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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中兴ZXDT02-PU V2.5通信电源整流模块是一款高性能的电源模块，能够为通信设备提供稳定、可靠和高
效的电源支持。该模块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具有较高的效率、小的体积和轻的重量，非常适合在
户外场合使用。作为中兴公司旗下的通信设备配件，ZXDT02-PU V2.5通信电源整流模块具有很高的品质
和稳定性，能够为各种类型的通信设备提供电源支持，包括塔式基站、室内覆盖、微波通信设备等。该
模块的设计非常先进，采用了高效率的直流-直流转换技术，能够将光伏模块输入的60-12V直流电压转换
为稳定的输出电压，并具有多种保护功能，如过电流、过压、过温等保护，从而确保电源的稳定和安全
。同时，该模块还具有多种优良特性，比如输入电压范围广，输出电压稳定、精度高，效率高，温度范
围广等，非常适合户外环境条件的使用。总的来说，中兴ZXDT02-PU V2.5通信电源整流模块是一款性能
卓越、安全可靠、易于安装和操作的电源模块，广泛应用于通信、能源等领域。如果您需要一款高品质
的电源模块，中兴ZXDT02-PU V2.5将是您的**之一。

我国是世界上节日*多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较有影响的节日约160多个，传统节日也不
下数十个。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起着凝聚人们情感、延续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国家法定休假的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这四个传统节日都富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1] 

节日起源



春节

春节，也称为“年”、“过年”，是中国传统节日中*隆重、*热闹的一个节日。春节历史悠久，由上古
时代岁首祈岁祭祀演变而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祈岁祭祀、敬天法祖，报本反始也。春节的起源
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早期观象授时时代，以“斗柄回
寅”为岁首；终而复始，大地回春，万象更新。立春岁首乃万物起始、一切更生之义，新的轮回由此开
启。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立春岁首具有重要的意义，衍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岁首节俗文化。在历史发展
中虽然使用历法不同而岁首节庆日期不同，但是其节庆框架以及许多民俗沿承了下来。 [2-3]  从汉朝到
魏晋南北朝，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愈演愈烈，燃爆竹、换桃符、饮屠苏酒、守岁阳、游乐赏灯等活动
都已出现，庆祝的日子也越来越长，逐渐演化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节日。

唐宋时期，新年习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唐朝是思想昌明的时代，新年习俗也逐渐从迷信、祈报、禳除
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转变成人们自己的娱乐游艺。唐代以后，新年真正成为普天同庆的“佳节良辰
”。春节放爆竹原是一种驱鬼手段，此时也变成了欢庆的象征。唐宋时期诗人们的诗作就形象地反映出
春节民俗的欢乐景象。王安石的《元日》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些诗形象地描绘出从除夕夜到大年初一喜庆、热闹的场景，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不再有驱妖祛凶的恐惧，而是一种欢乐的娱乐方式。明清之际，新年习俗开始转型，礼仪性、应酬性逐
渐加强，人们在新年的时候相互拜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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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拜年》诗所写的“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
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便是这一习俗的体现。

此外，春节的游艺性也进一步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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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袁宏道《迎春歌和进之》中描述的“乌纱新缕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采
莲盘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双双。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假面胡头跳如虎，窄衫绣裤
槌大鼓。金蟒纩身神鬼妆，白衣合掌观音舞。”虽然是祭神活动，但气氛上完全是娱乐，表演者尽兴狂
欢，观者也耳目一新，处处体现了生活的欢乐。时至今日，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人们对春节
的渴望和深情依然如故。“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回家过年成为中国人心头的头等大事，春运期间如
潮似海的归家人群构成人类历史上*为壮观的迁徙景象。回家和家人团聚，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放
鞭炮，越来越凝结为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深厚情结。 [1] 

清明

清明节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它既是农历自然节气点，也是
传统节日。清明节期间的主要民俗活动就是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这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从古传
承至今。 [4] 

清明节在历史发展中融合了流行于北方地区的寒食节禁火、冷食习俗。寒食节是流传于我国北方中原一
带古代较早的节日，寒食节初为节时，禁烟火、只吃冷食，在后世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上坟祭扫、秋千
、蹴鞠、牵勾、斗鸡等风俗。由于北方寒冷，春三月气温上升正值改火的时节，人们在新火未到之时，
要禁止生火。汉代称寒食节为禁烟节，因为这天百姓人家不得举火，到了晚上才由宫中点燃烛火，并将
火种传至贵戚重臣家中。据《后汉书》记载，*初的寒食节时间很长，*长的105天，*短的也要近1个月。
寒食节期间不得生火，只能生食，对人的健康不利。 汉代的寒食节，很多地方要禁火一个月，到了唐代
，寒食节变成三天，分别叫大寒食、官寒食、小寒食。唐朝之后，寒食节逐渐式微。宋元时期，清明节
的地位上升到取代寒食节的地位。 [5] 

《旧唐书》载，唐玄宗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唐人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
扫墓的风俗规定在清明前的寒食节。由于寒食与清明相连，节俗也便发生了关联，唐人已将清明、寒食
并称：“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白居易《寒食野望吟》）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寄许京
兆孟容书》中描绘，每至清明，“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拥丐，皆得父母丘墓。”清明不仅从寒食
中分担了祭祀的内容，同时也将本属于寒食节日的游戏娱乐置于自己名下，如蹴鞠、秋千。“十年蹴?将
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杜甫《清明二首》其二）便是例证。于此同时，从唐代开始，清明节还融合



了上巳节的风俗，即踏青游乐。王维《寒食城东即事》写道：“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可见时俗的踏青游春活动是在“清明兼上巳”进行的。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成为写清明诗的代
表作。宋代，生活日趋都市化，民俗也不断向娱乐方向发展。为了让人们能够在清明扫墓、踏青，特地
规定太学放假三日，武学放假一日。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说，北宋时人们在清明这天都要
拜祭扫墓。至于扫墓的目的和具体仪式，宋代也有人专门说明。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
恢弘而细腻的神来之笔，描绘了清明时节人们踏青归来后逍遥自在的场景。宋人高翥《清明日对酒》说
道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
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诗歌逼真地描绘出清明祭祀的场景。扫墓祭拜与春
游踏青，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主题，唐代以后慢慢融为一体，成为一个节日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两种
情感。“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清明节祭祖扫墓、追念先人的活动中，寄托着
对先人的深切哀思和追怀，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祖先崇拜、百行孝为先的孝道之间有着深刻的关系，
这种文化情感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这也正是清明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深厚
的民间基础。而远足踏青，表现出人们对新春、新气象、新生命、新希望的期盼和喜悦。这样，清明节
就成为一个辞旧与迎新交融，怀念过去和瞻望未来相并，哀伤与欣喜交织的一个特殊的节日。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清明节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开始，中国将清明节认定为法定节假日，放假一天。

2009年，又改为三天，一直延续。 [1] 

端午

端午节又称为端阳节，为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日。端午，与中国传统的纪年法天干地支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端午的“端”字本义为“正”，“午”为“中”。端午，“中正”也，这天午时则为正中之正。
[8]  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表明，上古
先民以龙为图腾。古人当时观测天象，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天，处于全年*“正中”之位，端午也由此
成为拜祭龙的节日。这也是端午赛龙舟的*早由来之一。据河姆渡遗址等的史前文化表明，早在七千年或
更早前，就有了竞渡所用的独木舟和木桨。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内容，
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也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种民俗。这些节俗都有着祈福、消灾等主题，寄
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 [6-7]  

《神龙本草经》中，提到兰草“香兰乃香草，辟不祥”。又云：“以五彩绳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
瘟。”“此物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朱素。”魏晋南北朝时期，端午节被更多地
赋予了纪念历史名人的新内容，但各地在端午节纪念的名人是有所不同的。据东汉蔡邕《琴操》中记载
，山西地区的百姓是以此日纪念介子推。《曹娥碑》则记载吴地人民“五月五日，以迎伍君”，即投江
而亡、化为波神的伍子胥。

《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及《会稽典录》卷下又记载，在会稽，端午节是纪念孝女曹娥的。《初学
记》卷四《岁时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苍梧郡民俗则以此日纪念造福一方的地方官陈临⋯⋯其中
，流传*广、影响*大的是纪念气节高尚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夫，胸怀大志，娴于
辞令，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深得楚怀王的信任，在内与王图议国事，在外为专使，提倡“美政”。在
宫廷中因遭到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谗毁，渐渐被楚怀王疏远，后来被流放。怀王囚死于秦国
，楚襄王继位，屈原继续受到迫害，放逐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了楚国国都郢，屈原的政治
理想彻底破灭，五月投汩罗江自杀。

以五月五日端午节为屈原纪念日的说法，*早见于南朝时梁吴均的《续齐谐志》和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
记》，端午节的许多风俗也与屈原巧妙地联系起来，如吃粽子，划龙舟等等。自此，端午节的习俗就一
直延续下来。关于端午节的由来，现代学者又有许多新的创见，其中***的是闻一多先生首倡的祭祀龙图
腾说。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一文中旁征博引，结合民俗学研究，对端午节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端午节是中国龙图腾崇拜的产物。古今学者对端午节的重视正说明端午节具有深刻的文化内蕴。

2008年，在《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
中，正式将端午节规定为国家法定节日。

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
上决定：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中秋

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祭月节、仲秋节、拜月节、团圆节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源自于古代的
秋祀和祭月习俗，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中秋节起源于上
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在全国范围盛行于宋朝以后。 [9] 

《说文解字》解释：“秋，禾?熟也”。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为了获得丰收，人们往往在春天和秋
天祈祷土地神，前者叫“春祈”，后者叫“秋报”或“秋社”。农历八月中旬，正是秋粮收割之际，因
此，家家拜祭土地神，答谢神的保佑。

《礼记�月令》云：“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
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可见当时是有祭月的习俗的。

再如《诗经�周颂�良耜》有云：“获之拴拴，积之案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
，妇子宁止。杀时掉牡，有抹其角。有拟以续，续古之人。

”《毛诗序》解释：“《良耜》秋报社稷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注曰：“此诗当秋祭而预言冬获⋯⋯”可见，秋祀的传统源远流长。另一方面，
中秋节的起源又与拜月有关，“悬像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

《礼记》中记载：“天子春朝日，秋朝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里的“夕月”即“拜月”之意。

《周礼�春宫》中有“中秋夜迎寒”的祭祀活动，并*早出现“中秋”这一词语。汉魏以后，由祭月、拜
月逐步演变成赏月，出现了大量赏月、咏月的诗赋，如汉代枚乘《月赋》、南朝沈约《咏月诗》、王褒
《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诗》、张正见《薄帷鉴明月诗》等等。

然而那时的拜月、赏月活动并不限于某一日，且**于贵族或者文人团体，所以未能形成节日。拜月、祭
月、赏月成为民风民俗，则有待于盛唐之后。唐太宗贞观年间出现“中秋节”一词。

《渊鉴类函》卷二十引《唐太宗记》载：“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三公以下献镜及盛露囊。”可以看出
贞观年间中秋节已有节日雏形。在继承先朝祭月礼仪的同时，中秋节的活动内容因为唐朝自由、浪漫的
精神气质而日益丰富起来，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唐明皇夜游月宫等神话的相继出现，使
中秋文化自唐朝起充满瑰丽多姿的色彩和浪漫迷人的魅力，中秋节俗得到充分发挥和演进。唐人特重中
秋赏月，唐人诗歌中，仅中秋赏月就有九十多首。“夜月家家望，亭亭爱此楼。纤云溪上断，疏柳影中
秋。”（皎然《南楼望月》）诗中“夜月家家望”足见赏月风气之盛。宋代以降，中秋节风俗更加繁盛
，赏月、赏桂、吃月饼、走月亮等蔚然成风。北宋时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并出现“小饼如嚼月，
中有酥和怡”的节令食品。

南宋时，中秋节成为非常热闹的节日，吴自牧《梦梁录》载：“八月十五日，三秋恰半，故谓中秋⋯⋯
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显然，中秋节到了南宋，风俗活动更具有娱乐性，自此后中秋节
进入发展期。



明清以后，中秋节继续向民俗的方向发展，终成为与春节、清明节和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的
民俗大节。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中秋月圆吸引着无数人抬头望月，拨动了无数游子思妇离居独伤
心的忧思，也激发了文学苑囿中*优美的诗篇。“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春江
花月夜》），江畔的一轮明月，照彻了诗人清幽淡雅的情思，也触动了诗人对自然宇宙的冥想。而苏东
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更是道出了人们中秋之夜望月的共同美好祈愿。

中国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又造就了色彩纷呈的节日文化。在中华
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传统节日始终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纵观其发展轨迹，我们不难看出
：中国岁时节日自汉魏形成之后，基本上沿着脱离月令时间的方向发展，节气日地位不断下降，人文节
日愈渐突出。岁时节日中的自然时间性质日渐淡漠，季节性祭献的时间仪式也逐渐世俗化为家庭或社会
的聚会庆祝活动。尤其是在魏晋时期，节日成为他们抒发情感、寄托情怀、肆意玩乐的集中时段，节目
中自娱、娱人的娱乐因素被人们重视。

唐宋时期，是节日文化发展的繁荣期，民俗节日从禁忌迷信的神秘气氛中解脱出来，向礼仪性、娱乐性
的方向发展，节日真正成为了人们放松身心、追求快乐的良辰佳节。传统佳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
，也是人们情感凝结的纽带。

在绵延不绝的时间长河中，正是这些节日为我们留下了一帧帧祖先生活的生动画面。浓厚的宗亲之情、
浪漫的男女爱情、深刻的爱国之情，还有对生命的敬畏、对神祗的崇拜、对自然的追寻⋯⋯无一不是在
一个个流传不息的节日民俗当中尽情抒发。

国务院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法定为假日，正是对传统民族心理的充分尊重，也
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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