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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级潮汕春节民俗文化研究小组 

小组成员:黄伟旭(组长)、李东晓、黄泽帆、曾伊娜、沈岱菲、詹晓霓 

指导教师：◇林  华 

研究背景 

时潮地的岁时节俗活动，总免不了有祀神祭祖

以及游神赛会的项目，既有祭祀色彩，又具有喜庆

娱乐气氛，因而使潮汕地区的民俗文化内涵更加丰

富，成为潮人社会不可或缺的风俗。经过历代的沿

革变化，潮汕民间传统节日习俗在继承民族传统节

日风俗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节俗

活动在与各地大体相同的前提下，其不同之处反映

了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饮食、工艺、奉祀等地

方特色，从更深的层次反映了潮人的心理特点。 

研究目的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

而春节的习俗在不同的地域又有不同的特色。潮汕

春节民俗文化作为潮汕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今似乎已渐渐为新一代潮汕人所淡忘。我们成立

这个课题小组的目的，是了解潮汕春节各个节日的

特色以及潮汕的民风民俗，继承和发扬潮汕文化的

精华，摒弃封建迷信。 

 

 

 

 

 

 

 

 

建设新课程 寻求新途径 
——广东汕头华侨中学校本课程新实践 

新课程的“三级课程管理”制度为新的教育改革带来了生机，同时也给许多基层学校带来机遇

和挑战。我们学校在开发校本课程上坚持自己的特色，即将研究性学习课程与校本课程结合进行、

将地方课程的开发作为校本课程的重要内容来进行。我们学校所处的潮汕地区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文化，保持着独特的区域方言和民俗的一方古地；又是祖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经历了地区经济

发展的顺流与逆流。这一切都为我们开发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早在 2001 年我们

学校就开始了研究性学习课程的探索，2003 年秋季（新课程开始前一年）后，我校就连续在每个高

一年级学生中，围绕着潮汕的经济、文化、历史、人文、民俗等多方面开展了主题为《我们成长的

地方——潮汕大地》的系列研究性学习活动。一方面在学生中传播传统文化，为学生营造一个多样

化的认识论环境和活动空间，使学生从自己所处的周围社会中学习更多的东西，促进学生个性的健

康和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弥补单一国家课程的不足，发挥了地方和学校资源优势与办学积极

性，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学生的主题研究性学习成果多次在全国级杂志上发表，或者在参加全

国、省、市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这些成绩也给我们教师和学生许多的鼓励和支持，激励我们继续深入地开发富有地方特色和校

本特色的校本课程。但是，一个新事物的成长肯定会有挫折和失误，我们也恳求更多的老师和同行

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为我们的新课程改革提供更多、更全面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的新课程改革之

路能够走得更加开阔、更加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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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分工 

全体成员 制定行程表、调查项目、访问亲友，

查找资料、记录活动日记 

黄伟旭  负责初一民俗调查、网站制作 

李东晓  负责廿四、三十民俗调查、写论文 

黄泽帆  负责初七民俗调查 

曾伊娜  负责初四、元宵民俗调查 

沈岱菲  负责初九民俗调查 

詹晓霓  负责冬至民俗调查 

所需设备 网络（论坛、QQ）、照相机（一般照

相机及胶卷、数码相机）、调查问卷 

交通工具 自行车 公交车 渡轮（视情况而定） 

所需费用 必要费用由组员平均分担 

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 

预定计划：2004.1.12 至 2004.1.15  制作调查

问卷；拟定每个节日的行程（成员自己拟定）。 

实际完成日期：2004.1.18 

第二阶段： 

预定计划：2004.1.15 至开学前  寻找各个节

日的文字资料；与长辈聊天，记录有用信息；整理

资料，写论文和感想；制作网站。 

实际完成日期：2004.2.27 

第三阶段： 

预定计划：各个节日  进行调查、访问、拍照

等活动；写活动日记；统计各个节日所需费用。 

实际完成日期：2004.2.7 

研究成果 

潮汕春节民俗文化 

一、节日及习俗介绍  

1．冬至 

冬至，俗称“冻结”、“长至节”、“亚岁”等，

它是我国自晋朝至今的传统节日，潮汕人在冬至那

天，都要吃“汤圆”，这是传统习俗，象征合家团圆、

诸事圆满。 

昔时潮汕城乡在冬至日还有以甜糯米丸拜“司

令公”，并备三牲祭祖和扫墓的习俗。冬至扫墓叫“过

冬纸”，人去世未满三年，后代扫墓应在清明节“过

春纸”，以后才“过冬纸”。冬至扫墓，因为冬天少

雨，阳光充足，在山野举行祭祖较为方便，也借此

郊游，起娱乐身心的作用。 

（资料搜集：詹晓霓） 

2．除夕 

除夕是指每年农历腊月最后一天的晚上，它与

春节(正月初一)首尾相连。除夕夜我们称作平安夜，

“除夕”中的“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

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部新，有

旧岁至此而除，

来年另换新岁的

意思，是农历全

年最后的一个晚

上。 

除夕的主要

活动有三项：吃

团圆饭，祭祀，

守岁。 

团圆饭 

以前是杀一两只鸡炖人参，围在一起吃些好的

（火锅），随着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裕，一般的家庭会

吃一些比如燕窝、鲍鱼等等比较名贵的食物。更有

一些人为了方便，一家人到酒家去吃上一顿好的，

毕竟辛苦了一年了！吃完饭一家人在电视旁观看联

欢晚会。此日饮糯米甜酒，长沙称此为“屠苏酒”，

实以甜酒应屠苏酒之名也。又吃年糕，寓“年高”

之意，取悦于长者。 

祭祀 

祭祀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习俗。这是封建制

度下，人们进行自我安慰的一种方法。 

守岁 

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从吃年夜

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

有的人家一

直要吃到深

夜。守岁的习

俗，既有对如

水逝去的岁

月含惜别留

恋之情，又有

对来临的春节寄以美好希望之意。 

（资料搜集：李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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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一 

农历正月初一称元日，为新岁之首、春天之始。

天刚亮时街上喜炮连连，家中大厅用红盘盛满柑（因

为柑大于桔，与“大吉”谐音）、青橄榄以及各种糖

果。早上家中后辈要向长辈请安，家中各成员互相

给予春节祝福。 

红包 

送压岁钱是潮汕春节习俗中重要的一项，长辈

要分钱给后辈，能挣钱的后辈也要送钱给长辈。这

些钱要装在一个利市包中，这俗称为“压肚腰”，意

思是一年从头到尾，腰包里都会满满实实、富富裕

裕。小孩临睡前，父母必将一张大面值钞票放在小

孩肚兜中，睡醒后即将钞票取回。 

禁忌 

潮汕人在这一天，往往将水、土视作“财气”，

将垃圾、粪便视为“肥水”，故这天不能扫地、倒垃

圾，说是会把财气扫光。潮汕人在除夕将大小水缸

装满之后，就用一个大的簸箕将井面盖住，然后祭

拜井神。初一这天不能揭开簸箕，说是会让财气外

流。 

这一天米缸不能空着，以免一年之中有断炊之

虞。这天早晨不吃稀饭，要吃干饭。整天不吃荤，

要吃素食。关于这点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这一顿吃

斋，其功用等于一年；另一种是暗喻勤俭治家，不

可铺张浪费。不能杀生，杀生被认为会导致血光之

灾。不吃药，不看医生，以求春节平平安安、无病

无痛。这天不能理发，因为人们在这一天总喜欢把

理发同办丧事联系起来。 

这一天债主不许上门讨债，人们认为这一天讨

债对借贷双方均不吉利，也不能从别人口袋里掏东

西，说是会有导致一年都被“掏空”的危险。 

拜年 

早餐后，大人携小孩带上柑到亲友家中拜年。

拜年以亲疏顺序上门，故潮汕有俗谚：“有心拜年初

一二，无心拜年初三四。”主客互相致吉利话，主人

请拜访者吃柑、青橄榄，共品工夫茶。客人赠送主

人柑，主人与柑回敬，俗称“换敬”，表示回敬美好

祝愿。 

游艺 

初一早晨，大街上热闹非凡，传统游艺节目有

“打英歌”、“舞虎狮”、“舞金龙”、“擎标旗”、“笛

套锣鼓队”等，使节日气氛显得十分热闹隆重。                                                      

（资料搜集：黄伟旭） 

4.年初四 

闽南侨乡由于自古就有很多人到海外谋生，于

是在家乡的亲人常常求神托佛，祈求保佑海外亲人

平安、事业发达，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泛神

崇拜的传统，因而家中奉祀各种神祗。 

闽南侨乡民

俗，农历十二月

廿四日送诸神上

天庭，让这些神

仙在天上欢度春

节，兼向玉皇大

帝汇报一年来人

间善恶诸事。过了春节，在正月初四日，各家各户

又得备办三牲果合，迎接诸神返回人间。 

（资料搜集：曾伊娜） 

5.年初九 

潮汕地区农村称正月初九为“天公生”，源自女

娲娘娘开天地、造万物的故事。初一为鸡日，初二

为狗日，初三为猪日，初四为羊日，初五为牛日，

初六为马日，初七为人日，初八为谷日，初九为天

日，初十为地日。 

农历正月初九的早晨，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前点

上灯笼，多备清香花烛、斋碗，摆在天井巷口露天

地方膜拜苍天，求天公赐福。在“天公生”这一天

还有许多禁忌：早晨起来洗脸后洗脸水不可倒入污

沟、地上，恐污了天公的脸；当天露天场所不扫地，

屋内扫的垃圾也要停放起来，第二天才倒；妇女内

衣一律不准晾于

外面，要在室内，

否则有辱天公；

农民不去挑粪，

恐怕泼在地上污

了天神、日爷。 

（资料搜集：沈岱菲） 

6.元宵（年十五）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

元宵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也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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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拜祭统计

有拜祭

57%

无拜祭

43%

年初一拜祭统计

有拜祭

15%

无拜祭

85%

年初九拜祭统计

有拜祭

26%

无拜祭

74%

 

很多有趣的习俗。 

吊喜灯 

灯火是光明喜乐的象征。从正月十一到正月十

八，特别是元宵节这天，潮汕地区有点灯、吊灯的

习俗。因潮语“灯”和“丁”同音，点灯和添丁是

近音，故人们认为点灯即为添丁的佳兆。元宵此日，

人们纷纷提着灯笼、备齐纸银香烛，到乡中神庙点

火，回来分别吊在家里的神龛和床头，这叫做“吊

喜灯”。此外，如果去年元宵以后生了男孩子，农历

正月十三起家人就必须挑起一对红灯笼，并在灯屏

下贴着红纸写上姓名，欢天喜地挂到乡中宗族祠堂

的灯架上，以此象征着家中添了丁。每晚家人要抱

着孩子到祠堂中，一面将自己灯笼里的蜡烛点燃，

使灯笼通红，一面接受周围乡人的祝贺。 

度过桥 

元 宵

节，潮汕大

都有度桥

的习俗。每

逢元宵夜，

男女老幼

共同走过

太平桥。过桥时不可回头，否则“回头不吉利”。过

桥的人们还有摸石狮子的习俗，正在读书的小孩喜

摸石狮鼻，谓“摸狮鼻，写雅字”；未婚的小伙子喜

摸狮肚，谓“摸狮肚，娶雅女么”；而已怀孕的妇女

则喜摸狮耳，说是“摸狮耳，生阿弟”。 

求喜物 

元宵此日，乡村中多有设坛拜神活动。各神庙

宗祠灯火齐明、烟雾弥漫，善男信女争先参拜，热

闹非凡。神坛前所摆设的鸡、鹅、鸭、糖果、米果

品、花烛、大吉（潮州柑）等祀品被视为神物。参

拜的男女纷纷卜取祭品，取回家中，这就叫做“求

喜物”。人们认为用了这些神物后，就可以让家门平

安、添财添丁。 

掷喜童 

乡村大都有人在祠堂大埕、

街头巷尾的开阔处搭起一个彩

棚，里面用泥土塑成一尊巨型的

弥勒佛，袒胸露乳、笑容可掬。弥勒佛光秃秃的头、

肩、肚脐、大腿等部位都摆设有男女泥喜童。人们

站在一丈多远的竹栏杆外，用铜钱瞄准弥勒佛身上

的泥喜童。中者喜童即归其所有，而在一些较难命

中的部位，如头顶、耳朵等，命中者则一赠二三不

等；不中者铜钱即归摆弥勒佛的棚主所有。这是一

项老少都喜爱的活动。据说命中“男喜童”者，今

后就生男孩。因此，那些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妻，或

者刚娶儿媳妇又急于抱孙子的公公们、奶奶们也积

极参与此项活动。一经命中，棚主和周围的人就会

向他喝彩、道贺。自己更是喜滋滋地把“男喜童”

抱回家中，认为中了头彩、有好兆头，今年定能早

生贵子发财。 

做丁桌 

在潮汕乡村，上年生过男孩的人家，元宵夜还

要在祠堂设宴请客，以庆“出丁”，俗称“做丁桌”。

宴客时有两种席式，一种叫“龙船席”即用好多只

方桌连结起来，客人围在两旁吃饭，形同划龙船；

另一种叫“走马席”，即无论亲朋疏厚，认识不认识

的人都可以进来吃，吃完就走，主人再重新摆上菜

色，招待另一批客人的来临，接连不断。解放后，

由于思想的

进步，潮汕人

虽仍有元宵

办丁桌的习

俗，但多改为

在自己家里

进行，且单限

于宴请较亲

的亲戚和较好的朋友，丰俭由人、无人计较。 

（资料搜集：曾伊娜） 

二、总结报告节日情况  

为了较深入了解如今潮汕春节的民俗情况，我

们小组进行了社会调查（见问卷调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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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代对于春节拜祭祖先的习俗已经不似上

一辈那么重视，大多数青年人只是把祭祖当成上一

辈的事，对于祭拜的实质并不了解，只是形式上的

遵从。尽管对于拜祭的各种情况并不甚了解重视，

但是仍有一半比例的青年人认为春节祭拜神灵是有

必要的，拜祭所花的费用属于不可节省的正常开支。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年应该拜神祭祖的想法是根

深蒂固的，无论是这一代还是上一代，对于拜祭的

花费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向亲友拜年的主要方式仍然是登门造访。随着

手机的普遍，使用短信拜年的人数也逐渐增多，这

点在青年人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另外网络也是

青年人拜年的主要方式，而通过电话拜年的人比例

不大。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联系方式，扩

大了人们的交往圈子，使拜年变成手指上的功夫。

少了面对面的一些客套，虽然节省了时间，可以把

时间充分利用在其他事情上，但是似乎少了一点人

情味。 

年初四大多数的家庭在这一天都有拜祭的习

惯，而所花的费用大多在一两百块钱之间。有大部

分的青少年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什么日子、有什么习

俗，不过认为春节时期的各种拜祭活动是不可避免

的，而且必要的开支也属于正常。 

在潮汕地区，农历正月初九并不为人所重视，

不像台湾，是春节后第一个大的岁时节俗，就像上

面的数据所示，越年轻的一代对正月初九的认识就

越少，甚至对青年人来说，对初九的认识几乎等于

零。而对于中老年人，虽然他们大都知道正月初九

是“天公生”，但这只是一种对风俗的延续，对于它

的来源，很少有人了解。 

附：问卷调查一： 

拜祭花费情况 

从统计资料来看，拜神仍然是潮汕地区春节的

重要习俗，在除夕、大年初一等重要节日，大多数

家庭仍然有祭拜的习惯。随着社会生活步伐的加快，

也有不少家庭对拜祭的习俗并不讲究，年初四、年

初九等日子的拜祭情况比年初一有所减少。 

我们小组对潮汕地区的民俗展开调查，让人们

对民风民俗情况有进一步了解。另外，我们还顺便

调查了封建迷信遗留下来的风俗——拜神。这是封

建制度下，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一种自我安慰的

方式。人们企图将生活中的各种不顺交给神灵解决。

老一辈的人遇到困难就会求神拜佛，投石问路，而

不去想一些实际的解决办法。我们小组将通过问卷

调查将各个节日有拜祭的家庭统计出来：  

分别对有拜祭的家庭和没拜祭的家庭在春节期

间所作的花费作了调查统计。从图中可以看出有拜

祭的家庭比没拜祭的家庭花费要多出 3～4 倍。不难

理解，拜祭一般要买些“牺牲”（猪牛羊等祭品的统

称），还要买一些所谓的纸钱，这花费可不少，还不

如把这些不必要的花费拿来做一些其他事情。   

三、发展趋势 

潮汕春节民俗是潮汕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中蕴涵了潮汕艺术和民俗的精髓。随着时代

的发展，潮汕传统的春节民俗文化已经逐渐淡化了，

许多不适合现今社会的习俗已经被淘汰。 

比如：在随时都可进补的今天，冬季进补的习

俗已不像以前那么讲究，也并不是只在冬至和元宵

才吃汤圆。 

现 在 由

于用上了自

来水，往往是

这里在举行

封井祭神，那

里却拧开水

龙头，让水哗

哗直流。因此，年初一盖井禁取水一俗已经徒有形

春节有拜祭家庭的花费情况5%

5%

15%

40%

35%

100-300元

300-500元

500-1000元

1000-3000元

3000元以上

 

春节无拜祭家庭的花费情况

15%

25%
40%

15% 5%
100-300元

300-500元

500-1000元

1000-3000元

3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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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已。禁扫地这一习俗也正在慢慢被淘汰，因为

春节期间人来客往，不打扫一下的确有碍大雅。因

此，从讲究卫生出发，不少年轻人也就对这些传统

禁忌习俗不怎么讲究了。年初一不能看医生的禁忌，

年老一辈仍然坚持这个说法，然而这对病人的身体

健康是大大不利的。年轻一辈大多不在意这个说法。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吃东西图个新鲜，也就

没什么杀生会惹血光之灾的顾忌了。近年拜年不带

柑，上门只以口称“大吉”为礼的风气越来越盛，

由此可见潮汕人讲求实际的一面。随着时代步伐的

加快，加上近年来汕头地区经济不甚景气，人们对

游行活动的热忱程度大不如前，不少家庭放弃了对

游行活动的参与或观看，春节的气氛也不似以前那

么热闹隆重。 

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潮汕元宵节也有很

大变化，一些落后、愚昧、迷信、过时的活动已被

历史潮流所淘汰，代之的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各类

活动，如猜谜、篮球赛、舞龙、舞狮、卡拉 OK 等。 

四、提出建议 

从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汕头地区春节的气氛越

来越淡，许多原有的节俗已经渐渐被淡化乃至淡忘。

一些封建迷信的风俗被淡忘是好事，然而一些喜庆

的节俗被淡忘就使得春节的汕头地区显得萧条冷

清，许多人出现了“过年也没什么意思”的想法。 

拜神是春节期间在潮汕地区乃至全中国各地的

传统节俗，然而这个习俗对整个社会的经济与思想

的发展却是弊大于利，大致体现为下面几个方面：

无谓花费巨大；宣传迷信思想；严重污染环境。 

针对以上几点，我们小组提出几个建议： 

1.尽量减少拜神中的无谓开销 

潮汕地区花费在拜神上的金钱数目十分巨大。

为了祭拜神明，首先就要将大量的金钱投在建筑寺

庙上，用有限的金钱修建过多的寺庙，是一种巨大

的浪费。现在潮汕的每个地区都有好几个寺庙，而

且还有不少正在筹划中的项目，这些建筑固然为旅

游业增加了景点，但是也同时在宣传迷信思想，无

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对潮汕地区的发展不

利。 

2.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打击封迷信思想 

拜神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是直接关系到

人们身心健康、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大问题。对神

明的崇拜，并非从人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而是

凭想象出来的非科学信仰。这种非科学的认识对一

代又一代人认识客观真理造成严重障碍，特别是对

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很容易产生误导思想，影

响心理健康，使他们无法接受新思想、适应新时代。

针对此问题，发挥社会舆论和政府部门的作用仍然

是主要的手段。 

3.禁燃放烟花爆竹，加强环境保护 

以前过年总是炮声连连、烟花满天，现在在汕

头市区已经禁止这些活动。然而，在很多地方却仍

然可以看到有人燃放烟火，市区环境遭到污染，而

且容易引起火灾。对此，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督，

加强环境的治理。人们应该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

不燃放烟花爆竹。 

4.摒弃迷信内容，弘扬优秀文化 

拜神可以说是一种“恶习”，然而少了和拜神相

关活动的春节却又不像春节了。而且，春节拜神的

习俗是关系到群众的思想性的问题，并不是说根除

就可以根除的，严令禁止只会得到反效果。对待拜

神的习俗，应该采取打击限制、改造利用的办法。 

在拜神的活动中，也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其中

有些习俗蕴涵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应该加以利用改

造，将其变成新文化的内容，削弱迷信在春节拜神

中所占的地位，使拜神活动的重心从封建迷信向民

俗活动方向转化。比如在游神方面，在保持其原有

形式的基础上，改变其封建迷信的内容，使之成为

健康积极的活动，引导民众正确认识。 

只要方向、目标正确，对拜神活动的利用改造

一定会获得成功，春节的气氛不但不会很冷清，而

且会逐渐以新的气氛热闹起来。 

五、学习反思 

前些日子听说我们的研究性学习项目获得全国

教育特色网站一等奖，我们感到无限的感慨和欣慰，

回想这次活动的过程中，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汕

头地区春节民俗文化的流失和社会人情的冷淡。作

为传统文化，不适合现今社会的习俗已经被淘汰，

然而很多精华也并没有很好地保留下来。旧时代的

春节习俗，不仅仅是民俗艺术的体现，更是一个地

域里的人与人之间亲密团结关系的体现，然而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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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不但春节习俗的艺术色彩大为失色，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很多集体活动只是形式上

的集体，而人心却是疏远的。我们在作社会调查的

时候就深有体会，路人一次次的拒绝，让我们的调

查困难重重。但是在我们不懈的坚持和努力下，克

服了重重困难，使这次调查活动最终取得圆满的成

功，也使我们明白到“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的道理。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地对待学习和生活中

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就能够战胜生活给我们的每一

次挫折和困难；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笑着迎来每一

天的日出！ 

  2004.3.20 

附：活动日记  
年三十的活动日记 

早上跟伟旭拿了 40 张调查表，好讨厌。该怎么

把这些送出去呢？今天年 30，街上肯定很少人，广

场就更别提了，大家都在为明天而忙。好的开始是

成功的一半吗？大家都希望新的一年的头顺利一点

吗！呵！正愁着呢，爷爷拿了一个红包给我！哈！

人逢喜事精神爽。对了!大家都在为明天做准备，这

时候商场一定最多人，正好妈妈让我去买东西，别

人是假公济私，我是假私济公呵！ 

PM1：30 分来到金新路的民润商场，哇！人真

多啊！我拿了调查表走去。人好多，都在选自己要

的商品。该怎么开始呢？毕竟是第一次吗，好紧张，

又要找合适人选，又怕那的工作人员发现，转了两

圈，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一对夫妻，想不到还挺容易

的，接着是一个中年人领着个小孩，也挺配的，让

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不过好景不常，我看到

一个约 50 岁左右的人，走过去介绍了我自己说问几

个问题。没想到他给我的答案居然是不知道，不认

识。不过，也不怪他，可能他以为我是要向他推销

商品。象他这样年龄的人那种旧思想在他脑里根深

蒂固，没办法，不过吸取这次教训，我大致知道该

怎么办了！下次继续努力。 

PM3：30 来到大众超市。刚才的失败还在我心

里！随便逛了逛。居然、居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

把我当成了服务员！天啊！太好笑了！不过看看自

己手里拿着调查表和笔，东张西望，确实很像啊！

想我娇生惯养，还没遇到这样的事呢！就当作是一

次对自己能力的挑战啊，想到这我有有力量接着做

下去。不过吃一次亏长大一岁嘛！接下来的就比较

得心应手了，过了不久，手里剩下的调查表终于“送”

完了！呵！ 

晚上可以放心和朋友去玩了！ 

精彩的一天！离奇的一天！充满挑战的一天！

呵！今天真高兴！ 

---李东晓 

2004.1.21 

年初一的活动日记 

大年初一，春节的开始，似乎也并不见得那么

隆重。热闹倒是有的，人群都往汕头仅有的几个景

点里面挤，倒也是人潮汹涌。因为我有点发烧，错

过了早上的游行，似乎有点没完成任务的罪恶感，

没辙了，下午一定要坚持完成社会调查。 

我和同伴来到人民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座金猴雕像，金猴捧着金蟠桃，立在红似血的鲜花

之上，左右两边分别写着“金猴”“迎春”四个大字。

广场另一边是两只金猴扛着金蟠桃，两旁的字是“金

猴”“献瑞”。说不上是什么特别伟观的设计，但却

也和猴年的气氛互相吻合，倒也平添几分节日的喜

气。看完猴子拍完相片也要开始办正事了，只是我

本来就是比较胆小怕生的人，加上头晕脑胀满脸病

容，不知道会不会吓着我的那些“猎物”。不过无论

如何也要硬着头皮“上阵”啊，当逃兵可不是我的

作风。在几番徘徊后，终于对一个站在一旁没事干

的老人“下手”。“老伯伯春节好，我是汕头侨中的

学生，我们是来作社会调查的……”我觉得我好像

在念台词一样，似乎只要有一点状况以外的事情发

生都会让我惊惶失措。等我念完“台词”，那老伯伯

却好像一点也不理解，只是淡淡地说了几句“人老

了不懂这些东西啦”“我看不懂文字，去找别人吧”。

我一下子呆了，好像一个小演员与大牌演员演对手

戏，大牌演员念错台词而导演却不喊“CUT”一样不

知所措。痴呆状态维持了数秒，猛的醒过来说了声

“谢谢”就匆匆离开了。第一次作调查就碰壁，现

在想起来那个尴尬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唉，我当时

居然印了 40 张调查卷，真是昏了头，好在林老师说

每个节日 20 张卷子就够了。不管了，还是得赶快寻

找下一个“猎物”。恩，那个三口之家似乎很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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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子，就是他们了。接着又是我念那段毫无新意的

“台词”。或许因为第一次的失败，我念的时候似乎

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好在这对夫妇比较友善，

加上他们的小朋友对这个调查十分感兴趣，他们蛮

认真地把一份调查卷填完了。我真是打心里感谢这

家人，这是第一份完成的调查卷，那声“谢谢”我

说得特别真诚。接下来又是几次碰壁，最过分的居

然有叫我们滚的，我那个难受啊，大年初一居然受

这样的“虐待”，唉，无奈，谁叫我是这个研究小组

的组长呢，不给其他成员作个榜样怎么行？反正都

是碰壁，不如去中山公园碰一碰，听说那里还有什

么民俗文化节呢。于是马上坐车去了中山公园。 

公园门票真是贵呢，两个人就用去了 20 元，里

面似乎也没有什么与平时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人

特别多。那个“第三届汕头民俗文化节”，也不见得

有什么地方特色，那个台成了年轻人展示自我的舞

台，首先是一个男生唱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接着

是街舞表演。这个表演倒是让人蛮兴奋的，因为队

长是我们汕头侨中的学生，而且还和我是同层楼的。

看完街舞表演，似乎还是和传统民俗不着边的东西，

算了，不看了，开始作调查吧。人虽然多，可是肯

给我们作调查的人还真是少之又少，和陌生人说话

对我来说要用多大的勇气啊，今天居然让我挨这么

多人的白眼，我总算是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了，

不过也好，我的胆子还真被磨大了，念“台词”也

不会颤抖了。终于“磨”完了 20 张，心情顿时松了

下来，第一个想法就是“再也不用看人脸色了”，只

是以后走进社会路还长着呢，这样的气算得了什

么？只是一个磨练的机会罢了。 

完成了今天的调查，可是整个下午都没有看到

一点有关传统民俗气氛的东西，是不是随着社会的

发展，那些道道地地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也都被冲

淡了呢？而这些民俗文化之中，是否包括了人与人

之间的交往之道呢？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只是这个

家庭并不融洽，需要我们付出多一点热情。 

---黄伟旭 

2004.1.22 

年初四活动日记 

今天大年初四，轮到伊娜所负责的节日了，我

们约好，在香火挺旺的老妈宫门口见面。想在那里

获得第一手资料。我下午早早出了门，几天来的耳

濡目染，生怕过年时候会等不到车，就算等到车也

会被车上的情况吓倒！没想到“大难”还是降临到

我头上，我站在车站连续等了 25 分钟，17 路车还

是没来，再等 5 分钟，17 路车终于来了，可车上的

情况却让我“可望而不可及”，满满的一车人，只有

下车的份，没有上车的份，我只好眼巴巴的看着它

走了。望望周围，车站只剩我一个可怜人！我一气

之下，走回家骑自行车，1 块钱不让公交公司赚了。

可当时可怜的伊娜，在风中焦急地等待我的身影。

事后伊娜告诉我说她等我没来还专门跑回家问她妈

妈：“汕头有几个老妈宫？” 

这便是前奏，悲惨还在后头。伊娜等到我后，

我们便商量去人民广场派调查表，那里人多，我们

胸有成竹的样子。说走就走，可真正到了那里，我

们却有些胆怯，绕了大半圈，才锁定我们的第一个

目标人物，一位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伊娜说带着

孩子的妈妈比较慈祥，容易对付，我们开始行动。

伊娜打头炮，我在一边点头！“您知道大年初四是什

么节日吗？”“不知道！”“那您知道正月初九是什么

日子吗？”“不知道！”伊娜判断错误！一大串的“不

知道”，我们问完，说了声谢谢，两步并一步地跑了，

然后在一旁哭笑不得。接下来的目标还算配合，特

别有一位老伯伯，还跟我们说了好多“初四、初九”

以外的一些东东，什么初一代表皇帝、初二代表大

臣、初三代表人民、初四代表牲畜，看天气预测他

们在这一年的好坏------我们已经在广场转了两

圈，想换个地方，去海滨长廊上试试。我们在海滨

长廊上，把目光锁定在一群老伯伯身上，想他们应

该愿意帮我们，这可是宏扬潮汕民俗的大事。可我

们又判断错误，“我们是侨中的学生，在做一项调查，

能问您一些问题吗？”“不要问我们，去问那些厉害

的（带了点潮汕方言，潮汕方言实在难翻译！）”“只

是问些关于潮汕风俗的问题”我们力争，可没用，

说了声不好意思，就离开了！丧气之余，老伯伯的

话外之音，虽然我们猜不透，但心里还是会不是滋

味 

我们接着我们的调查，什么事都遇到，有是外

地人，我们却说潮汕话，肯定还得跟人家 SAY 

SORRY ，还有我们在调查时围观的人不少，可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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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时，却很少有配合的，哎~~~~招架不住啦！老

师说得没错，研究学习学到了平时课堂学不到的很

多东西！ 

调查完，我和伊娜跑去喝咖啡，慰劳慰劳自己。

 ——沈岱菲 

2004.1.25  

今天开始派调查表，下午，我和岱菲两人手捧

一叠调查表向着广场出发，既然是调查嘛，所以我

认为应该去人多的地方比较好。果然，正直过年时

分，广场这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洋溢着过年的气氛。

在周围走了一圈之后，才发现我们不是来感受节日

气氛的，于是连忙拿出了调查表。 

要怎样下手呢?终于我还是走出了第一步，在前

面有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她的孩子在玩，我壮着胆走

过去（毕竟是第一次嘛），作完了自我介绍之后，问

她能不能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

“我不懂得这些，你还是找别人问吧。”一句“谢谢”

伴着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我落荒而逃！ 

唉……真是出师不利啊！！！但是不能这样就放

弃了啊！！于是我们继续硬着头皮寻找目标。有了！！！

不远处有个老爷爷带着孙子，我们噌手噌脚地走过

去（怎么和做贼一样啊？）“老爷爷你好，我们是侨

中的学生，我们正在做研究性学习，您能回答我们

几个问题吗？”我的声音真是要有多甜有多甜啊！！

“可以啊。”太好了！！！总算搞定了第一份！！ 

接下来陆陆续续遭到几次拒绝，把我们弄得心

灰意冷，看着手上还有十来张调查表，我突然来了

主意，这几天过年，家里一定会有许多亲戚朋友来

拜年的，把这些调查表拿给他们填不就行了吗？于

是我们结束了今天的活动！！！ 

送走了一批客人，我的调查表也都填完了，接

着就写研究报告，初四这个节日的任务就完成

了!!!! 

——曾伊娜 

2004.1.25 

年初七的活动日记 

初七这一天，是月脯村最热闹的一天，特别到

了深夜，决不逊色于除夕夜~~~这一天，为了证明并

且恭贺 24 岁的男子真正加入成年男子行列，这个村

特别为他们举办了个仪式~~~~根据他们的风俗，最

重要的就是‘盛宴请客’和‘赛大猪’了。 

我想大家都会对这‘赛大猪’更感兴趣吧，所

谓赛大猪不过也是一个活动罢了。把一只够体格的

猪杀死洗净后取出内脏，然后沿着猪肚切开，做成

一张猪皮一样，四只脚在同一平面，再把四只脚绑

在木梯上，猪嘴里还咬着个大橘，应该是大吉的意

思吧！在猪背上还披着一张同样加工后的公羊皮。

两只家畜绑紧在木梯上，少说也有 200 斤吧，但让

人费解的是人们竟是要抬着这套东西赛跑。这里面

究竟有什么象征性意义呢~~~~ 

为准备这套装置，需花费很多时间，所以他们

初七早上就要开始动工了。我就有一个朋友住在月

脯村，初七早上他带着我去看人们剖猪，又杀又割

的听起来残忍极了，但那股好奇心已掩盖了一切，

匆匆赶到现场，蹲在那“欣赏”起来（吓的站不起

来了）那个血腥的场面至今想起来肚子还不禁翻滚，

但任务所逼，不得不拍几张照片留做纪念（大家也

欣赏欣赏）。 

初七夜这一餐那些家中有 24 岁男子的家户就

要摆宴请客，但时间还早，所以我就到周围随便采

访采访，参观参观。 

关于赛大猪我可是有浓厚的兴趣，我到我朋友

家问了她爷爷，他对于举行这个活动的原因也说不

出个所以然，只是说道：跑个吉利嘛~~。于是我又

问了问周围的那些老一辈的，他们也不清楚，说是

祖先留下来的就是这样，农村人的思想也真是封建

传统啊。晚餐到了，屋里挤满了人，好是热闹。食

物并不丰盛，但普通的一餐却把农村人的那种热情

和朴素展现的淋漓尽致。夜晚 10 点多，仪式要开始

了，要参加的家户把他们的猪抬到神庙前的一个空

坛。把它们放在自己带来的桌子上，三十几个“样

品“让观众们目不暇接、惊叹不已。但真正的赛大

猪要等到初八大清早，现在只是武器的展览而已，

于是我们就回去了。 

初八早上 4 点多，我们赶到了那里，但那已有

些家户把猪抬过去，人流不断涌进来，眼看就快开

始了，观众们也被赶到一边，以免被撞伤了。锣鼓

一响，年轻人们站了起来，几人一组，肩膀坎起那

张 200 多斤的梯子，向天吆喊一声，朝着目的地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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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可能就表示了村里以后的重担交给你们这些

年轻人了。我们被挤在外面，里面的激战没看清楚，

但想必一定很可怕，不时传来东西撞翻的声音，观

众的喊叫声选手们都跑出来了，我目送着他们远去

的背影，漫漫平息心中沸腾的血液，鸦雀无声。 

----泽帆 

2004.1.29 

元宵节的活动日记 

元宵节是一年一度的大节，我们的研究当然不

能少了这一天！！下午，我们就拿着相机来到老妈宫，

哇……来这里拜祭的人还真多（都想祈求家宅平安

嘛）！！我们走了进去，起初不知道这里肯不肯让人

拍照，就偷偷摸摸地拍，后来发现每个人都各做各

的事，没工夫理我们，也就放开了照，想不到用不

了十五分钟，我们就把照片都拍好了！比想象中容

易多了！ 

回到家里，我赶紧把照片输入电脑，拍出来的

效果还不错！接着就上网查找一些元宵节的资料，

原来元宵节还有这么多的来源啊！真实打开眼界！！

再结合那一天的调查表，写好了研究报告，一切就

大公告成了！！！ 

——伊娜 

200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