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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六 

尾禡 

2009-1-11 (日) 

 農曆每月的“初二”及“十六”，均為是「做禡」的日子； 

 以往“生意人”都很重視這一天，隆重其事拜祭“土地公”，感激過去一年

來得到庇佑，生意興隆； 

 同時亦祈求來年生意繼續大展鴻圖； 

 老闆在「尾禡」準備豐盛的菜餚，犒賞員工，感謝員工這一年來辛勤的工作；

 同時也對不勝任員工做一番暗示，將「雞頭」朝向有意“解僱”的員工。 

年廿四 

謝灶 

2009-1-19 (一) 

 相傳年廿四是諸神返回天庭述職的一天，其中灶君“掌管人間衣食”； 

 謝灶的禮儀，供品包括生果、燒肉及一些齋菜； 

 其中“湯丸”及“麥芽糖”更是必備的，據說能“封住”灶君的嘴，免衪向

玉帝“告狀”； 

 「謝灶」的吉日亦眾說紛紜，有說：「北三、南四。」； 

 亦有道：「文三、武四。」，還有「官三、民四、蛋家五。」 

年廿五 

蒸糕「吹粿」 

2009-1-20 (二) 

 通常十二月廿五日、廿六日開始蒸“年糕”； 

 甜粿（年糕），有「步步高升」的含義； 

 菜頭粿（蘿蔔糕），有「好彩頭」的含義； 

 發粿（鬆糕），形狀像一朵花，有「發財」的意思； 

 芋粿（芋頭糕），芋粿有「護（芋）孫」的意思； 

 包仔粿（角仔），則有「鹹的包金，甜的包銀」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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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廿八 

洗邋遢 

2009-1-23 (五) 

 俗語有云「年廿八洗邋遢，若然不洗豈會發」，大家總希望一年好過一年； 

 所以“年廿八大掃除”這個活動，除了實際上把地方清潔之外，在心理上亦

有將過往霉氣一拼掃走； 

 “年廿八洗邋遢”亦包括自身的清潔，如理髮、洗澡等； 

 聞說“過年前”做好自身及家居的清潔，可以消災去病，大吉大利。 

年廿九 

貼春聯 

2009-1-24 (六) 

 中國人一向把紅色視為吉祥的象徵； 

 在大門兩旁貼上春聯，接着是門屝、廳堂及大缸（米缸、水缸、油缸等）； 

 年畫（財神）、燈籠及鮮花等，也是點綴家居的好材料。 

年三十 

辭年 

2009-1-25 (日) 

 除夕“祭祖”是民間大祭，祭祀祖先的儀式稱做「辭年」； 

 祭祀前，門聯、門神已煥然一新，並要點大紅蠟燭，全家按長幼順序拈香；

 除夕的祭祀是感謝神明和祖先一年來的庇佑，並求來年多福； 

 祭祀後，一家大小圍坐一桌吃年夜飯，俗稱「圍爐」； 

 圍著爐子吃飯，並在爐的四周攤舖“制錢”，象徵財旺； 

 圍爐時所備的菜也都有吉祥意義： 

 菜頭（蘿蔔）取意“好彩頭”； 

 長年菜（芥菜心）取意“長壽”； 

 魚丸、肉丸和蝦丸，取意“三元及第”； 

 魚取意“年年有餘”，但不能吃完，取意“有餘有剩”； 

 吃圍爐的時候，越慢越好，取意“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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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三十 

辭年 

2009-1-25 (日) 

 圍爐之後，長輩分“壓歲錢”，將爐周所攤的“制錢”作為壓歲錢。 

 除夕夜給家中小孩一個熟雞蛋，到街上繞一圈，邊走邊剝雞蛋吃，口中念道：

「賣懶去，買勤來，雞春（蠢）剝殼隨皮（蛋內軟膜）去，富貴榮華跟我來。」

 據說小孩如此“賣懶”，明年就會勤於讀書。 

 相傳古時候有一種叫“年”的怪獸，長年深居海底，逢除夕才爬上岸，吞食

牲畜、傷害人命。故每到除夕，村民均扶老攜幼逃往深山，以避“年”； 

 後來有一位老人告訴村民，“年”最怕紅色、火光和炸響。只要每年除夕，

家家貼紅紙、燃放爆竹、戶戶燭火通明，便可平安渡歲； 

 村民為慶祝沒有被“年”吃掉，故大年初一的早上便互說「恭喜！恭喜！」

年初一 

春節 

2009-1-26 (一) 

 年初一“祭祖”是很重要的習俗，一般“吃葷”的家庭，早餐例必吃素； 

 祭祖完畢，拜年活動開始，穿上新衣代表“萬象更新”； 

 晚輩向長輩、親友間拜年，拱手互相恭賀，笑面迎人，說些“吉利”說話；

 年初一切忌發脾氣或口黑面黑； 

 年初一切忌掃地、倒垃圾，相傳這樣會送走財氣； 

 不小心打爛碗碟，說些好意頭的話，如「碎碎（歲歲）平安」或「落地開花，

富貴榮華」等； 

 不能用刀剪、不能白天睡覺、不能煎糕等禁忌； 

 新年第一次出門（行春），通常會到廟裡祈福，祈求新的一年事事順利；  

 出門的方位，先往東走走會大吉大利，農曆上亦註明幾時開門是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