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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族 的 春 节 习 俗 充 满 了 生 活 气 息 。 依 照 伊 宁 市 潘

津镇苏拉宫村满族老人讲述的传统春节习俗，喝过腊八

粥就算要过年了，正如一首古老的童谣所述：“喝了腊

八粥，人就犯糊涂，爸爸胡买呢，妈妈胡做呢，清明一

到呀，坟头上哭呢，新一年到了，从头再来呢。”在满

族的传统里，除夕年夜饭是要吃一碗臊子面寓意“长寿

健康”，这一天每家每户的院子门口还要放一个火盆，

火要烧得通红，一夜不断，既是“希望来年生活红红火

火”，也是为了给路人行个方便，烤个火，不受冻。大

年初一则是各家各户串门拜年，一家也不落下。在满族

人的传统里，闹完元宵后，还要等到农历二月二龙抬头

时，吃过双合饼，补天补地之后，才算真正过完年。⑦当

天，家家户户要把窗户全部打开，迎龙进家。满族人过

年一定要做糖馍馍、蜜食果、沙琪玛这些小吃，这个叫

“翻翻子”，寓意一年了，翻个身日子更好过。⑧

春节也是达斡尔族最重要的节日，达斡尔语将春节

称为“阿涅”。达斡尔族很多节日风俗和汉族以及其他

也过农历春节的少数民族相差不大，像守岁、大年三十

全家人吃团圆饭、贴春联等等都一样。新疆的达斡尔族

主要居住在塔城，每逢节日来临，人们便停止劳作，张

贴年画和对联，妇女们给孩子制作新衣新鞋，做饺子、

蒸包子、做点心，准备手扒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大家走

亲访友，开展各种娱乐活动。一直到正月十五，春节活

动才算结束。达斡尔族在春节期间，还经常进行“曲棍

球”比赛等文体活动。

多姿多彩的新春年俗

随 着 社 会 发 展 ， 人 们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 春 节 选 择 出

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假日政策也起到了促进民族间交

往的意义，增加了民族间表达友好关系、表达情意的机

会，扩大了交往的规模。在乌鲁木齐，从大年三十到初

七，所有交通工具都是可以免费乘坐的。天山脚下的戈

壁 明 珠 新 疆 兵 团 第 一 大 城 市 石 河 子 市 ， 有 一 条 “ 网 红

街”幸福路步行街——它不仅仅是一条街，更像是一部

石河子的商业史诗，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变迁，也

是春节期间城市与周边地区人们最喜欢聚集的繁华热闹

的街市。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龙年春节，石河子将迎来

“龙行龘龘 福满军垦”主题花灯节。小城哈密巴里坤的

传统年味温馨、喜庆，旺火照亮了冬夜，舞社火的队伍

穿梭在火焰里，龙腾狮舞，此外还有极具哈萨克族特色

的“阿尤毕”（熊舞）表演。到喀纳斯，和图瓦人过原

始年，已成为深得90后、00后喜爱的体验项目。 ⑨文化

场馆游也成为年俗的一部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其中，春节期间新疆各地州市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

成为旅游热点。多姿多彩的年俗文化越来越令人目不暇

接，毛皮滑雪赛、美食展、社火、戏曲演出等精彩纷呈

的活动，也让全疆各地到处弥漫着浓浓年味。石河子幸福路花灯（摄影丨鲍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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