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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端午节你不能不知的

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也是我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名端阳节、重午节、粽子节、五黄节、五月节等等。2006 年 5 月，国务院

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 2008 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 年 9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

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关键词：由来 习俗

第一部分 端午节

一、简介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

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

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

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

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

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二、由来

古时南北风俗各异，先秦时期，端午节的节俗活动鲜见于中原文献记载，就现存文献没法直接考证

其源流。“端午”二字最早见于晋代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乌角黍。”“端”字有“初始”

的意思，因此“端五”就是“初五”。而按照历法五月正是“午”月，因此“端五”也就渐渐演变成了

“端午”。《燕京岁时记》记载：“初五为五月单五，盖端字之转音也。”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就有过端午的习俗。端午节作为节日，形成于汉代。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

就有农历五月五日人们防避兵役鬼魅、防病防疫的记载。

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初五跳汨罗江自尽，后人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也

有纪念伍子胥、曹娥及介子推等说法。

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

展中杂糅了多种民俗为一体，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

三、习俗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老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老节日的形成蕴含了深邃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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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内涵，古老节日重视祖先神灵信仰与祭祀活动，祖先神灵信仰是古老传统节日的核心。端午习俗

甚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热闹喜庆。仲夏端午，飞龙在天，龙气旺盛，百邪皆避。端午节是集

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端午习俗内容丰富多彩，这些节俗围绕着祭龙、祈福、

攘灾等形式展开，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端午节自古就是食粽与扒龙舟的喜庆日子，

端午节时热闹的龙舟表演，欢乐的美食宴会，都是庆贺佳节的体现。

扒龙舟

古代的越民族以龙为图腾，为了表示自己是“龙种”身份，他们不仅有断发文身的风俗，而且在每

年端午这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中便有类似于今天的竞渡游戏，这就是竞渡习俗的由来。划龙

舟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古代龙图腾祭祀的节仪，乃遗俗也。

先民把黄道附近的星宿分为 28 星宿，分四东南西北四组，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

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端午这天，东方龙星正好到了最南边的最中的位置，信奉天文的先民们这天自

然要祭祀，这大概是龙舟竞渡的来源。

扒龙舟历史悠久，是多人集体划桨竞赛。龙舟竞渡分为请龙、祭龙神、游龙和收龙等几个版块。龙

舟竞渡前一般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先要请龙、祭神。在端午前要择吉日从水下起出，祭过神后，

安上龙头、龙尾，再准备竞渡。闽、台则往妈祖庙祭拜。在过去，人们祭祀龙神时气氛很严肃，多祈求

福佑、风调雨顺、去邪祟、攘灾异、事事如意等。在湖北的屈原家乡秭归，也有划龙舟祭拜屈原的仪式

流传。

挂艾草与菖蒲

在端午节布置种种可驱邪祛病的花草来源亦久。人们把插艾草和菖蒲作为端午节重要内容之一。如

挂艾草于门，《荆楚岁时记》：“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这是由于艾为重要的药用植物，

又可制艾绒治病，灸穴，又可驱虫。五月艾含艾油最多，（此时正值艾生长旺期）所以功效最好，人们

也就争相采艾了。往往会在家门口挂几株艾草，由于艾草特殊的香味，人们用它来驱病、防蚊、辟邪。

“艾”，又名家艾、艾蒿，它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

净化空气。菖蒲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有关艾草可以

驱邪的传说已经流传很久，主要是它具备医药的功能而来，如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曰：“鸡未鸣时，

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形，悬于户上，可禳毒气。”

端午食粽

粽，即“粽籺”，俗称粽子，主要材料是糯米、馅料，用箬叶（或柊叶）包裹而成，形状多样，有

尖角状、四角状等。粽子由来久远，最初是用来祭祀祖先神灵的贡品。传入北方后，用黍米（北方产黍）

做粽，称“角黍”。由于各地饮食习惯的不同，粽形成了南北风味；从口味上分，粽子有咸粽和甜粽两

大类。端午食粽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已成了中华民族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民间饮食

习俗之一，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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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纸鸢

纸鸢，在竹篾等骨架上糊上纸或绢，拉着系在上面的长线，趁着风势可以放上天空，属于一种单纯

利用空气动力的飞行器。在中国南方一带，端午节儿童放纸鸢称为“放殃”。

洗草药水

草药水，即是古籍记载的沐兰汤，端午日洗草药水可治皮肤病、去邪气。端午日是草木一年中药性

最强的一天，端午日遍地皆是药。端午期间，中国不少地方有采草药煮草药水沐浴的习俗，端午草药的

药性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岁时广记》卷二十二“采杂药”引《荆楚岁时记》佚文：“五月

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关于洗草药水习俗的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末的《大戴礼记》中，

但文中的兰不是兰花，而是菊科的佩兰或草药，有香气，可煎水沐浴。此俗至今尚存，且广泛流行。在

广东，儿童用苦草麦药或艾、蒲、凤仙、白玉兰等花草煮水洗，少年、成年男子则到江河、海边冲凉，

谓之洗龙舟水，洗去晦气，带来好运。在湖南、广西等地，则用柏叶、大风根、艾草、菖蒲、桃叶等煮

成药水洗浴，不论男女老幼，全家都洗。

拴五色丝线

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五方五行的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端午以五色丝

线系臂，曾是很流行的节俗。传到后世，即发展成如长命缕、长命锁、香包等许多种漂亮饰物，制作也

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在端午节这天，孩子们要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驱邪。传统之俗，用红绿黄白黑色粗丝线搓

成彩色线绳，系在小孩子的手臂或颈项上，自五月五日系起，一直至七夕“七娘妈”生日，才解下来连

同金楮焚烧。还有一说，在端午节后的第一个雨天，把五彩线剪下来扔在雨中，意味着让河水将瘟疫、

疾病冲走，谓之可去邪祟、攘灾异，会带来一年的好运。

四、食俗

饮蒲酒、雄黄酒、朱砂酒

饮蒲酒、雄黄、朱砂酒，以酒洒喷。《荆楚岁时记》：“以菖蒲或镂或屑，以冷酒。”蒲酒味芳香，

有爽口之感，后来又在酒中加入雄黄、朱砂等。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

用酒染额胸手足心，无会虺（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蛇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以避毒虫。”此俗流传

较广。

粽子

端午节食粽是中国的传统习俗，粽的形状很多，品种各异，一般还有正三角形、正四角形、尖三角

形、方形、长形等各种形状。由于中国各地风味不同，主要有甜、咸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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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人关于端午节的诗词

《竞渡诗》唐·卢肇 赏析

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机。

鼙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

冲波突出人齐譀，跃浪争先鸟退飞。

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

《竞渡诗》描绘了端午时节龙舟赛上，鼙鼓初

击，兽头吐威，万人助喊，多船竞发的动人场景。

《乙卯重五诗》宋·陆游 赏析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

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

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

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

这首诗具体描写了当时人们在端午节这天的

生活习惯。平淡的闲言琐事在诗人的笔下变得富有

趣味。诗人把生活的真味都寄托在端午生活的描写

中，仔细阅读，方有所悟。

《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宋·欧阳修 赏析

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

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

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叶里黄鹂

时一弄，犹瞢忪，等闲惊破纱窗梦。

该词的上片描写端午节的风俗，用“榴花”“杨

柳”“角粽”等端午节的标志性景象营造了端午节

喜悦的情绪，下片描写端午节人们沐浴更衣、饮雄

黄酒驱邪的场景。全词反映出词人过节时的恬淡闲

适的生活情态，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和端午》宋·张耒 赏析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

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

作者从端午竞渡纪念屈原的千载冤魂说起，虽

然忠烈之魂一去千载哪里还能回还啊，国破身死的

屈原现在还能有什么呢。只留下千古绝唱之离骚在

人世间了。

《午日处州禁竞渡》明·汤显祖 赏析

独写菖蒲竹叶杯，莲城芳草踏初回。

情知不向瓯江死，舟楫何劳吊屈来。

《午日处州禁竞渡》主要描写了端午节的习

俗，面对赛龙舟的情景，想起了屈原。表达了自己

对端午节赛龙舟时的想法，对劳苦人民的同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9E%E6%B8%A1/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BB%E9%AA%9A/10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AF%E5%8D%88/66860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8%E5%8E%9F/610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BB%E9%AA%9A/10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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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关联考点

一、我国四大传统节日

春节

春节，即中国农历新年，日期在每年农历正月

初一，俗称“新春”“新岁”“岁旦”等，又称“过

年”，是集除旧布新、拜神祭祖、祈福辟邪、亲朋

团圆、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

春节的习俗有买年货、扫尘、贴对联、吃年夜

饭、守岁、拜岁、拜年、舞龙舞狮、拜神祭祖、祈

福攘灾、游神、押舟、庙会、游锣鼓、游标旗、上

灯酒、赏花灯等。

清明节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

节等，节期在仲春与暮春之交。在每年 4 月 4 日至

6 日之间，清明节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

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传统节日。扫墓祭祖与踏青

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这两大传统礼俗在

中国自古传承，至今不辍。

清明节的习俗有扫墓祭祀、踏青、吃青团、放

风筝、荡秋千、拔河、插柳等。

端午节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午节、重五

节、天中节等，日期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集拜

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

大节。端午节源于自然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

演变而来。

端午节的习俗有划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

草、打午时水、洗草药水、拜神祭祖、浸龙舟水、

吃龙舟饭、食粽子、放纸龙、放纸鸢、拴五色丝线、

佩香囊等。

中秋节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

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是

中国民间传统节日，日期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中

秋节源自对天象的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

而来。

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

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

二、我国其他传统节日

元宵节

元宵节，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节

令，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以古代历法而言，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说文解字》记载：“元，为

元宵节既有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

共吃元宵等民俗活动，也有舞龙灯、踩高跷等社火

表演，表达着人们祈祷丰年的意愿。节令特色食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A5%E8%8A%82/1368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4%BB%A3%E5%8E%86%E6%B3%95/1258023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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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宵，为夜。”，这是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所

以名之为“元宵节”；历代这一节日有观灯习俗，

故又称灯节。

是“元宵”，又称“汤圆”，寓意团圆、美满。

七夕节

七夕节，又称七巧节、七姐节、女儿节、乞巧

节、牛公牛婆日、巧夕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时间为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经历史发展，七夕被

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使其成为了

象征爱情的节日，从而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浪漫色彩

的传统节日，在当代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

文化含义。

七夕节主要有拜七姐、储七夕水、吃巧果、乞

求巧艺与姻缘等民俗活动。

中元节

中元节，是道教名称，民间世俗称为七月半，

佛教则称为盂兰盆节。七月半是民间初秋庆贺丰

收、酬谢大地的节日，有若干农作物成熟，民间按

例要祀祖，用新稻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它

是追怀先人的一种文化传统节日，其文化核心是敬

祖尽孝。

节日习俗主要有祭祖、放河灯、祀亡魂、焚纸

锭、祭祀土地等。它的诞生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祖

灵崇拜以及相关时祭。与除夕、清明节、寒衣节均

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祭祖大节。

重阳节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

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是

中国民间传统节日，日期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中

秋节源自对天象的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

而来。

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

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

冬至

冬至，又称日南至、冬节、亚岁等，兼具自然

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

气，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祭祖节日。在古代民间有

“冬至大如年”的讲法。

在中国南方地区，有冬至祭祖、宴饮的习俗。

在中国北方地区，每年冬至日有吃饺子的习俗。

除夕

“除夕”是岁除之夜的意思，又称大年夜、除

夕夜、除夜等，时值年尾的最后一个晚上。除夕是

除旧布新、阖家团圆、祭祀祖先的日子，与清明节、

七月半、重阳节同是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祖大节。除

夕因常在农历十二月廿九或三十日，故又称该日为

大年三十。

除夕自古就有祭祖、守岁、团圆饭、贴年红、

挂灯笼等习俗，流传，经久不息。岁除之日，民间

尤为重视，家家户户忙忙碌碌或清扫庭舍，除旧布

新，张灯结彩，迎祖宗回家过年，并以年糕、三牲

饭菜及三茶五酒奉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3%E5%AE%B5/1182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4%E5%9C%86/13333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3%E5%A7%90%E8%8A%82/74490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9B%E9%83%8E%E7%BB%87%E5%A5%B3/3584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8%B1%E6%83%85/5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83%85%E4%BA%BA%E8%8A%82/13809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3%E6%9C%88%E5%8D%8A/73726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82%E5%85%B0%E7%9B%86%E8%8A%82/10992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3%E6%9C%88%E5%8D%8A/73726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AD%E7%A5%96/287631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7%81%AF/10945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8%E9%94%AD/169145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8%E9%94%AD/169145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A4%E5%A4%95/12814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98%8E%E8%8A%82/1375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92%E8%A1%A3%E8%8A%82/19527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5%8D%81%E5%9B%9B%E8%8A%82%E6%B0%94/19159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AD%E7%A5%96/287631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A4%E5%A4%95%E5%A4%9C/11693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A4%E5%A4%95%E5%A4%9C/11693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A4%E5%A4%9C/2627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A4%E6%97%A7%E5%B8%83%E6%96%B0/31235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AD%E7%A5%80/64655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6%E5%85%88/563136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98%8E%E8%8A%82/1375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3%E6%9C%88%E5%8D%8A/73726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9%98%B3%E8%8A%82/12830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AD%E7%A5%96/287631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B9%B4%E4%B8%89%E5%8D%81/997604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AD%E7%A5%96/287631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8%E5%B2%81/2902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4%E5%B9%B4%E7%BA%A2/133852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4%E7%B3%95/5083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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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数民族节日

1.泼水节

泼水节

别名：浴佛节

节日时间：傣历六月中旬（农历清明前后十天左右） 流行：云南傣族聚居的地方

节日活动：泼水、赶摆、赛龙舟、浴佛、孔雀舞等

节日饮食：粑粑、毫诺索（年糕）等

2.火把节

火把节

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

节日时间：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

大多是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
流行：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

节日活动：斗牛、赛马、摔跤等

3.古尔邦节

古尔邦节

别名：宰牲节、忠孝节

节日时间：伊斯兰教历 12 月 10 日 流行：宁夏和新疆等地区

节日活动：举行会礼、宰牲、礼拜

节日饮食：炸馓子、油饼、麻花、宰杀牛羊肉等

4.开斋节

开斋节

别名：肉孜节

节日时间：伊斯兰教历每年 9 月（俗称“斋月”) 流行：回族群众聚集区

节日活动：清洁、斋戒等

节日饮食：炸撒子、油香、课课、花花、粉汤、宰羊、宰鸡、凉粉、烩菜等

5.那达慕

那达慕

别名：那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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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时间：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开始，为期 5 天 流行：蒙古族聚居区

节日活动：赛马、摔跤、射箭、棋艺、歌舞等

节日饮食：牛羊肉及其熏干制品、奶酪、奶干、奶油、奶疙瘩、奶豆腐、酸奶等

6.雪顿节

雪顿节

别名：酸奶节、晒佛节、藏戏节

节日时间：藏历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一日 流行：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

节日活动：藏戏演出

节日饮食：酸奶子

7.歌圩节

歌圩节

别名：上巳节、元巳

节日时间：农历三月三日 流行：汉族、壮族、苗族、瑶族

节日活动：抢花炮、抛绣球等

节日饮食：五色糯米饭

第三部分 实战演练

【真题 1·梅州·单选】“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描写的是我国哪一传统节日？（ ）

A.除夕 B.元宵节 C.端午节 D.重阳节

【真题 2·合肥·单选】在我国有挂艾叶、菖蒲，饮雄黄酒，佩香囊等习俗的传统节日是（ ）。

A.元宵节 B.清明节 C.端午节 D.中秋节

【真题 3·婺城·单选】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是（ ），此节乃一岁之首。

A.元宵节 B.春节 C.端午节 D.中秋节

【真题 4·梅州·单选】登高望远、赏菊赋诗、喝菊花酒、插茱萸属于下列哪一传统节日的习俗？

（ ）

A.重阳节 B.乞巧节 C.中秋节 D.端午节

【真题 5·西湖·单选】中国有许多传统节日，其中“三元”之一的上元节指的是（ ）。

A.元宵节 B.清明节 C.端午节 D.中秋节

【真题 6·十堰·单选】古诗“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

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元夜”是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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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元旦 B.元宵 C.端午节 D.中秋节

【真题 7·衢州·单选】下列诗句与所描写的节日，对应错误的是（ ）。

A.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元宵节

B.早是伤春梦雨天，可怜芳草更芊芊——清明节

C.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端午节

D.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重阳节

【真题 8·衢州·多选】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下列属于端午节习俗的有（ ）。

A.登高 B.挂艾 C.食粽 D.扫墓

【真题 9·金华·单选】下列选项中，属于我国法定节假日的是（ ）。

A.重阳节 B.端午节 C.七夕节 D.寒食节

【真题 10·梅州·单选】以下与“七夕”有关的诗句是（ ）。

A.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B.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C.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D.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真题 11·十堰·单选】泼水节是我国（ ）的传统节日。

A.彝族 B.回族 C.壮族 D.傣族

【真题 12·金华·单选】传统节日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一个重要特色，下列关于各少数民族传统

节日对照错误的是（ ）。

A.泼水节——傣族 B.火把节——彝族

C.三月三歌节——壮族 D.那达慕大会——维吾尔族

参考答案及解析：

【真题 1】B。解析：B 项正确，“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出自唐代诗人崔液的《上元

夜六首·其一》，描写的是元宵节。故本题选 B。

【真题 2】C。解析：C 项正确，端午节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

喝雄黄酒的习俗。故本题选 C。

【真题 3】B。解析：B项正确，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是春节，此节乃一岁之首。故本题选B。

【真题 4】A。解析：A项正确，重阳节在历史延续过程中，既融合了众多民俗事象，也融合了众多

文化内涵，是杂糅多种民俗为一体的中国传统节日。庆祝重阳节一般会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

菊花、采中草药、遍插茱萸、摆敬老宴、吃重阳糕、制药酒养生、饮菊花酒等活动。故本题选 A。

【真题 5】A。解析：A项正确，“三元”是中国传统节日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的合称。“三元

节”为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与十月十五，因此上元节指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故本题选 A。

【真题 6】B。解析：B 项正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

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出自宋代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元夜”指的是“元

宵之夜”。故本题选 B。

【真题 7】D。解析：A 项正确，诗句出自唐代诗人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对应的是元宵节。B

项正确，诗句出自唐代诗人韦庄的《长安清明》，描写的是清明时节的风景。C 项正确，诗句出自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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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殷尧藩的《端午日》，意思是不想跟从效仿悬挂艾草和驱邪符的习俗，只希望饮一杯蒲酒，共话天

下太平。D 项错误，诗句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对应的是中秋节，

并非重阳节。故本题选 D。

【真题 8】BC。解析：B、C项正确，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习俗主要有扒龙舟、祭龙、

采草药、挂艾草与菖蒲、洗草药水、打午时水、浸龙舟水、食粽、放纸鸢、看龙船、拴五色丝线、薰苍

术、佩香囊等。A项登高为重阳节的习俗，D 项扫墓为清明节的习俗。故本题选 BC。

【真题 9】B。解析：B项正确，我国法定节假日包括：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

秋节、国庆节。重阳节、七夕节和寒食节属于我国传统节日。故本题选 B。

【真题 10】D。解析：A 项错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出自王安石的《元日》，

描写的是春节。B 项错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出自杜牧的《清明》，描写的是清明

节。C 项错误，“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出自韩翃的《寒食》，描写的是寒食节。D 项正

确，“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出自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描写的是七夕节。故本

题选 D。

【真题 11】D。解析：A 项，彝族的传统节日有火把节、花脸节、补年节等。B 项，回族的传统节日

主要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C 项，壮族的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春秋社日等。D 项正确，

泼水节为傣族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故本题选 D。

【真题 12】D。解析：A、B、C三项均正确。D 项错误，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

在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开始的为期 5 天的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人民

的盛会。那达慕大会的内容主要有摔跤、赛马、射箭、套马、下蒙古棋等民族传统项目。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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