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節習俗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 

一、春聯及門神的由來： 

    門神、春聯的前身是討桃符，又稱桃版。據説上古時有兩兄弟，一個叫      ，

一個叫      ，住在東海度朔山上，兩人常站在大桃樹下，撿閱百鬼，對於無

故害人的野鬼，就用繩索綁起來去餵老虎.後來人們用兩塊桃木板立在門旁，或

用紙版畫上      、      的像，用來鎮邪。 

    唐朝以後，除了       、       以外，人們又把秦叔寶和尉遲恭兩位唐

代武將當作門神。相傳，唐太宗生病，聽見門外鬼魅呼號，徹夜不得安寧。於

是他讓這兩位將軍手持武器立於門旁鎮守，第二天夜裏就再也沒有鬼魅少搔擾

了。其後，唐太宗讓人把這兩為將軍的形象畫下來貼在門上，這一 習俗開始在

民間廣為流傳。 

    據《宋史》載：蜀後主孟旭命學士為題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筆題為：「新

年納餘慶，嘉節號常春。」據説這是我國最早的一對春聯。 

    明代朱元璋建都南京後，曾令各家貼對聯，並將門聯改名為春聯，一律用

紅紙書寫。傳說有一次，朱元璋親自到民間察看，只一戶人家沒貼春聯。一問，

原來這人家是閹豬的，不識字，於是親自為他寫了一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

刀割斷是非根。」由於歷代大力提倡，使春聯成為我國特殊的民間文藝形成，

長盛不衰。 

 

二、寫春聯 

    請蒐集四副對聯，依序寫出： 

第一副：                              第二副： 

 

第三副：                              第四副： 

 

三、「新年歌」 

台灣民間流傳著一首「新年歌」，將正月間的行事以歌謠方式逐日記載下來，

內容如下： 

 

初一、初二      、初三      飽，初四頓頓飽，初五      ，初六挹肥， 

初七七元，初八完      ，初九       生，初十有食食， 

十一請        ，十二查某子返來拜，十三食暗糜配芥菜， 

十四結       棚，十五      暝，十六折       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