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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星版4 伟伟吴：辑编 元旦快乐

不知不觉，已经步入 2024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即将迎来崭新的
2025。全国各地很多人今晚都会参与跨年夜活动，当我们跨过今夜，
就到达了新一年的第一天———我们通常叫它“元旦”。

我们现在所过的“元旦”，就是指公历的 1月 1日，是世界多数国
家通称的“新年”。而“元”一般是指开始、第一、起的意思。关于“元旦”
的正宗解释是：元，谓“始”，凡数之始称为“元”；旦，谓“日”；“元旦”意
即“初始之日”。

但你知道吗？今天的“元旦”可跟咱们历史上的“元旦”是不同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编者

元 旦 的 千 年 嬗 变

心心念念的年已进入倒计时，我国民族众

多，各地习俗不同，按照各地的习俗，人们的饮食

习俗也是大相径庭的。那么汝州的传统小吃都有

哪些？快来看看吧！

手工绿豆粉皮 为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始创于清道光二十年，距今已有 160

年历史。汝州粉皮以优质绿豆为原料，纯手工艺

水磨绿豆淀粉精制而成，味道鲜美。以其色泽嫩

白透明，质薄如纸，韧强味鲜，利口消腻，食用方

便而颇负盛名。粉皮可长期存放，且不易变质，关

键是食用方便，可立煮立食。

食前先将干粉皮放入温水浸泡，待变柔软后

撕成碎片，用牛、羊、猪、鸡、鸭、鹅等肉丝、肉片，

均可搭配拌和，做成凉荤菜；或拌黄瓜、西红柿、

芹菜等菜蔬，用芥末、麻酱、香油等为佐料，可配

成荤素凉菜，味美可口。

浆面条 是汝州的传统名吃。是以绿豆浆

发酵制作面浆，经特殊工艺而成的面条。汝州

浆面条，既经济又可口，是汝州人普遍喜食的

一种风味小吃。做浆面条时的浆常用的是绿豆

浆和面浆，而最好吃的是绿豆浆，家庭最常用

的是面浆。做浆过程其实就是发酵，放入发酵物，

充入适量的水，放入少许曲，然后放置 24 至 48

个小时，等发酵物溶解或者浆味很醇厚的时候

就可以用了。面条是普通的面条，煮面条的水

中必须调和成稠稠的面汤，然后放入适量的

浆，等面汤滚了后，放入面条煮，等面条快熟时

要放入事先炒好的配菜，比如小白菜、青菜等，

煮面不需要太长时间，大概 15 分钟就可以了。

起锅前要放入盐、拍碎的大蒜、葱花、花椒粉少

许，以及调制好的咸花生豆（可夹杂一些青豆）

和芹菜段（用热水过一次，去掉涩味就可以

了）。

汝州锅盔馍 应该是由陕西传入汝州的，

但一到汝州就被同化，变得花样繁多起来，有

发面锅盔，也有死面锅盔，其中死面锅盔最有

名气。

锅盔馍整个制作过程，基本上以炕为主，

所以老汝州都称其为“炕锅盔”。成品锅盔馍能

分为数层，外表黄白相间，内瓤起层，入口细

嚼，外焦里嫩、酥脆可口，久存不坏，便于外出

携带。

汝州锅盔馍吃法有干吃、泡羊肉汤吃、做成

炒糊珀馍吃等等。

卤猪肉 是汝州民间最大众化也是最具汝

州地方的特色美食，为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主要特点是：软糯鲜香，肥而不腻，瘦

而不柴。

汝州制作卤猪肉的主要食材是猪头，所以，

又叫“猪头肉”。将猪头镊净毛茬，洗净剔骨，清水

浸泡，去除血水。大锅烧水，用八角、桂皮、良姜、

花椒等调料熬成老汤，将猪头、猪五脏、猪蹄等人

老汤慢火炖煮，熟即可食，食时或原味或蒜汁调

制。

因各家制作卤肉大料差异，味道各有其

特色，但均风味醇厚、香气馥郁，深受食客青

睐。

汝州羊肉汤 采用名贵药材秘制调料，经过

独特配方，精心熬制而成，尤以奶白色高汤为上

乘。汝州羊肉汤分为冲汤羊肉和现炒羊汤两种做

法，最关键的还是熬制羊汤。提前将羊肉和羊骨、

羊头放在一起，加大料熬制成高汤，食用前将煮

熟的羊肉或羊杂切片备用。做冲汤羊肉比较简

便，在碗中装入羊肉或羊杂，直接用沸汤反复冲

滤加热，配以葱花、香菜、食盐、味精，再加入适量

羊汤即成。做现炒的羊肉汤，需配以冬瓜、黑木

耳、金针菇、枸杞、葱花、姜丝、海带丝等，小锅热

油爆炒后，再加入适量羊汤炖煮，一会儿即可。

锅盔馍夹猪头肉鲜香可口，卤肉灌肠活色生

香；八大碗各具特色，烧烤串热辣滚烫……近年

来，随着我市文旅市场日渐活跃，小吃也不断“出

圈”，让众多游客为了美食奔赴汝州这座古老的

小城。 木子整理

元旦即将到来，“元旦”从何而来？它又是怎样走进百姓

生活的？元旦古称“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又称元

春、元日、元正、元辰、元朔等。数千年来，元旦的含义几经变

迁。

古代元旦为农历新年

元旦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一颛顼的传说。古时曾经有四个

元旦日，即农历十月初一、十一月初一、十二月初一、一月初

一。

我国最早的历法是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古历，

合称为“古六历”。按照干支纪月法，一年的十二个月，分别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年的正月为一

月，每月的朔日即初一。在汉武帝之前，历代的正月是不一样

的。黄帝历、周历、鲁历皆以子月为正月，称为建子月，也就是

现在的农历十一月，十一月初一为元旦；夏代以孟春为正月，

夏代的元旦是农历一月初一；商代用殷历，殷历的正月为农

历十二月，十二月初一为元旦。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暗弱无力，群雄争霸，各诸侯国各

行其是，不再奉行周朝的正朔，元旦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秦

始皇统一天下后也统一了历法，推行颛顼历，以十月为正月，

十月初一即元旦。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沿用了秦制历法，但是随着农业生

产的发展，越发感觉和人们习惯通用的春夏秋冬不合。公元

前 104年，汉武帝颁布实施《太初历》，并将此年改为太初元

年，正式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元旦。在此后两千多年的

时间里，尽管曾有几名皇帝进行过改历改岁首（如王莽规定

十二月朔日为岁首），但总体上一直使用夏历。所以，我们现

在使用的农历，也称为“夏历”。

古时的元旦并非现在的元旦，而是农历新年。吴自牧《梦

粱录》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

之首。”元旦这天，皇帝要举行隆重的朝贺大典，献岁启新，还

要祭祖拜神，皇帝率领一班王公大臣，诣皇太后宫行庆贺礼，

以表达孝顺之心及祝福。而臣子也要向皇帝觐表，恭贺元旦。

秦朝时，官员元旦有“告假”制，汉朝有“休沐”制，唐朝则

官府元旦放假 7天，并成为法定制度。民间则形成了燃放爆

竹、悬挂桃符、拜神祭祖、祈福辟邪、亲人团圆、送礼拜年等习

俗，欢度新年。宋朝时元旦任由百姓自由娱乐，放开赌禁 3

天。《东京梦华录》说：“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

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

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

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

场歌馆，车马交驰。”

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元旦更是热闹。《燕京岁时记》描写

道：“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后焚香接神，

燃爆竹以致敬，连霄达巷，络绎不休。”

“元旦”与“春节”之争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

建帝制。次年 1月 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中华民

国政府成立。1月 2日，孙中山发出《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

电》：“各省都督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

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

议决，由本总统颁行。”1月 l3日又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

布历书令》，命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政府规定，1月 1日至 3

日，军政部门、司法机关、学校以及地方政府放假 3天。

1913年 1月 1日，当第一个元旦节来临之时，民国各级

政府张灯结彩举行庆典，党政要员汇聚一堂，总结一年来的

工作，展望新一年的前景。各大中小学提前数天精心准备元

旦游艺会，节目丰富，师生及政府职员踊跃参与。

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时期，民国政府

的统治力量十分有限，加上传统年俗根深蒂固，欲以一纸电

文公告将其废除是不可能的。老百姓我行我素，直到进了腊

月才开始“忙年”，有了年味儿。这年 7月，针对夏历新年在民

间“屡禁不止”的现象，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就改历改元

问题，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交了一份四时节假报告，提出“拟请

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的申请，并准许放假一天。袁世凯同意了

这一请求，并于 1914年起实施。于是传承了数千年的“元旦”

正式更名为“春节”。从此，中国有了两个新年，当时将元旦称

为“民国新年”，春节称为“国民新年”。此后一段时间内，官方

刚过完“阳历年”，民间又迎来“农历年”，官民各过各的年。

1914年 1月 26日，中国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春节，

民间按照传统习俗欢度新年，气氛格外热闹。当时的报纸报

道：“家家爆竹，户户桃符，大小商场一律休业数天，熙来攘

往，遇人即相互庆祝，皆说吉祥佳话。”就连已经逊位的宣统

帝也升殿受贺，袁世凯和黎元洪还派代表前去拜贺。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次年 5月，内政部长薛笃弼

草拟了《普用国历办法八条》，将阳历定为“国历”，农历视为

“废历”，“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12月 8日，国

民党中执委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废除旧历，严禁民间贴

春联、燃放烟花爆竹等一切民俗活动，禁止商店关门，不但严

厉制裁在旧历年节放假的学校负责人，而且还处罚那些关门

回家过年的商人。山东省政府在 1929年春节前，甚至发布了

“禁过春节”的通令。

1930年元旦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印制了 8000副春联

分发给民众张贴，并且宣布“全市娱乐场所半价”，以鼓励百

姓欢度元旦。是年 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告全国各机关元

旦放假 5天。1933年，国民政府又通令各界，将元旦休假改为

3天。此后元旦放假 3天成为惯例和制度。1934年，政府停止

强制废除农历，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

不宜过于干涉”。

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

1949年 9月 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法。为区别农历和阳

历两个新年，又考虑到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

新年的前后，农历的一月初一称为“春节”，阳历的 1月 1日

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12月 23日，政务院通过《全国年节

及纪念日放假的办法》，规定新年元旦放假一日，春节放假三

日。新年元旦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1950年 1月 1日是新中国第一个新年元旦。1949年 12

月 3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全国各地积极准备在新年开

展文化娱乐活动，首都各界将于 1950年 1月 2日举行全市

人民大联欢，北京市戏曲界举办新年演出周，全市 20多家剧

院、茶社上演新节目。天津市总工会、文艺界将在新年举办军

民联欢会、书画展、音乐会，上演新剧。上海军管会已通知各

机关、团体在新年休假日分别举办联欢会，庆祝胜利，同时进

行 1950年新任务的宣传工作。广州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将

在新年举行全市大团拜。报道说：“全国各地人民都以无比欢

欣的心情和预示克服一切困难的坚毅决心，来庆祝 1949年

的伟大胜利和迎接 1950年的到来。”

1949年 12月 31日晚，中国各民主党派在中南海怀仁堂

举行盛大联欢会。新年来了，人们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举办

新年联欢会、团拜会、歌咏比赛、演讲会、体育比赛、展览会等

丰富多彩的辞旧迎新欢庆活动。《进步日报》1950年 1月 3日

以《京津欢度新年》为题报道说：“元旦以来，北京人民男女老

幼都在庆祝胜利新年的狂欢中，大街小巷都悬挂红旗、红灯。

各戏院影院也都高悬‘客满’，特别是那些放映新影片如《米

丘林》《中华儿女》等及演唱新戏曲如《九件衣》《红娘子》等的

场所，观众空前拥挤，多是劳动人民和家庭妇女。参观故宫、

太庙和历史博物馆的人更是自早到晚，络绎不绝。”“天津市

100多万市民欢度胜利新年。除夕瑞雪，元旦下午放晴。各机

关单位、工厂、商店、娱乐场所都张灯结彩、高悬国旗，一片耀

眼的红光，洋溢着喜气。鞭炮声自晨至暮响个不停，午夜后还

断续可闻。”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来源：北京日报

很多诗以“元旦”“元日”为题或者诗句
出现“元旦”，这时元旦就是指正月初一：

元 日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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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元日

孟浩然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元日述怀

卢照邻

筮仕无中秩，归耕有外臣。

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

草色迷三径，风光动四邻。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

元 旦

何汝樵

腊尽寒犹厉，春来雪未乾，

流年怜易失，为客敢求安。

故里屠苏酒，新年柏叶盘。

嗟哉老兄弟，谁与共清欢。

诗里如何记载“元旦”？

元 旦 美 食 篇 ———汝州 传 统 小 吃

手工绿豆粉皮

浆面条

汝州锅盔馍 卤猪肉

汝州羊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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