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邀请亲朋好友赴宴的邀请函(汇总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春节邀请亲朋好友赴宴的邀请函篇一

我们的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我最喜爱的节日是春节。春节，俗称过年，一般指除夕和正
月初一。

追溯起来，春节起源于殷商的'祭神祭祖活动。相传在太古时
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人们管它叫“年”。它形貌狰狞，
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一种味儿，一直
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聪明的祖先慢慢掌握
了“年”的活动规律：每隔三百六十五天，“年”就窜到人
类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深夜，直至
鸡鸣破晓，它才返回山林中。百姓们把这可怕的一夜视
为“年关”，于是，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了晚饭，熄灯净灶，
再把鸡圈牛栏扎牢实，把宅院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夜
饭，后来就叫“年夜饭”。由于这顿饭有吉凶未卜的味道，
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
团圆外，还还需在吃饭前供祭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吃过饭
后，一家人挤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养成熬夜守岁的习惯。

我们的春节带着浪漫梦幻的色彩，发展到今天，活动可多啦，
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

腊月初八，家家户户煮腊八粥。腊八粥形式多样，有的



叫“七宝粥”，“五味粥”。我家爱用红小豆加江米，腊肉，
胡萝卜，花生米，香青菜，大枣和大米之类来混煮，味道儿
可鲜啦，它不仅清香甜美，口舌生津，而且能胃气舒畅，我
极喜欢吃。

腊月廿三，廿四称“小年”，，祭灶神，蒸花馍，写春联，
吃灶糖，扫庭院。小年习俗吃年糕，寓意万事如意年年
高，“意取年岁年，籍以祈岁稔”。我家年糕俗称糯米粑粑。

腊月廿八，吃“出笼”米豆腐，用碱水将大米浸泡，然后和
水磨成浆，再用火经过锅里搅和，最后拿到铺有稻草的大锅
里蒸出，它碱味儿中和着稻草的清香，进口入胃，荡气回肠。

腊月廿九，我家乡的习俗要置天地桌；腊月三十，吃年夜饭。
餐桌上，最显眼的是鱼，鱼者，余也，年年有余，吉祥如意。
到80后，电视普及，春晚成为中国人必不可少的文化“盛
宴”，代替围着火炉“守岁”习俗，成为新的“守岁”时尚。

正月初一吃元宝，燃放爆竹，百年占岁，饮屠苏酒。当
说“元宝”，是将糯米制成米粉，包元宝时中间用红糖做芯
子，让后放入锅中，用火煮熟，放入碗中，热气腾腾，吃的
时候，红糖溢出，红红火火，象征幸福临门。

最有人情味儿的莫过于正月初二至十五的拜年，借春节喜庆，
给亲友，长辈，拜年既让亲友长辈高兴，又能加强人与人沟
通、交流。俗话说，水不搅不浑，人不走不亲。俗话还说，
客走旺家门，被访者一高兴，还给小字辈儿一些压岁红包儿。

春节一直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期间，唱呀，跳呀，耍龙
灯，舞狮子，各种各样的活动，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我爱春节。春节有绵长而深厚的人情味儿，我愿天下人幸福
安康！



举眼望世界，人们过节的丰厚而盛大，莫过于龙图腾家族的
春节。小作者如话家常，如数家珍，再现民族节日——春节
的浪漫与神秘，展现民俗文化特色。写出自己受到民俗文化
熏陶，表达自己对民族节日的喜爱。让读者能够领会春节中
每个活动的韵味儿。

春节邀请亲朋好友赴宴的邀请函篇二

青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中国青年庆祝自己青春的
节日。每年的5月4日是青春节，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年轻人
都会参加各种庆祝活动，表达对青春的热爱和追求。我曾经
参加过一次青春节庆典，深感到了青春的力量和激情，也从
中收获了一些宝贵的体会。

首先，青春节是一个让青年人展示自我才华和创造力的平台。
在庆典活动中，我看到了很多年轻人展示他们的舞蹈、歌唱、
乐器演奏等才艺。无论是舞蹈的翩翩起舞，还是歌声的嘹亮
动人，都让人感受到了青年人的热情和活力。年轻人们用自
己的才华和创造力，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青春风采。

其次，青春节是一个聚集青年人共同追求梦想的时刻。在庆
典活动中，我看到了许多年轻人相互激励、共同努力的场景。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青春无畏，勇往直前”的精
神。年轻人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共同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为青春注入了无穷的力量。

再次，青春节是一个增强青年人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的
时刻。在庆典活动中，我遇到了一些志愿者，他们将自己的
青春献给了公益事业。他们为庆典活动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年轻人们通过参与公益活动，不仅帮助
了他人，也让自己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

此外，青春节也是一个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时刻。在庆
典活动中，我看到了一些传统文化表演，如舞龙、舞狮、民



间戏曲等。这些传统文化的表演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年轻人们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展示了中国青年的文化自信。

最后，青春节是一个加强青年人交流互动的时刻。在庆典活
动中，我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有共同追求的朋友。我们一
起参加活动，一起聊天、分享心得。年轻人们之间的互动和
交流，让我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和爱与友情的重要性。通过
和他人的交流，我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青春节是一个让青年人展示自我才华和创造力，聚集共同追
求梦想，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魅力，加强交流互动的时刻。参加青春节庆典活动，让我更
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青春，也让我明白了只有积极向前，
才能用青春描绘出更加美好的未来。同时，我深深感受到了
团结合作和奉献他人的重要性，这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宝
贵财富。我相信，在新时代的号召下，青年人将会以更加旺
盛的激情和活力，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国家和社会做出
应有的贡献。

春节邀请亲朋好友赴宴的邀请函篇三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春节习俗已经经历了几
千年的历史沉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春节不
仅仅是一个欢乐、热闹的假期，更是人们传承文化、感受乡
情的重要时刻。正因如此，每到春节，从祭祀祖先到贴春联、
腊月二十三祭灶，再到除夕守岁、放鞭炮等习俗都是中国传
统的春节特色。通过参与和观察春节习俗，我深刻体会到了
春节的独特之处，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
涵。

首先，春节习俗展现出中国人民对祖先的敬仰。在春节期间，
无论是祭祀祖先还是祈福祈求吉祥，都显示出对祖先的尊重
和崇敬。每到春节，我们回到家乡，会去祭拜祖先。祭祀祖



先的仪式，通过礼仪之举，表达出对祖先的感恩之心，也展
现了人们对家庭和传统文化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祭祀祖先
的传统，也是家族价值观和传统经验的传承。通过与家人一
同祭拜祖先，我们不仅仅是表达了对先辈的思念，更感受到
了家族的温暖和凝聚力。

其次，春节习俗传递出中国人重视和谐、团结的价值观。春
节期间，人们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团圆饭。无论是亲人之间
还是朋友之间，这个传统的晚餐聚会凝聚了彼此之间的情感。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人们互相邀请，共同努力准备美食，并
在一起分享和欢笑。这个简单的聚会，传递出重视和谐与团
结的价值观。在繁忙的现代社会中，这样的聚会成为人们彼
此分享快乐、加深感情的重要方式，也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再次，春节习俗向人们传递了对美好未来的渴望。除夕守岁，
以及随之而来的放鞭炮等活动，都代表着人们对幸福与繁荣
的追求。在迎接新年的时刻，放鞭炮声响，烟花绽放，象征
着消除的坏运气，取而代之的是新一年的美好祝愿。这个习
俗象征着战胜困难、拥抱光明与希望的决心，同时也代表着
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与祝愿。

最后，春节习俗展现出人们对健康与平安的关注。腊月二十
三祭灶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传统。人们在这一天会祭拜灶神，
以此来祈求平安与祝福。通过开展这个习俗，人们表达了对
健康与平安的深切渴望。同时，这个习俗也让人们反思生活
的意义，思考如何珍惜美好的生活以及如何因劳动而有所得。

在总结春节习俗心得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祭祀祖先、团圆饭、放鞭炮和腊月二十三祭灶，
每一个习俗都代表着人们对传统文化、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的追求。这些习俗，不仅是春节的独特风格，更是人们对传
统文化的重视与传承。在保留习俗的同时，我们也要理解习
俗背后的文化内涵，坚持与时俱进，在传承中赋予其新的含
义。通过参与和理解春节的习俗，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



文化身份和价值观，进而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传统文化的魅
力与智慧。

春节邀请亲朋好友赴宴的邀请函篇四

人生中充满了盼望。有的人盼望放假;有的.人盼望发工资;有
的人则盼望家人团圆......而我最盼望着春节的到来。

过春节时，我们不仅可以体验到包饺子的乐趣，还能品尝到
饺子的美味。每当春节来临，我就有机会凑热闹帮大人们包
饺子。我先学着大人拿一点和好的面团，用擀面杖把面擀成
厚薄适中的圆形，再把拌好的馅放上去，最后用面皮包上馅，
捏一捏，就做成一个美味的饺子了。

我看着自己包的饺子，口水都快流三千尺了，但我还是忍了
忍馋劲儿，继续帮大人们包饺子。看着我亲手包的饺子一个
又一个地横空出世，心里美滋滋的。我创造了它们，它们是
否应该叫我“爸爸”?当饺子煮好时，看着那“光滑扁润”的
饺子，我不禁垂涎三尺，品尝着自己包的饺子，心里甭提有
多开心了。

过春节时可以串串门，逛逛亲戚，快一年没怎么来往了，加
深一下感情是很必要的。亲戚们还会给我压岁钱，虽然不多，
但总也可以买些书、文具和需要的东西。当然，也可以偶尔
买几本小人书，买一些早已心仪的小玩意，满足一下自己的
欲望。让我们去看看小人书，玩玩小玩意，放松放松平时学
习时紧张的心情。

在城市里，一年中只有春节期间才可以放鞭炮和烟火，我们
这些男孩子们可以过过瘾了。

春节期间如果下雪的话，那就更妙不可言了。堆雪人、打雪
仗是绝对免不了的!这可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了!



对了，今年春节，我还打算去滑雪，我滑雪的技术很棒哦。
你想不想跟我比一比呢?

让我们的心灵充满希望和渴望，让我们的身心得到追求的快
乐。世界上最让人激动的就是盼望，让我们的人生中也充满
盼望。记住，你对事物的盼望越多，你就会感到生活越来越
丰富多彩!

春节邀请亲朋好友赴宴的邀请函篇五

兔年腊月二十八的下午，我回到耀县，住进了锦都宾馆520房
间，春节二题。负责给我安排住宿的`，是我中学时期的同学。
稍事休息，我随即和几位朋友见了面。朋友中，有新朋，亦
有旧友。新者，才第一次碰面；旧者，已经结识二十余年了。
晚上，一个在机关供职的旧友请客，六个人，喝了两瓶酒。

第二天，按照计划，我购买了一大堆茶叶、烟酒、鲜奶和糕
点之类，坐朋友的车，偕同儿子回故乡，并顺路看望了两个
姐姐。大姐家的日子历来过得紧张，但却谋划着盖房子。二
百多平方的建筑面积，在材料、人工费统统涨价的情况下，
一核算，至少需要十五万元。十五万，在有钱人的眼里九牛
一毛，但压在大姐的心里，沉重得堪比泰山。大姐见了我，
自然是愁眉不展，一声叹息接着一声叹息。我安慰大姐，声
称支助她三万元。但这三万元，显然与大姐的期待，却有不
小的距离。大姐把话绕来绕去，但最终还是把自己所希望的
数字和盘托出：我最低借她五万元。

大姐反复强调是"借"而非"要"，但我却在心里嘀咕："借"和"
要"有区别吗?

常常的情景是，钱一旦从我手中脱离，我的心里都会迅速地
将这些钱一笔勾销。父母早逝，在弟弟妹妹们艰难成长的历
程中，我究竟付出了多少，那无疑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
清的。对待弟妹们久而久之养成的惯性，推而广之，普及到



了包括几位姐姐在内的更多的人身上。凡借钱者，都是穷苦
之人。而他们，要么是我的亲人，要么是我的朋友，看着他
们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我能袖手旁观?但撒出去的钱，犹
如泼出去的水，远不像鸟儿那般飞了出去，还能再飞回来。
还钱者当然也有，但他们的举动，却让我滋生出了深深的负
罪感。民间熟语云：借钱还钱，天经地义。但我从他们手里
接过钱时，却天不经，地不义，理不直，气不壮，唯一的感
受就是忐忑不安。他们生存的艰难，让我不忍目睹。因此，
当我接过他们递来的钱时，恍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趁人之危
的打劫者。

我经常对人说：我希望我的亲人我的朋友都比我富裕，都过
得比我好。这样的话，不是虚情，也不是假意，更谈不上矫
情，而是我的肺腑之言。诸如此类的话，显示的不是我的高
尚，而是我的自私。亲朋富裕了，我并不妄想着沾光揩油，
只是求得自己的生活比现在宁静一些，安详一些，心安理得
一些。

每年的每年，我都会有两三万元随风飘散。而我，远不是富
豪，远不是社会上"高收入人群"中的一分子。

大姐的话让我烦恼。她的难题，将迅速地转化为我的难题。
但想想大姐大半辈子的辛劳，想想她为我曾经的付出，我很
快就释然了。大姐得过脑溢血，因为抢救及时，才得以康复。
如果她因盖房之事忧心焦虑，以至于伤及身体，我恐怕后悔
都来不及了。

我和大姐闲聊之时，儿子坐在木椅上，脸上始终闪烁着笑意。
我刚给了大姐二百元的零花钱，大姐却抽出一张，硬要塞到
他的手里，号称给他发压岁钱。但儿子避着躲着，最终都没
有接它。儿子劝慰姑妈要爱惜身体：你搞好了自己的身体，
就是给我爸爸减轻了负担。

从大姐家出来，我对儿子解释：你姑妈生活得不容易，她遇



到了困难，作为同胞弟弟的我能不管吗！再说了，你爷爷奶
奶早逝，你爸爸没有尽孝，本应尽孝的钱不是就省下来了吗?
给你姑妈的钱，权当给你爷爷奶奶行孝了。

儿子笑着，说：爸爸你不用解释，我支持你的行动！接着，
儿子又补充道：爸爸，你放心，我不会把这件事说给我妈妈的
(儿子妈妈从不读我博客)，我会替你保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