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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年与股市？政治对股市的影响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政治大年与股市，政治对股市的
影响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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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明天星期二股市怎么走？

周一今天盘面各位服不服！上周二周三让撤退，躲过一跌，今天给你来个暴涨，多
空转变快如闪电，一般人根本跟不上节奏。昨天我提示，两个条件确定可以上车，
一是大盘破3100，直接上车，可是这条在周末利好的作用下，短期不可能出现了。
二是今天盘中个股砸五个点以上的硬核白马，可以上车。早盘那波跳水，个股杀跌
很凶，现在全天看，唯一上车点位就是那波吓破胆的大跳水！所以，这里比的是胆
识和手速了，我个人早上那波补了两层仓，目前5成左右，我个人觉得还没到重仓
时间，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但是这里又不能完全空仓，大跌和利好消息你永远不
知道哪个先来，所以合理的底仓是必要的。

那么明天周二股市怎么走？我认为在今天大盘喜怒无常的爆拉之后，又让散户看到
了牛市的希望，这个牛差一点点夭折了，现在又给了点希望，那是好事。暂时不去
考虑是不是牛市还存在，也不去考虑这里可能直接反转，我认为未来两三天还是安
全的，至少可以玩到周四周五。所以今天盘中给了提示，调整到位的可以适当来点
底仓，明天也是同样，一定要调整的不错，不是追涨！追必死！所以，继续走一步
看一步，不乐观，也不要悲观，这里指数喜怒无常，一定要跟上节奏！

大年初一的来历和习俗是什么

正月初一，通常指农历元朔日，它是一年之始。农历是在夏历（阴历）的基础上融
合阳历成分从而形成的一种历法。

正月一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叫法。在先秦时叫“上日”、“元日”、“改岁
”、“献岁”等。到了两汉时期，叫做“三朝”、“正旦”、“元日”、“岁旦”
。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元辰”、“元日”、“元首”、“岁朝”等。到了唐宋元
明，则称为“元旦”、“岁日”、“新正”、“新元”等。清代一直叫“元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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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元日”。

古时的正月初一这节日称为“年节”，直到中国近代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
府为了顺应农时和便于统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团
体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农历的正月初一称春节。1949年9月27
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使用世
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旦，俗称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通
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

“大年初一的习俗有吃饺子、拜年、给压岁钱等。大年初一早上北方人吃饺子，南
方人吃汤圆。吃饺子的寓意是一年交好运。吃汤圆寓意得了元宝。大年初一拜年是
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现在拜年
多为到亲朋好友家里祝贺新春。大年初一长辈会给孩子一些压岁钱，也称为“守岁
”、“压岁”。”

优

为什么过年有“小年”“大年”之分？

传说大年小年是同胞兄弟，小年凶恶，大年善良。小年每到腊月二十三二十四这两
天就下来吃人，人们害怕它就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点燃松油竹子。竹子烧的噼里
啪啦响，小年怕火就不敢下来了（怕火还是大年告诉人们的）

小年没吃到人饿着回去找大年打起来了，大年打不过小年只好来到人间苦练火功保
护人们。有一天小年又回来吃人，大年为了保护人们变成了火钻进了小年的肚子里
。最后跟小年同归于尽烧死在树枝上。

人们为了纪念大年于是把这天就叫大年！为了仿死时的样子就挂起了红灯笼，家家
户户都贴上对联挂灯笼，表示红红火火。

????故事太长了！我就简单点吧??

大年习俗讲解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
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
动。按照我国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俗称年初一
，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的一月一日称为元旦，把农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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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苏草木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
开始。人们刚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漫漫寒冬，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
当新春到来之际，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舞地迎接这个节日。

千百年来，人们使年俗庆祝活动变得异常丰富多彩，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
年三十，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卫生
，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

然后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于采购物品，年货包括
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都要采买充足，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
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帽，准备过年时穿。

在节前要在住宅的大门上粘贴红纸黄字的新年寄语，也就是用红纸写成的春联。屋
里张贴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年画，心灵手巧的姑娘们剪出美丽的窗花贴在窗户上，
门前挂大红灯笼或贴福字及财神、门神像等，福字还可以倒贴，路人一念福倒了，
也就是福气到了，所有这些活动都是要为节日增添足够的喜庆气氛。

春节的另一名称叫过年。在过去的传说中，年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想象中的
动物。年一来。树木凋蔽，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年如何才能
过去呢？需用鞭炮轰，于是有了燃鞭炮的习俗，这其实也是烘托热闹场面的又一种
方式。

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离家在外的孩子在过春节时都要
回家欢聚。过年的前一夜，就是旧年的腊月三十夜，也叫除夕，又叫团圆夜，在这
新旧交替的时候，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除夕晚上，全家老小都一起熬年
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北方地区在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的作法是
先和面，和字就是合；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又取更岁交子之意
。在南方有过年吃年糕的习惯，甜甜的粘粘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步步
高。

待第一声鸡啼响起，或是新年的钟声敲过，街上鞭炮齐鸣，响声此起彼伏，家家喜
气洋洋，新的一年开始了，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盛装，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寿
，节中还有给儿童压岁钱，吃团年饭，初二、三就开始走亲戚看朋友，相互拜年，
道贺祝福，说些恭贺新喜、恭喜发财、恭喜、过年好等话，祭祖等活动。

节日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家各户，也充满各地的大街小巷，一些地方的街市上
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市，逛庙会等习俗。这期间花灯满城，游人满
街，热闹非凡，盛况空前，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真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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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汉族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满、蒙古，瑶、壮、白、高山、赫哲、哈尼、达斡
尔、侗、黎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也有过春节的习俗，只是过节的形式更有自己的民族
特色，更蕴味无穷。

春节的由来与传说

春节和年的概念，最初的含意来自农业，古时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
说文。禾部》：“年，谷熟也：。在夏商时代产生了夏历，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月
，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每月以不见月亮的那天为朔，正月朔日的子时称为岁首，
即一年的开始，也叫年，年的名称是从周朝开始的，至了西汉才正式固定下来，一
直延续到今天。但古时的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旦”，直到中国近代辛亥革命胜利后
，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顺应农时和便于统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在政府机关、厂
矿、学校和团体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农历的正月初一称春节。

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
过了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旦，俗称阳历年；农历
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
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期间，我国的汉族和大多数少
数民族都有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大多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
、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春节传说之一：熬年守岁

守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的习俗，也叫除
夕守岁，俗名“熬年”。探究这个习俗的来历，在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它的形
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
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
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
，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
，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
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
”，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
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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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形成了
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双岁，五更分
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
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

春节传说之二：万年创建历法说

相传，在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就有了想把节令定准
的打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阴下休
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测定一天的时间，
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又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
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的长短就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
漏壶去见皇上，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
于是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希望能测准日月
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
石壁上刻着一首诗：

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

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
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
为岁首，就叫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
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
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
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

春节传说之三：贴春联和门神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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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
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
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
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
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
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于是民间就
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
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
“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
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
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

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惯。据说，大门上
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
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禀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
捉鬼擒魔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
所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
同敢于上门来的鬼魅战斗。由于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
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
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
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搔扰了。其后，唐太
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好了，本文到此结束，如果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望关注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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