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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pEn6F6wn3MoI.jpg /> </p> <p style=text-align:center;text-inde
nt:2em;> （图片道教之音制作） </p> <p> 除夕前一日的腊月二十九，
叫“小除夕”，家置酒宴，人们往来拜访叫“别岁”。焚香于户外，叫
“天香”，通常要三天。 </p> <p> 除夕是指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
的晚上，它与春节(正月初一)首尾相连。“除夕”中的“除”字是“去
；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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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此期间的活动都围绕着除旧迎新，消灾祈福为中心。周、秦时期每
年将尽的时候，皇宫里要举行“大傩”的仪式，击鼓驱逐疫疠之鬼，称
为“逐除”，后又称除夕的前一天为小除，即小年夜；除夕为大除，即
大年夜。 </p> <p> 祭祖 </p> <p> 年谣称：“腊月二十九，上坟请祖
上大供”。对于祖先的崇拜，在我国由来已久。事死如生不仅是孝道的
重要标志，也是尊老敬老的美德。春节是大节，上坟请祖仪式也就格外
郑重。上坟请祖的时间，大多数地区在二十九日早晨请祖。据汉代崔寔
的《四民月令》记载：“正月之朔是为正月，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
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
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这说明，早在汉代我国
的祭祖活动就已经是春节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了。 </p> <p> 小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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