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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丰收的节日在我国古已有之，而且节日习俗也

甚为丰富考究。我们一起来走近古人的生活，且看他们

是如何在“稻花香里说丰年”的。

古代“丰收节”叫什么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

们认为农作物丰收是各方神灵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自形成氏族部落起，便有了祭祀土地和稻

谷之神的传统。

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叫社日，春秋各有

一个，即春社和秋社，分别在立春后和立秋

后的第五个戊日，大体在春分或秋分前后。

春社与秋社祀神的功能有所不同，春

社主要是祈求土地神保佑农业丰收，秋社

则以收获报答感谢土地神。秋社往往较

春社要隆重热闹得多。

古人在“丰收节”做什么
古代社日的习俗丰富多彩，人们“花

样”庆祝这一丰收的好日子。

对于官方来说，社日有非常隆重的礼

仪，程式严格繁复，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

规定。以清代为例，必须要皇帝亲临，在社稷坛上敷五

色土，奏乐起舞，经迎神、上香、奠玉帛、三献、祝告、三跪

九拜、送神等过程之后，才算是成礼。活动完毕后，主持

者或者皇帝会把祭肉分给百姓臣下，寓意着共同享有风

调雨顺的好福气。

相比之下，民间过社日的习俗就丰富有趣多了。赛

神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活动，百姓以歌舞、鼓乐、演戏

的方式酬谢社神，庆祝丰收。

社日还是个畅快饮酒的日子。在这一天，男女老少

会欢聚在一起，享受宴聚，无拘无束地饮酒放歌。

除了社酒外，百姓还会自制社肉、社饭、社糕、社果

等，分而食之，共庆丰收。

社肉又称福肉，据说吃了就能得到社神的福佑。社

糕以面、米制成，在发酵好的面粉中加入果仁、蜂蜜、白

糖，然后上蒸笼。社糕是老人、孩子都喜爱的食物。社

果是用可食青草汁和面制成的，和我们如今吃的“青团”

较为相似。

社日期间，除了吃美食、饮美酒，还有一项最大的福

利——放假。“社日令男女辍业一日，否则令人不聪。”这

一天，辛苦了很久的官吏可以放假，“山君多暇日，社日

放吏归”；终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要放下针线活，“今朝

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当然，社日里最高兴的

还是小孩子，他们不用上学，可以光明正大地尽情玩

乐。人们敲着社鼓，儿童们在庆祝活动中嬉戏玩耍，到

处是一派喜庆祥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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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丰收的节日在我国古已有之

我国的农业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从原始农业时代，

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至隋、唐、五代，到明清时

期，有着一段漫长而灿烂的农具发展史。丰收季，我们

一起来了解农业农具的发展史。

原始农业时代 农业发展的初始阶段，采集、狩猎

仍占主要地位，耕作方法为刀耕火种，采用的工具为石

斧、石刀、砍斫器、石镰等。

夏商西周时期 出现青铜农具，石斧、石刀、石铲

被广泛使用，同时还出现了耒耜。耒耜使用时把尖头

插入土壤，然后用脚踩横梁使木棍深入，便可轻松挖土

铲土。

春秋战国时期 冶铁业兴起，当时的铁农具种类

有锸、锄、耙、镢、犁等。铁锸是翻土开沟的重要农具，

常与锄、铲以及镰等一同使用。

秦汉至隋、唐、五代 铁农具种类更加丰富完善，

汉代还出现了耧车、唐代出现了曲辕犁。耧车由人或

牲畜牵引，下端有开沟器，中间装有盛贮种子的漏斗。

明清时期 此时，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成熟阶

段。在农具上，深耕犁开始普遍被运用。在当时，犁有

大小、轻重之分，农民根据不同土壤的特点，使用不同

的犁进行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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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露冷秋期半，人间处处丰收忙。中国几千年的乡土生活、农

业生产，孕育了悠久而厚重的古代农耕文明，农耕习俗、农耕谚语、艺

术创作⋯⋯无不在展示着劳动人民的智慧。自2018年起，每年农历秋

分被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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