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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國家皆有其傳統的節日慶典，中國也不例外。 這個國

的歷史悠久，它有無數的傳說、習俗、宗教方面的禮俗和特

性，在文化傳統的範疇裡有不少多彩多姿、 普天同慶的假日和

節慶。

由於中 國是以農立國，因此可理解有些來自日常在田野上

;I-作的農民之習慣或格言，比如 「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J ;人

澳大自然界的 關係十分密切，人不會與大自然對抗的，而是與

大自然合作，並且調整其生活節奏的 。 古時田野工作即根據中

國的太陽年，將一年劃分為二十四個時段，農耕之事即依四季

春、夏、秋、冬之順序將它分成二十四個節氣，又稱為陰曆的

中國農民曆，大多數依據農村習俗來慶祝的節日，迄今仍然沿

用陰曆 。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政府採用格列哥里日曆，並正式

以它來計時，因此陰曆遂被格列哥里日曆取代了 。 今天在台灣

有一些紀念 日 ，由政府按照適當日期的方式明令制定，例如一

月一日是法定假日 。 有一些傳統的節慶日今天也不是官方公定

的，這些大部分仍根據陰曆，並且主要是在不同的地區慶祝;

今天我們所使用的陰曆是從唐朝(六一八至九O七年)發展而

來的 。

陰曆年的算法是以六十個週期計算的，並且是和十二個動

物生商 (即十二週期)及陰陽五行: 金、木、水、火、土一起

V T1 



VIII 前 言

合併計算的，這種結合法在中國是與一個世紀相吻合的 。 中國

的天文學家在基督誕生前的十四世紀就已經測出一個太陽年有

365.25 天，一個月亮運行的軌道有 29.5 夭 。 所以採用這個算法，

一個陰曆年只有 354 天，因此每間隔三年，有時只隔兩年就要

再加進一個閏月 。 中國陰曆年的日期約晚於格列哥里日曆一個

月，因此比如中國新年就不是像格列哥里日曆一樣是在一月一

日，卻是介於一月二十一日和二月二十日之間 。

又由於中國人敬天、畏神的天性使然，因此宗教信仰在民

間生活及節慶也扮演一個重要魚色 。 很多節日慶典源自於風俗

習慣及由民族特性形成，中國新年即是一個例子，其他的一些

節慶則是源自於傳統。 節慶常被歡欣鼓舞大肆地慶祝著，大多

包含有紀念、回憶深具意義的人物和事件，也由此演變成至今

仍然流行的風俗習慣。

所有的節慶日都各具其特色，並合適地表現各自的慶祝儀

式及風俗，因此就有一些特殊的舞蹈、藝術表演、食物及祭品。

在一年四季裡都有傳統的、深具意義的節慶日，節日可以放假，

對於終年辛勤工作的人來說，都是可以暫時放鬆的日子，尤其

是當節日碰巧與星期一或星期五連結在一起時，大家都會很高

興，有幾天的連續假期可輕鬆一下了，而小學生們更是喜歡它，

因為有詐多節日都可以不必上學(但這現象看起來不只是在中

國女口此) 。

一般而言，中國人也許知道某個節日可以放假，但卻鮮少

有人去採究為何而放假，久而久之，節日本身的意義便為人所



前言 IX

淡忘 。 本書從中國采多節慶中選取十三個最具意義及民族特色

的節日，敘述其來龍去脈。

本人多年來從事德語文研究，二十五年來在淡江大學擔任

徒、語教師。雖然長久以來我與這個語言有實際的接觸，我一直

確信德語是一種難度頗高的語言，並且一個老師其實仍舊只是

一個學習者而已 。

我樂於用德文介紹在中國深受喜愛的節慶，期能喚起德語

區讀者的興趣，能欣賞並暸解中國節慶和傳統的特色 。 當然在

眾多中國節日慶典當中，我只介紹了一小部分，也許我應該再

介紹一個式其他重要的節慶才封，因此我由衷地盼望批評、建

議及指正O

在此得感謝我多年的德國朋友，施萊梅夫婦大力支持及善

意的建議與提示 。 我也要誠摯地感謝中央圖書出版社社長林在

高先生，在他的協助下，本書得以順利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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