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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源于先秦时期“爆祭”。《诗经·
小雅·庭燎》中就有“庭燎晰晰,君子至
止”。“庭燎”是将竹子、草或麻杆捆扎
一起燃烧。“晰晰”就是火烧竹子的声
音, 这可能是中国关于放爆竹雏形的
最早的记载。《周礼·春官》篇所记载的

“ 九 祭 ”中 的 第 三 祭 ，即 是“ 爆（炮）
祭”。“爆”，其实就是烧，但其与一般烧
火不同的是燃烧时要发出声响。这是
先秦时期流行的一种“用火”方式，《诗
经·小雅》中的《瓠叶》诗即称，“有兔斯
首，炮之燔之”。竹子在燃烧时，因受
热会猛然炸裂而发出很大的响声，最能
达到“爆”的效果，所以竹子成了当时
最受欢迎的一种燃料，故“爆竹”流行
开来。南朝梁代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
记》，也是保存至现在的我国最早的一
部专门记载古代岁时节令的专著, 其
中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
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
竹，以辟山臊恶鬼。”

春节燃放爆竹是中华民族的悠久
传统爆竹发展史。过年燃放爆竹，唐代

开始盛行。唐诗中爆竹有许多描述：
“乱骑残爆竹，争唾小旋风”（元稹《生
春二十首》）、“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
眠”（张说《岳州守岁二首》）、“新历才
将半纸开，小庭就聚爆竿仄”（于鹄《早
春》）。至唐代, 爆竹的燃放已发展为
人们将一支长竹竿点燃, 或将一串串
竹节挂在长竹竿上燃爆, 当时又被称
作“爆竿”。又据《通俗编俳优》记载:

“古时爆竹, 皆以真竹着火烧之, 故唐
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 称为
爆竹。”

宋代，爆竹又衍变成了“燎竹”，宋
代文人袁文的《瓮牖闲评》书中有“岁
旦燎竹于庭”的记载。其对“燎竹”的
注释是：“燎竹者，爆竹也。”过年燃放
爆竹之风到宋代更为普遍，宋代文人所
记比唐代更加丰富：“城中爆竹已残
更，朔吹翻江意未平”（陈与义《除夜二
首》）、“爆竹一声乡梦破，残灯永夜客
愁新”（黄公度《乙亥岁除渔梁村》……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王安石的《元日》
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其中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成了过
年时最流行的名句。然而，这时广泛流
行的爆竹并不是用火药制成的，而是当
时流行的一种“燎竹”风俗，即烧真竹
子，又叫爆竿。现代乡村仍能看到的烧

“岁火”现象，便是此遗俗，岁火越旺越
吉祥。

火药爆竹始于北宋并出现烟花，宋
朝时, 已有专门生产鞭炮的作坊。但
那时使用火药的爆竹叫“爆仗”，与军
事行为有关联。据宋人孟元老《东京梦
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
戏”条，此叫法源于军中一种仪仗形式
的表演，“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
剑对牌之类”。表演开始的号令，叫

“爆仗”，“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仗
’”。这种“爆仗”即是现代爆竹的雏
形，如果不用火药当原料，是不可能有

“霹雳”那样怕人声响的。因燃放时声
响如炮，时人又称之为“炮仗”。用火
药引燃的爆竹，到南宋时已很流行了。
南宋人施宿于嘉泰元年（公元 1201年）
编撰、陆游作序的《会稽志》记载，“除
夕爆竹相闻，亦或以硫黄作爆药，声尤
震厉，谓之‘爆仗’。”

宋末元初，爆竹已成时人过年时必
备的“年货”，燃放方式也有了很大的
变化。周密的《武林旧事》“岁除”条
称，“至于爆仗，有为果子人物等类不
一。而殿司所进屏风，外画钟馗捕鬼之
类。而内藏药线，一爇连百余不绝。箫
鼓迎春。”“一爇连百余不绝”，就是将
单一爆竹编连接在一起，这种放法，时
人俗称为“编炮”，与现代燃放方式已
无区别。因炸时如舞长鞭般响震，又被
叫做“鞭炮”。《武林旧事》中这段记载

最重要的地方，不是燃放方式，而是引
燃爆竹的方式，开始使用“药线”了。
宋代使用火药的爆竹，一般用纸裹成的
纸筒和麻茎装火药。这种爆竹危险性
降低，燃放较为安全，又叫“纸炮”，是
孩子们过年时最喜欢燃放的鞭炮，南宋
王铚《杂纂续》中“小儿放纸炮”一语说
的就是这种现象，并诞生了一条歇后
语：“小儿放纸炮——又爱又怕”。在发
明鞭炮的同时，宋代还出现了烟花（烟
火）。也是从宋代起，中国的“爆竹文
化”丰富了起来，燃放更讲究，民俗目
的更明确。过年，从除夕之夜起，一直
到正月十五，不同日子要燃放不同的爆
竹，不同日子所放爆竹的意义也各有不
同。

明清时代，中国爆竹烟花更是盛
行，每逢婚丧喜庆或逢年过节，人们都
要燃放烟花爆竹来祭神祭祖，以表示庆

贺，并求神灵祖先福佑。清代诗人顾太
清在《乙未元旦》中所写“声声爆竹散
林鸦，烟火春城千万家”之句，就展示
了当时城里人过春节时大放烟花鞭炮
的盛况。清代蔡云在《吴歈》诗中云：

“一样过年分早晚，声声听取霸王鞭。”
花炮文化，经唐、宋、元、明各代而

逮至清朝、民国，再经新中国成立后的
各个时期，续存 1300多年。可见, 燃放
烟花爆竹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习俗, 其
最初的目的是驱邪, 而后演变至为节
日增添喜庆色彩。该习俗经过长年经
月的累积沉淀逐渐渗透至普通民众日
常生活里, 成为我国普通百姓生活中,
尤 其 是 节 假 喜 庆 时,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花炮以其绚丽多彩、灿烂夺目、响
彻寰宇的特质，构成了中华民族一种特
有的民俗景观，并且影响到整个世界。

春节时燃放爆竹的风俗也随着经

济、文化的交流传入了越南、朝鲜、新
加坡等周边地域。如嘉庆年间烟花大
宗出口, 远销到暹罗 (泰国)等国。现
今，我国烟花爆竹已销往世界 100余个
国家和地区，每年的出口额近 50亿元。

绚彩的花炮散发着古朴淳厚的民
族气息，而且不择时令、地域，不择种
族、人群，总是天随人愿地变幻着无穷
的美丽，带给人类的也总是信心、力
量、喜悦和幸福。它手牵着往昔，情系
着当今，拥抱着未来，蕴含着所有人群
的精神寄寓，表达着所有民族的共同期
盼，是喜悦的音符，是吉祥的象征，是
美丽的图画，是动人的诗篇，已成为人
世间各种民俗活动和庆典活动不可或
缺的特殊艺术品。无论哪洲哪国，也不
分肤色人种，花炮及其文化已经在人们
心中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情之
所系，心之所求，历久弥坚。

烟花爆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遗产。千百年来，烟花爆竹文化与长江
黄河一样，流动在中华民族的血液当
中。上至国家庆典下至民间婚丧喜庆，
从婴儿呱呱坠地到老人撒手西去，都离
不开烟花爆竹的参与。烟花爆竹在上
千年的历史中集中了我国劳动人民的
智慧，发挥了自己独特的功能，形成了
独特的文化内涵。所以我们认为，烟花
爆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之一。

烟花爆竹凝聚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体
现在烟花爆竹上。烟花爆竹是指以烟
火药为主要原料制成，引燃后通过燃烧
或爆炸，产生光、声、色、型、烟雾等效
果，用于观赏的物品。由此可见，烟花
爆竹必须要有火药。最早的爆竹，用的
是竹筒。随着造纸术的发明和普及，人
们用纸筒代替了竹筒。为了烘托喜庆

红火的气氛，人们把纸筒裹上花花绿绿
的包装纸。所以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的三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在烟
花爆竹身上都得到了体现。

烟花爆竹是全民性的娱乐方式。烟
花是燃放时能形成彩色、图案，产生音响
效果，以视觉效果为主的产品。爆竹是
燃放时主体爆炸并能产生爆音、闪光等
效果，以听觉效果为主的产品。烟火，是
以火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起初，是专
供贵族豪富争雄斗奢的消遣品。清代以
后，烟花爆竹制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逐
渐成为大众化的公共娱乐。焰火晚会是
全民参与的大众化娱乐活动，具有轰动
效应和广告优势。

烟花爆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及其审
美价值。无论是从美学、诗学、还是人文
学、经济学的视野来判断，烟花爆竹是真
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独特历史
沉淀、悠久传统工艺与深厚文化内涵和
心理慰藉功能的典型文化产品。

烟花爆竹有着丰富的文化功能

驱祟辟邪。这是烟花爆竹最原始
的功能。汉代《神异经》记载原始爆竹
能驱除使人犯寒热的山臊。至南朝梁
代《荆楚岁时记》时两湖地区已形成正
月初一起床后于门前烧竹驱除山臊恶
鬼的习俗。山臊是传说中的怪兽，畏爆
竹声。“阴冷之气胜则声阳以攻之。”
欧阳修《与谢三学士唱和除夜偶成拜上
学士三丈》：“隋宫守夜沉香燎，楚俗驱
神爆竹声。”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
中，燃放烟花爆竹是能够驱祟辟邪的。
爆竹含有硫磺，能杀灭细菌病毒，确实
具有去晦气去异味去瘟疫的效果。

迎新送福。鞭炮烟花是人们最熟
悉的，也是最传统的祈福仪式，千余年
来一直陪伴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不可
或缺的文化符号。它跟春联、年画、灯
笼、大戏、秧歌、饺子、汤圆一样，成为
记忆里最生动的生活场景和温暖元

素。王安石有《元日》一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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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于
在辞旧迎新的时候，燃放烟花爆竹以迎
新送福。清代诗人顾太清在《乙未元
旦》中所写“声声爆竹散林鸦，烟火春
城千万家”之句，就展示了当时城里人
过春节时大放烟花鞭炮的盛况。

传情达意。唐代薛能《除夜作》：
“兰萎残此夜，竹爆和诸邻。”迎送贵
宾，将士出征或凯旋，以爆竹相送或相
迎。亲友有升职、升学、买车、买房等
喜事，皆以爆竹相贺。又有闹矛盾的时
候，理亏或者示弱的一方放爆竹以示求
和和道歉。还有求亲、拜神，均需放爆
竹表示诚意。在诸多的国家庆典和民
间礼仪中，烟花爆竹表达了我们心中的
情意。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热烈、真
挚、纯洁的情感，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纯真爱情、思乡情怀、幸福快乐的
愿景。

烟花爆竹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

吉祥的象征。我们的祖先将火药
妙巧地做成了可供玩赏的艺术品，而且
是万紫千红、美不胜收，被誉之为喜悦
的音符、吉祥的象征、美丽的图画、动
人的诗篇。

欢乐的象征。柳亚子诗句“火树银
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所描写
的喜庆欢乐既是自己喜悦心情的渲泄，
又是向左邻右舍传达信息，让他人来共
享欢乐。

正义的象征。当邪祟入侵的时候，
是烟花爆竹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牺牲换
来人们的欢乐平安。烟花爆竹无疑是
正义的化身。

勇敢的象征。烟花爆竹的危险性，
注定了它是勇敢者的游戏。璀璨的烟
花和轰鸣的爆竹增添了浓浓年味儿，为
燃放者制造了刺激和喜悦。玩花炮必
须胆大心细。当我们抱怨孩子过于娘

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玩一下
花炮呢？

和平的象征。火药是古代中国的
四大发明之一，外国人用它制造枪炮发
动战争，中国人用它制造烟花爆竹表达
了对欢乐与和平的向往。

燃放烟花爆竹反映的是一个民族
积极向上的心理期待，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具体体现，是一个民族凝聚人心
不可代替的力量。所以，我认为烟花爆
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如今，中国
人受西方的理念甚至西方文化的侵袭
越来越多，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被
很多年轻一代热衷，奉为时尚，淡化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

燃放烟花爆竹，作为一种千百年来
逐渐形成的民俗，我们在享受祖先创造
的文化成果的同时，既要把好的方面发
扬得更大，也要把对人们有危害的方面
缩到最小，但绝不能因噎废食，一禁了
之。 （守望浏阳河）

春节期间，有关烟花爆竹禁与放再
一次成为热门话题。由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湖南省文联主办的“烟花爆竹
与节日民俗”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多位
民俗学家和教授发言，表达了珍惜中国
烟花爆竹的民俗价值，提出了挖掘烟花
爆竹民俗文化的重要意义，积极为保护
烟花爆竹民俗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贡献力量。

陈连山（北京大学教授）：2015 年
《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
2017 年《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
定》引领各地方政府纷纷在城区禁止燃
放。其主要理由是人身与财产安全、空
气污染、城市人口密集。仔细审核上述
理由可以发现：燃放烟花爆竹并不必然

造成伤害，通过强化管理可以控制其风
险；燃放带来的空气污染是短暂的，总
量是很小的，PM10 和 PM2.5 占总量的
1%以下；城市人口密集也不构成禁放
的充分必要条件。

王宪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节日中，烟花爆
竹往往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在节
日活动中燃放烟花爆竹具有非常悠久
的历史，也形成了借此表达庆祝、传递
快乐、象征祈福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
也孕育着人们敬畏规则、崇尚勇敢、健
康开放的精神。因此，节日民俗活动中
如何对待燃放烟花爆竹问题上，应该科
学论证。在充分保证环境安全的前提
下，因地制宜、正确引导、禁限适度、注

重实效，在继承与创新中切实发挥好优
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功能。

田茂军（吉首大学教授）：烟花爆
竹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民俗仪式的文化符号。缺少烟花爆竹
的传统节日，是没有温度、没有色彩、
没有情感、没有寄托的庸常日子。烟
花爆竹的存在，使传统文化的传承有
声有色，使民众的精神得以渲泄与绽
放，使人民的乡愁情怀得以传承与延
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就是和传统文
化对着干。所以，尊重人民群众的文
化选择权利，是当下社会管理者和服
务者应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而
不是一禁了之，那就是懒政、慵政的表
现与不作为。

孙文辉（湖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
员）：民国年间，政府曾采取强制的措施、
社会也曾有强大的舆论禁止鞭炮的燃
放。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废除农
历，报纸也不许用农历纪日，邮局停止收
寄贺年片，公安局上街查收卖烟花爆竹、
春联的摊位。1930年，上海西门有一户
人迎财神，主人被带进公安局。1931
年，上海江北一名苦力在家门口放鞭炮，
被警察抓住罚了三块大洋。

1928年正月初一，有个叫柴致和的
国民党党员，走路时碰到另一位党员杨
道中，下意识地拱手拜年，结果杨道中将
此事打了小报告，柴致和被罚在孙中山
遗像前站立十分钟……

曾听说过这样一种言论，说中国是
火药的发明者，却只知道用来做花炮、放

焰火；而西方人却用它来做枪炮，把中国
人打得趴下。这种人也许从来不知道，
中国人的花炮和焰火，正是从战争中的
火药转化而来。在湘西苗疆，我们深入
田野、正是去了解中国人“铸剑为犁”“化
干戈为玉帛”的历史，去考察和善精神在
火药文化中的具体体现。我们从苗疆战
争和钢火烧龙中懂得了：花炮与焰火，正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它本身同样也
是一种抑恶扬善、彰善瘅恶的历史文化
和优秀的传统文化。

王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提
到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燃放烟花爆竹
以庆祝是始终避不开的传统习俗。南朝

《荆楚岁时记》便有春节放爆竹的记载
“鸡鸣而起，造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

鬼”，这说明烟花爆竹作为重要的意象不
仅可以抒新春气氛，更能表迎喜悦，也诉
思乡之情叹岁月流逝。在我看来，烟花
爆竹在民俗文化中至少有四个象征：一，
绚丽的烟花爆竹，可以渲染美好佳节气
氛；二，燃放烟花爆竹是用特殊的方式装
点节日，凸显其与平常日子的不同，表达
了辞旧迎新的喜悦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三，爆竹声起，往往可以提醒人们团圆时
刻的到来，借以寄托对家乡和故人的思
念；四，烟花爆竹因为绚丽且转瞬即逝，
因此可以引发人们对转瞬即逝时光的珍
惜。因此，在中国，烟花爆竹不仅仅属于
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节日文化，更凝聚
着我们关于喜庆关于美好的独特理解，
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蕴不该是一禁了之
的。

挖掘烟花爆竹民俗文化的积极价值

专家谈——
保护烟花爆竹民俗 维护传统文化

春节燃放爆竹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春节燃放爆竹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