴，用笔老辣拙趣，用墨酣畅淋漓，追
求色彩饱满、炽烈，画面效果夸张、鲜
活 ，将 民 间 艺 术 与 文 人 画 有 机 融 合 ，
摆 脱 了 古 代 文 人 孤 芳 自 赏 的“ 清 雅 ”
模 式 ，把“ 雅 ”提 升 到 一 个 新 的 层 次 。
在构图上新奇而不落窠臼，营造出温
馨欢乐的生活情趣，雅俗共赏。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
85 岁的齐白石“胸中一口闷气，长长地
松了出来”，他又恢复卖画刻印，琉璃厂
一带画店又挂出了齐白石的润格。同年
10 月 10 日，孙连仲将军在北京受降，又
有朋友来访，留家小酌，齐白石心花怒
放，乘兴作七言律诗一首：“受降旗上日
无色，贺劳樽前鼓似雷；莫道长年亦多
难，太平看到眼中来。”他像过年那样还
画了一幅《岁朝图》。图中的大红宫灯和
鞭炮是喜庆用物，寓意喜气洋洋、喜气
盈门；兰花瓶中插着一朵盛开硕大的牡
丹，代表着和平的到来、平安富贵；四个
红红的柿子寓意事事如意、事事大吉；
酒壶、酒杯是说胜利来之不易，值得饮
酒庆贺。内容丰富，构图精巧，清新秀
丽。白石老人凭借自己高超的笔情墨
韵，以独特的经历、性格、感觉、趣味和
文化背景所形成的笔墨语言，赋予作品
质朴而热情的生命力。

齐白石一生画了很多“岁朝图”，
但题款“新喜”者甚寡，他 93 岁时画了
一 幅 名 曰《新 喜》的 画 。新 喜 又 作“ 新
禧”，为一年之始，即过春节，人们互祝
新年幸福。此画构图平实，一个普通的
花瓶中插着几枝怒放的红梅，梅开百花
之先，独天下而春，作为传春报喜、吉庆
的象征，从古至今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吉
祥之物，梅花的五片花瓣喻指“五福”。
五个红彤彤的柿子，看似随意排列，实
则错落有致。花瓶寓意“平安”，柿子寓
意“事事”，红梅寓意“喜庆”，三件物品
组合于一画之内，有“事事平安喜庆”吉
祥之意。花瓶旁摆着一把酒壶，其上有
朵朵祥云和飞翔的龙，两只酒杯在红柿
两侧，一挂褐赭色的鞭炮，斜斜指向画
面左下角，增添了节日气氛。这幅《新
喜》图，花瓶、梅枝、酒壶、酒杯与鞭炮
均用粗笔勾勒，梅花瓣与柿子则为没骨
法，两种画法结合巧妙，使线条与块面、
色彩与水墨、骨力与韵致相得益彰，浑
然天成。

《新喜》作于 1953 年。这年 1 月 7
日，北京文艺界专门为齐白石召开祝
寿大会，文化和旅游部授予齐白石杰
出的人民艺术家称号。周恩来总理出
席了晚间的庆祝宴会，对这位画坛耆
宿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所以“新喜”既
是对新年的祝福，更重要的是以此表达自
己的喜悦之情和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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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历甲辰年，俗称“龙”
年。古人用玉制作玉龙已有数千年
了，让我们龙年到来之际读读汉代
玉龙的特征。

龙，传说能显能隐，能细能巨，
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
风唤雨，无所不能。龙的形象，因历
史与朝代的不同，古籍记载的多有
不一。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龙是多
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
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龙具有鹿
角、马头、兔眼、虎须、牛耳、蛇身、
蜥腿、鹰爪、鱼鳞、鱼尾的形象。封
建帝王欲借龙威，一纸昭示把“龙”
收 为 皇 家 专 用 ，帝 王 出 生 称“ 龙
诞”，未即位时称“龙潜”，登基之后
称“龙飞”，创立王业称“龙兴”，子
孙后代称“龙种”。

汉代的玉龙造型在形式上达到
了空前的高度。汉代玉龙在战国时
期自由奔放、生机勃勃、姿态万千
的基础之上，更呈现出尊贵威武之
态、翻云覆雨之势、气韵生动之神
采。汉代玉龙多与凤纹组合出现，
少有单独出现，龙身亦扭曲多变。
早期龙身饰浅浮雕谷纹、勾连云纹
等，中后期多素身，仅以游丝线刻
画细部。汉代玉龙开始出现四肢，
形若走兽，四肢关节处以密集排列
的游丝阴刻线表现腿毛。龙爪多呈
团 球 状 ，为 三 爪 ，长 尾 翻 卷 ，多 分
叉，少数身躯上出现双翼，称之为
应龙。头部较长，眼部多为丹凤眼。
眼睑部位多为双阴起阳线，眼梢拉
长。龙睛微凸，口部大张，斧形嘴，
上下各雕出一颗尖齿，部分呈吐舌
状。云形耳，部分玉龙出现长而分
叉的角。汉代玉龙多了一份成熟的
内敛稳重和雄浑。任何一件玉雕作
品 的 神 韵 气 质 都 是 与 其 所 处 时 代
背景及时人审美心态有关，汉代是
玉龙的成熟期，玉龙成了真正意义
上的皇权的象征。

汉代玉佩饰上大量盛行螭龙纹
饰，可以称为龙纹的主流纹饰。“螭”
纹在战国晚期玉佩饰上出现。螭龙
的原型是自然界中的壁虎，形状盘
曲而伏者称为“蟠螭”。《说文·虫部》
释：“螭，若龙而黄”。民间对螭龙的
传说有两种，一种认为螭为海兽、水
精，能防火灾，另一种认为螭龙是龙
生九子中的第二子。螭龙在战汉玉
佩饰中往往成对出现，象征男女美
好 的 爱 情 和 人 们 对 美 好 吉 祥 的 祈
望。螭龙纹在玉雕中从战国开始一
直延续到清代。

上下几千年，龙已经渗透到了
中国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成 为 了 一 种 民 族 文 化 的 凝 聚 和 积
淀。已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
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
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
符号、一种精神、一种血肉相联的
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
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
……

民俗里的“福”运

新 年 将 至 ，民 间 有 写“ 福 ”祝
“福”习俗，笔者曾买过一件清代白
玉“福”字牌，拿出来重新审视，颇有
感悟。“福”牌，在旧时是指“福气”

“福运”。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的愿
望，那就是企盼来年福气的到来，具
有浓郁的民俗风情。一个“福”字寄
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
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我查阅《释名》中说“福，富也”；
《广雅》中说：“福，盈也。”最早的
“福”字为刻于甲骨之上的象形文
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当时
的“福”构型多样，有“双手举酒祭
天”的形象等，造字的意义便在于

“用美酒祈求富足安康”。
有一种瘦长的“福”字，字形窄而

狭长，为瘦，音谐“寿”，即长寿之福。
此福在写法上暗含“子、田、才、寿、
福”五种字形，寓意“多子、多田、多
才、多寿、多福”。从书法角度看，将
数个字合为一体却流畅自然。这也
是世上惟一的“五福合一”“福寿合
一”之“福”，又称为“长寿福”和“天
下第一福”。

“福”乃福、禄、寿、喜、财、吉六
大吉祥之首，求福、纳福、惜福、祝福
又 是 各 种 民 俗 文 化 现 象 的 概 括 。

“福”又分“五福”，《尚书·洪范》中
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
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把福
的形式和内容具体化了，福在中国
文化中的含义不是物质满足，主要
是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明清玉器题材内容多通俗吉祥，
寄托着当时人们对生活的祈望与追
求，代表着一种民俗文化。清代和田
白 玉 福 字 牌 就 是 通 俗 玉 器 中 的 一
种。顾名思义，福字牌就是整块牌子
琢磨成一个福字，这在清代中晚期
玉器中比较常见。

笔者收藏的一件清代和田白玉
福字牌，玉质油润，雕工精细，是很
好的佩件。整块白玉牌子由一个福
字构成，福字肥润，俨然颜体。颜真
卿自然是大书法家，宋徽宗赵佶更
是大书法家。我见过不少白玉福字
牌，有用颜体字的，有用柳体字的，
还有用欧体，没见过用瘦金体的。并
非宋徽宗是亡国之君，而是他的字
太瘦。皇帝食不厌精，需要减肥。老
百姓却不希望佩着一块瘦不拉几玉
牌子，不会希望自己的福气减肥。所
以，肥润是明清福字白玉牌的共同
特征。

有同好之人写了首诗咏“福”字
玉牌，诗云：“一片腰牌一片心，长留
祈愿到如今。颜书福字雕成器，锦织
红绳系向身。历尽沧桑人未老，久经
把玩玉犹新。徽宗不惹芸生爱，任尔
狂书瘦若金”。真实地反映老百姓对

“福”字白玉牌的喜爱。
清代白玉福字牌都是非常精美

的，主要反映在用料精细、做工考
究、文饰精美而有民俗内涵。我们
看这几件福字玉牌，虽然只是一件
小小的佩饰，但是选用了上好的和
田白玉，雕工一丝不苟，整体浑然
天成，字体轮廓的勾边非常仔细，
线条流畅毫无阻滞感，确实令人赏
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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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春暖翰墨香”2024年大湾区青少年迎
春笔会近日在香港举办，内地及香港书画家、大
湾区师生和香港保良局儿童等逾百人挥毫泼墨，
共迎新春。

笔会现场墨香四溢，一众书画家带领保良局
儿童书写福字、挥春及绘画，以传统方式迎接农
历新年到来。其中，一幅由书画家和儿童联合创
作的八尺花鸟画引人注目。火红的梅花、苍劲的
松柏、洁白的玉兰，承载着人们美好的新春愿景。

太平山、维多利亚港、港珠澳大桥等景点
随画笔跃然纸上……这是由来自粤港两地的
儿童以香港八景为主题，合力绘作的《香港明
天会更好》画册，通过艺术交流小朋友们增进
了感情。

香港东方书画院院长、香港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梁君度表示，此次迎春笔会汇集了来自两地、
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不仅增强了两地艺术交
流，更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书法报》大湾区研学代表团团长叶军表示，
推广书法教育至关重要，此次活动让大湾区青少
年更好地亲近书画、亲近传统文化。

香港学生黄杰雯提笔在正方红纸上写下福
字。她告诉记者，希望香港以后可以多举办类似
活动，让更多人领略传统书画的魅力。

此次笔会由《书法报》、香港保良局、香港书
法家协会、香港东方书画院等机构共同举办。

据新华社

2024年大湾区青少年迎春笔会在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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