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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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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出现了诸如“饺儿”、“水点心”、“煮饽饽”等
有关饺子的新的称谓。

饺子名称的增多，说明其流传的地域在不断扩大。

民间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已有相当盛行。

饺子一般要在年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好，待到半夜子时吃，
这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伊始，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
“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
和“吉祥如意”的意思。

过年吃饺子有很多传说，一说是为了纪念盘古氏开天辟地，
结束了混状态，二是取其与“浑囤”的谐音，意为“粮食满
囤”。

另外，民间还流传吃饺子的民俗语与女娲造人有关。

女娲抟土造成人时，由于天寒地冻，黄土人的耳朵很容易冻
掉，为了使耳朵能固定不掉，女娲在人的耳朵上扎一个小眼，
用细线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端放在黄土人的嘴里咬着，这
样才算把耳朵做好。

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就包起饺子来，用面捏成人耳
朵的形状，内包有馅(线)，用嘴咬吃。



饺子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节目食品，究其原因：一是饺子形
如元宝。

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取“招财进宝”之音，二是饺子有馅，便
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
的祈望。

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等包
进馅里。

吃到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
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

有些地区的人家在吃饺子的同时，还要配些副食以示吉利。

如吃豆腐，象征全家幸福;吃柿饼，象征事事如意;吃三鲜菜。

象征三阳开泰。

台湾人吃鱼团、肉团和发菜，象征团圆发财。

饺子因所包的馅和制作方法不同而种类繁多。

即使同是一种水饺，亦有不同的吃法：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达
斡尔人要把饺子放在粉丝肉汤中煮。

然后连汤带饺子一起吃;河南的一些地区将饺子和面条放在一
起煮，名日"金线穿元宝"。

饺子这一节目佳肴在给人们带来年节欢乐的同时，已成为中
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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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
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传说古时候每
到年三十的时候就有野兽趁着大人睡觉的时候把家里的孩子
叼走吃了，所以很多地方都有年三十晚上不睡觉的习俗。

但是有一次一个母亲把一枚铜钱装在红色的袋子里放在孩子
的枕头底下，结果发现野兽就不敢靠近小孩了，所以从此以
后每到年三十大人都会给小孩或者晚辈压岁钱。那个“岁”
据说就是野兽的名称。

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
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
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压岁钱的数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
这些压岁钱多被孩子们用来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新的时尚
为压岁钱赋予了新的内容。

春节发红包的风俗源远流长，它代表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美
好祝福，它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
里健康吉利。

新学期手抄报篇三

1.元旦到，祝你一家和和睦睦，一年开开心心，一生快快乐
乐，一世平平安安，天天精神百倍，月月喜气扬扬，年年财
源广进。元旦快乐！

2.春节祝愿你：致富踏上万宝路！在这充满温声的季节里，
给你我真挚的祝福及深深的思念，春节快乐，恭喜发财，财
源广进，身体健康！

3.春夏秋冬来回轮转，又是银装素裹的季节；花开花谢岁月
变迁，又是焰火盛开庆新年。暖暖祝福送身边，愿你今后的
每一天幸福平安！



4.春节到了，我用好人缘作圆心，旺财源作半径，为你画一
个幸福的同心圆。愿在新年里，美元欧元纷纷钻进你的口袋；
愿你福源不断，圆圆满满。

5.寻常的灯火，俗人的生活，简单的爱，真心的疼，一点温
暖，很多安宁…幸福就是如此。在新的一年里愿你寻常地幸
福下去！祝新年快乐！

6.新春不送礼，短信表情意，祝福加问候，健康陪伴你，融
入红酒品香醇，绽放烟花行好运，爱情甜蜜家庭美，事业辉
煌家业兴。新春快乐，幸福一生。

7.新年贺岁，我预定了第一缕阳光给你，祝你心情阳光灿烂；
预定了第一缕晨风给你，祝你事业一帆风顺；预定了第一颗
露珠给你，祝你生活珠圆玉润！

8.新年拜年早，短信问声好，好运最先来报到，幸福生活跟
你跑，事业大发步步高，日子开心处处妙，快乐心情伴你笑，
大把大把赚钞票！

9.春节马上来到，电话短信挤爆；为了不凑热闹，提前向你
问好；祝你顿顿吃得饱，夜夜睡得好，清晨起得早，工资长
得高，新年财运到！

10.新年的钟声还在回荡，默默为你许下愿望：愿你快乐生活
幸福多多；爱情甜蜜长长久久；福星高照滚滚财源，万事大
吉顺顺利利，身心无恙健健康康！

11.难忘是你我纯洁的友情，可贵是永远不变的真诚，元旦是
必然来临的节日，祝福是你我彼此的问候，一年一度的元旦，
愿你有不同的精彩，演绎人生。

12.新年流行短信送礼，考虑到除夕那天短信铺天盖地，我怕
祝福塞不进去，提前一天占领高地，虽然只有“新年快乐”



四个字，字字却是真情实意！

13.新年来临祝您：东行吉祥，南走顺利，西出平安，北走无
虑，中有健康；左逢源，右发达，前有福星，后有菩萨；内
积千金，外行好运！祝新年快乐！

14.春回大地，日暖人间；春风得意，绿满千山；春意盎然，
万象更新；春风送福，吉星高照；春节喜庆，祝福翩跹：祝
喜气临门，财源广进，万事如意！

15.手中的粉笔慢慢化为漫天爱的灰屑，这爱染白了您原本乌
黑的头发。在这特别的日子，献上一句：老师您辛苦了！为
您送上新年最美好的祝福！

16.红红火火是新年，团团圆圆是人缘，甜甜蜜蜜是情缘，条
条短信祝福牵。吉祥的除夕夜，祝福送给快乐的你，愿你健
康依然，幸福绵绵！

17.除夕爆竹声，声声除旧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夕祝
福情，浓情到深处，爱得够深，走得够远。亲爱的朋友，除
夕快乐！幸福永久！

18.春风化雨润心田，幸福生活享永远，爱情事业皆美满，身
体康健展笑颜，前程似锦福无限，鸿运当头不可拦，吉祥如
意来相伴，平平安安过新年。

19.茶要浓的，细细品尝；酒要香的，痛快畅饮；爱要真的，
轰烈无悔；朋友要知心的，互爱互助！嘿，拿手机的这个就
很不错！新年快乐！

20.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天空一片晴朗，快乐心中徜徉，自由
随风飘荡，身体力行健康，奋劲儿热情高涨，顺利成就梦想！
祝元旦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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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实行两种不同的历法，新年有不同的定义。

按照中国阴历，即农历，每年的正月初一开始为新年，自中
华民国开始，现代中国称为“春节”。中国农历新年见词条：
春节。

按照公历，即公元纪年法，公元年的1月1日开始为新年，见
词条：元旦。

中国新年的日期，在各朝代并不相同。夏朝定在一月初一，
商朝定在十二月初一，周朝定在十一月初一，秦朝定在十月
初一。到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接受司马迁等
人的建议使用《太初历》，恢复了夏历即农历，以正月为岁
首，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后来历朝历代虽对历法有过修
改，但基本上仍然以《太初历》为蓝本，以夏历的孟春正月
为岁首，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日，即新年的第一天。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统治被推翻，孙中山在南京建立
中华民国政府。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历法
问题。会上达成了“行夏历，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
统计”的共识，决定使用公历，把公历1月1日定做“新年”，
把农历正月初一称做“春节”，但并未正式命名和推
广。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使用“公历纪年法”，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把
农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并规定春节放假三天，让人
们热烈地庆祝农历新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
新年礼俗经历了萌芽、定型、裂变、转型的发展过程。

先秦时期，新年习俗处于萌芽阶段。此时的庆祝活动主要是
在一年农事完毕之际，为报答神的恩赐而举行的“腊祭”。
《诗经·七月》中记载了西周时期旧岁新年交替时的节庆风
俗。诗中所谓“朋酒斯享，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觥，



万寿无疆”，是说人们将美酒和羔羊奉献给诸神，以酬谢一
年来神的保佑和赐福。这时的欢庆活动因各诸侯国采用的历
法不一样而没有统一的日子，大致在冬天农闲之际，它是后
来新年习俗的雏形。

新年习俗定型于汉代。经过战国和秦朝末年的社会大动荡后，
西汉初期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
展，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人们的生活情趣高涨，一系列节日
习俗形成了。《太初历》推行后，历法长期稳定，正月初一
作为新年的日期也因此得到确立。这样一来，原来各地区分
别在冬末春初不同日子举行的酬神、祭祀和庆祝活动便逐渐
统一在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汉朝
到南北朝，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愈演愈烈，燃爆竹，换桃
符，饮屠苏酒，守岁卜岁，游乐赏灯等活动都已出现，新年
成为我国第一大节日。

新年习俗在唐代发生裂变。唐朝是思想文化昌明的时代，同
时也是内外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新年习俗渐渐从祈祷、迷
信、攘除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转变成娱乐型、礼仪型节
日。元旦的爆竹不再是驱鬼辟邪的手段，而成了欢乐、喜庆
的方式。庆祝新年的重点由祭神转向了娱人，转向了人们自
己的娱乐游艺，享受生活。所以，可以说，也只有在唐代以
后，新年才真正成为普天同庆，亿民欢度的“佳节良辰”。

新年习俗到明清时期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礼仪性、应酬性加强。人们在新年相互拜谒，达官贵人
互送名帖，或者登门叩拜。平民百姓也讲究“礼尚往来”，
馈赠礼品，互相拜年。二是游艺性进一步加强。新年期间，
玩狮子，舞龙，演戏，说书，高跷，旱船等各种娱乐活动五
彩缤纷，绚丽夺目。北京人逛厂甸，广州人游花市，苏州人
听寒山寺钟声，上海人游城隍庙……各地游艺活动自具特色，
各种娱乐活动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这时的新年习俗将
中国传统文化完美地融合起来，成为集中展示我国几千年风
俗文化的民俗博览会。



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的新年风俗盛行赤县神州，渗透到了
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也铸造了每个炎黄子孙的灵魂。过大年，
每到阴历年底赶回家与亲人团聚，祭祖宗，吃饺子，拜年，
赏灯，这些已成为炎黄子孙共同的习惯。中华过年习俗还辐
射到周边其他国家，如日本、越南、朝鲜、韩国等国家，他
们与我们以相似的方式庆祝新年。

新年: 一年之始，指元旦及其后的几天。旧按农历，今亦按
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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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舂堂闭轰轰，今年到处禾黍丰。”这是广西马山、都
安、上林、忻城等地壮家流传的一首古谚。唐代刘询在其
《岭表录异》中曾生动地记载了舂堂的舞韵：“春堂者，以
深木刻而槽，一槽两边，约排了柠，男女立以舂稻梁，敲磕
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虽思妇之巧弄秋砧，
不能比其浏亮也。”今天，代替舂竹的是农家的扁担，木板
代替了大木槽，古老的舂堂以打扁担的娱乐形式焕发了生机。

从每年的除夕到正月十五，轻快悦耳的“登登打、登登打、
登登打嘟打”的打扁担声，响遍了壮族山乡。打扁担是传统
的自娱自乐活动，每一个壮家人都是打着堂的演员，妇女的
动作轻巧优美，男子的动作刚劲有力，自娱自乐的“打着
堂”，寄托着壮族人民祈望丰收的愿望。

打扁担的舞蹈形式有双人舞、四人穿花、多人穿花等各种套
式。舞者多为双数。表演者手拿扁担，围在长凳或舂米槽旁，
有节奏地时而敲打板凳，时而互相撞击扁担。扁担在手中运
用自如，或正面、或反面、或侧面敲打，发出的声音或脆、
或沉，声声相异，形成节奏明快、起伏有致的韵律。在扁担
不断相击中，表演者不停地穿花转动，更使人眼花缭乱。技
巧娴熟的各种动作，在声声扁担撞击声中轻松完成。



喜庆佳节的打扁担活动，更是热闹非常。场上长形的竹筒和
锣鼓与之伴奏，围观的群众不时地传出唱彩声，节日气氛特
别热烈。

在打扁担的人群中，你可以发现两髻斑白的老人和稚气十足
的孩子，有的全家挥扁担上阵，有的母子同场打扁担，你赛
我、我赛你，整个打扁担活动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赶圩路上，山民们腿走酸了，肩挑累了，就把担子一放，打
起扁担，不一会儿疲劳便在扁担声中消失了。赶墟路上的打
扁担活动即兴而起，尽兴而散。打扁担真是壮乡的`一种轻巧
而方便的文体活动。

“打扁担”的舞蹈语汇，具有丰富的农耕文化色彩，舞蹈造
型与农耕劳作密切相关，表演内容有：耙田插秧、戽水耘田、
收割打场、舂米尝新等。艺术形象的生活化、劳动化特点极
为突出，它牢牢扎根于壮家土壤，必将生命长青。

过年吃饺子是北方人的习俗。东北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
大年三十晚上辞旧迎新，一定要吃饺子，在众多的饺子中只
包上几只带有硬币的(现在人们讲究卫生，就用花生或其他果
仁来代替。)，谁吃到了这样的饺子就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会
交好运，有吉祥之意。

此外，东北人在“初五”这天一定要吃饺子，也称“破五”，
就是把饺子咬破，寓意将不吉利的事都破坏，有驱灾避邪之
意。

由于东北天气寒冷，一些水果冻过之后，就另有一番滋味。
最常见的是冰梨和冻柿子。据了解，最纯正的是冻秋梨，在
北方有一种梨叫秋梨，这种梨刚摘下来的时候又酸又涩，于
是人们就把这种梨采摘下来直接放在树下，盖上一层树叶，
经过冰冻之后的秋梨酸甜可口，果汁充足。冻梨在吃之前要
放在水里解冻，年夜饭后吃这种梨能解酒、解油腻。



东北人在大年三十都要点长寿灯，彻夜通明。大年三十一直
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每家每户都要挂红灯笼，到了晚上就要
点亮灯笼，而且要点一宿，不能关灯，意味着益寿延年，香
火不断。

过年风俗源于远古农耕民族的“腊祭”。“腊祭”是古
人“神先享用”意识的体现，人们习惯“索鬼神而祭
祀”、“合聚万物而索享之”，形成“岁终出祭”古俗。由
于宗教、风俗本身的保守性及历代统治者的倡导，这种原始
时代的“敬神”礼俗代代相袭，并逐渐演化为祭灶神。民谚
曰：“三祭灶，四扫屋……”即指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或二
十四）祭祀灶神。灶神，俗称灶君、灶爷、灶王爷，自灶神
产生开始，老百姓就顶礼相拜。人们想祈福禳灾，便对灶王
爷恭恭敬敬。

“二十三，糖瓜粘”，说的便是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灶王
爷升天禀报一年情况时，人们要祭灶，麦芽糖和酒必不可少，
酒是为让灶王爷喝得晕头转向，麦芽糖甜而粘，灶神嘴吃甜
后只能说好话。民间百姓把“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用在对
灶神的供奉上。宋代范成大《祭灶诗》即云：“古传腊月二
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
云，乞取利市归来分。”祭灶风俗伴随社会的进步而渐渐淡
化，取而代之的则是祭祖。过年祭祖，既是对祖先一个悼怀，
也祈望祖先保佑来年的平安。祭祖一般在年三十，一般百姓
人家在扫房子、净庭院、易门神、换桃符、贴春联之后，或
举家去给祖先上坟祭拜，或把先祖的遗像挂在中堂正壁墙上，
摆上祭品，点上香烛，让后辈祭拜。晚上那顿准备多日的团
年饭，大都也是先请祖先“前来”享用后方可开席。各地祭
祖形式虽不尽相同，但“祭祖祈福”的含义大致一样。

据民间相传：“年”原是太古时代的一种怪兽，每届寒冬将
尽新春来临之际，便四出噬人。古人为防御“年”的掠食，
便聚集在一起，燃起篝火，投入竹子使其爆裂出巨响，
把“年”吓跑。既然“年”怕火光、爆响，人们每逢除夕便



贴红对联、燃放爆竹，在烛火通明中聚集守更待岁。于是，
便形成吃团年饭与除夕守岁的风俗。

“团年饭”又称“年夜饭”、“分岁饭”。根据《荆楚岁时
记》记载，至迟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团年饭的习俗。除夕守岁
也是从吃团年饭开始，这顿饭常常得准备好几天，是农家一
年中最丰盛的阖家团聚之宴，一般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一
直吃到深夜。可见这顿“团年饭”是何等重要。“团年饭”
南北风俗各异，但大都有所寓意。北方人喜欢包饺子，意
即“更岁交子”；南方人喜欢打年糕，楚地人喜欢做鱼肉糕，
“糕”与“高”谐音；红烧全鱼则是祈祷“年年有余”。

除夕守岁俗名“熬年”，南北朝时期就有文字记载。“帘开
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不催。”在
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除夕之夜，家人团圆，欢
聚一堂，共叙亲情中辞旧迎新，寄托了人们对来年年景的美
好期望。

《北平年谣》有“三十日，黑夜坐一宿；大年初一，出来扭
一扭。”新年正月初一，人们早起后穿上崭新的衣服，放
过“开门炮”便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古代通常的“拜年”顺序是：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
堂，然后出门拜亲朋友好，亦有初一拜本家、初二拜岳家、
初三拜亲戚等不同的讲究，一直拜到正月十五，这年才算拜
完了。古时有拜年和贺年之分：拜年是向长辈叩岁，贺年则
是平辈间相互道贺。在宋代，亲朋好友之间会相互送帖恭拜
新年，这大概是早期的贺年片。至明代，贺年片设计更加精
致，帖上不仅印有送者的姓名、地址，还写有“新年快乐”、
“吉祥如意”之类的祝辞。

过年时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要将事先备好的“压岁钱”赐
予晚辈，寓意“压岁祈福”。相传“压岁钱”能压住邪祟，
因为“岁”与“祟”谐音，故又称“压祟钱”。晚辈得
到“压岁钱”即可平安度过新岁。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



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
的枕头底下。清人吴曼云《压岁钱》诗中云：“百十钱穿彩
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民间百姓将“压岁钱”放置孩子
枕头下，正是为了“压祟”，期望在恶鬼妖魔或传说中
的“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
为吉。当然，这也是长辈们希望孩子们在来年平安健康的美
好祝愿。

新学期手抄报篇六

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中国农历的新年。在中国的传统节
日中，这是一个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因为过农历新年的
时候，正是冬末春初，所以人们也把这个节日叫“春节”。

中国人过春节有很多传统习俗。从腊月二十三起，人们就开
始准备过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家家户户要大扫除，买年货，
贴窗花，挂年画，写春联，蒸年糕，做好各种食品，准备辞
旧迎新。

春节的前夜叫“除夕”。除夕之夜，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一
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说说笑笑，直到天
亮，这叫守岁。除夕零点的钟声一响，人们还要吃饺子。古
时候叫零点为“子时”，除夕的子时正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候，
人们在这时吃饺子，是取“更岁交子”的意思。这也是“饺
子”名称的由来。

过了除夕就是大年初一。从初一开始，人们要走亲戚、看朋
友，互相拜年。拜年，是春节的重要习俗。拜年时，大家都
要说一些祝愿幸福、健康的吉祥话。

新学期手抄报篇七

春节，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今年得春节，我过
得特别有意思。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寒假开始啦，转眼间就到啦大年三十，到处洋溢着热闹得气
氛。夜幕渐渐降临，人间万家灯火通明。“开饭啦……”随
着奶奶得一声招呼，我们连忙蹦蹦跳跳跑到桌前，大人们不
约而同地给啦压岁钱。一大家人团团圆圆地围在桌旁吃着香
喷喷得年夜饭，数着新年得钟声。别提多幸福啦！

我喜欢过春节！喜欢春节亲人相聚得景象……

新年，即一年得第一天，为世界多数国家通行得节日。世界
各国，特别是古代都有不同得日期，现代世界多数国家为公
元制纪年得1月1日。在中国古代，也称元旦，现代将“元
旦”称为公历新年，将“春节”称为农历新年。当日，人们
会以各种不同得方式庆祝新年得到来。

庆贺新年伊始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得普遍习俗。不管是世界上
哪个国家得人们，都对新得一年充满美好得希冀。“百里不
同风，千里不同俗”，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其历史、文化、
宗教信仰、民族习惯不同，因此也都有自己不同得庆祝新年
得习俗。在这辞旧迎新得日子里，世界各国得人们都以其别
出心裁、独具特色得方式迎接新年得到来。

东风染绿西疆柳

喜雨催红大漠花

东风送暖家家乐

瑞雪迎春处处新

东风送暖家家暖

瑞雪迎春处处春

东风送暖千家乐



旭日融和万户春

东风送暖千山秀

西部逢春万木荣

东风送暖千丝绿

旭日重光万户春

东风骀荡传春讯

西部腾飞展壮猷

东风喜报开心事

南燕衔来满眼春

东风一到千山绿

南燕双飞万户春

新学期手抄报篇八

1、祝你财运罩，财源广进忙数钞。

2、我要别有用心的告诉你，我又陪了你一年哦。

3、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元旦佳节，普天同庆!

4、最暖最美最丽最好的新运就在身边，愿你平安每一年，健
康每一天!

5、元旦喜庆福满盈，大地同贺春又归。



6、送你一双平安鞋，出入平安永和谐!

7、愿你新的一年快乐无限，幸福无边，愿望实现，事业辉
煌!

8、丧气清空!敞开软软的肚皮叭，你的宝贝明年即将掉落。

9、元旦到了，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利，快乐每一天。

10、愿生活，当下如水，未来如诗。

11、祝元旦快乐，福寿更安康!

12、愿新年不仅是你欢笑的时刻，更是你欣喜的日子。祝福
你。

13、天圆地圆，天地之间爱心圆。

14、纵情欢笑，烦恼丢掉，愿快乐在你身边绕。

15、祝你元旦大吉，一年福星高照!

16、愿你好运连连，万事如意心也甜;愿你永不缺钱，年年岁
岁都平安!

17、祝您事业爱情双丰收，一年更比一年高!

18、祝你身体好，健康快乐每一秒。

19、祝你：元旦快乐，阖家团圆!

20、火树银花，燃起的是元旦的祈望。

21、元旦快到了，祝成功和快乐永远伴随着你。



22、元旦到了，祝你希望都如愿，梦想都实现。

23、恭贺新禧，祝身体健康、事业发达。

24、愿雾霭蒙蒙，屏蔽你的压力。

25、吉祥如意都送到，声声祝福耳边绕。祝你元旦快乐，幸
福来到!

26、岁月如画美似仙，新年如歌胜喜乐。

27、元旦节，殷殷心，送我意，传我情，祝君节日快乐，合
家幸福、健康安平!

28、给你一份快乐，愿悲伤远离你。

29、愿年的你多出成绩，万事如意。

30、元旦到，愿新的一年里，每个人都能不断完善自我，不
断拼搏。

31、新年新为新，理想梦想都实现。

32、祝您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3、新年快乐!祝愿你天天开心，时时快乐，分分精彩，秒秒
幸福。

34、祝你新年幸福美满，健康快乐!

35、元旦佳节，祝你事业蒸蒸日上，生活幸福美满。

36、阳光灿烂，是新年绚丽的色彩。

37、温暖祝福，入驻你身。祝你元旦快乐，幸福久久!



38、年一度到元旦，我给“元”字加个帽，祝你烦恼都完蛋!

39、家庭顺，事业顺，诸事一帆风顺。

40、祝福你，新的一年，每天都有月光一样美丽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