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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年 

陳志寧 

「掌年」其實就是國語的「守歲」，為什麼說「掌年」呢？

「掌」是看守、守候著的意思；至於「年」，那就要從遠古的傳說

中講起。因為傳說中，在農曆的除夕夜裡，會有一隻「年獸」來人

間，然後「年獸」專吃人……。 

「掌年」的時段就從除夕夜，全家吃過團圓飯之後就開始了，

這個時候進入了夜晚，正是傳說的年獸要出來的時刻。「過年」這

個習俗對六堆客家人來說，是第二大節慶，因為能不能過得了

「年」這一關是一個問題，而且這是交給命運來安排的。至於第一

大的節慶，是自己能安排的「掛紙」。所以除夕夜，能回家團圓的

就儘量回家了。 

吃過團圓飯，可還沒「過年」呢！因為要過「年」這一關。但

是要由誰來「掌」著「年獸」呢？在六堆地區，傳統上是由年輕一

輩的男生來負責。一方面，年長者經年累月的忙碌，難得有喘息的

機會；另一方面，小伙子們年輕力壯的，萬一「年獸」真的來了，

也比較有氣力對付。這個過程，更有凝聚家族新血向心力與團結的

作用。讓平日為了打拼事業而各奔東西的家族成員，利用這個機會

聚集在一起，增加彼此的認識。 

「掌年」時，必須要對著暗處丟擲點燃的鞭炮，以便達到驅趕

「年獸」的目的。膽子大一點的，就一手拈著「老鼠炮」，點燃之

後往暗處拋擲；膽小一點的，就將「老鼠炮」一顆顆掛在點燃的

香，等香燒到引信時，一樣可以點燃鞭炮。為什麼是「老鼠炮」

呢？其實是因為鞭炮上面印著一隻錢鼠的圖案，加上它的引信是一

個圈，看起來是就像一隻老鼠尾巴。 

這段期間，還不能放整串的鞭炮。於是乎，在六堆地區，每個

伙房都有人「掌年」的情況下，一聲一聲的鞭炮聲此起彼落，慢慢

的揭開了過年的序幕。而這些鞭炮聲將會一直持續，響徹整個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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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夜空，直到新年的來到，一年接著一年的響著。 

至於「掌年」要守到什麼時候才算度過「年獸」的威脅，迎接

新的一年呢？那個時間點要看正月初一的第一個吉時。如果第一個

吉時是子時，那麼就是除夕夜的十一點；如果是丑時，那麼就是初

一的半夜一點；但是如果是寅時，那麼就要跳過，用第二個吉時，

因為彭祖百忌「寅不祭祀，神鬼不嚐」。到了第一個吉時，六堆客

家人就會舉行「奉公王」的祭祀活動，以答謝「公王」守護神的保

護，讓人們平安度過「年關」。 

「年」雖然年年過，從來也沒有見過或是聽過哪個地方真有

「年獸」的侵襲。但是傳統的「掌年」，除了具有敬天畏神的教化

做用，更有孝敬長輩與家業傳承的涵意，在六堆地區可說是非常特

殊的一個年節傳統活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