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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指农历正月十五夜，又名上元节。元宵，食物名。又名圆

子、汤圆。因在元宵节煮食，故名。 

元宵节由来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文帝时期。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后

吕雉专权，分封她的兄弟子侄为王，迫害刘氏宗室。吕雉病故后，她

的两个侄子吕禄、吕産阴谋造反，被太尉周勃领兵戡平。迎立代王刘

恒即位，这位刘恒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明君主汉文帝。为了庆祝平息

诸吕叛乱的胜利，汉文帝便将戡平叛乱的这一天──正月十五日定为

元宵节。“元”表示正月；“宵”在古语中表示“夜”。从此毎逢这

天晩上，皇帝与民同乐，一齐张灯结彩欢度良宵美景。由于从汉末，

特别是唐代以来，我国就有在这一天观灯的风俗，所以元宵节又称灯

节。 

关于正月十五吃元宵的记载，在宋代以前的史籍或笔记中均未见有

记载，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谈到元宵节风俗的时候，只说正

月十五吃豆粥，没提到过吃元宵。关于正月十五吃元宵的记载，最早

见于南宋初年周必大所撰《平园续稿》。周必大在此书中提到正月十

五这一天煮食浮圆子。这种“浮圆子”用各种果饵做馅，外面用糯米

粉搓成球。由于这糯米粉球煮在锅里又浮又沈，所以最初人们叫它

“浮元子”。后来由于这种浮元子常在元宵节吃，有些人干脆将它称

为“元宵”。因此，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吃元宵开始于宋代。 

この部分に掲載されている文章については、著作権法上の問題から掲載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ので、ご了承願いま

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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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紙の問題文を、日本語に訳しな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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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の
事
項
の
中
か
ら
、
五
問
を
選
ん
で
説
明
せ
よ
。 

 

１
、
楚
辞 

 

２
、
竹
林
の
七
賢 

 

３
、
詩
余 

 

４
、
水
滸
伝 

 

５
、
兵
戸
制 

 

６
、
九
品
官
人
法 

 

７
、
長
安 

 

８
、
黄
巣
の
乱 

 

９
、
越
刊
八
行
本 

 

10
、
莫
友
芝 

 

11
、
楊
守
敬 

 

12
、
四
部
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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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二
〇
二
三
年
度
大
東
文
化
大
学
大
学
院
【
春
季
】
入
学
試
験 

 

文
学
研
究
科 

中
国
学
専
攻
（
博
士
課
程
前
期
課
程
） 

  

      

１

次
の
文
章
に
訓
点
（
返
り
点
・
送
り
仮
名
）
を
施
し
、
文
章
の
要
旨
を
述
べ
な
さ
い
。 

 

以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三
月
奉
詔
、
三
年
八
月
表
進
。
六
年
正
月
勑
、
雕
版
印
行
。
凡
分
五
十
五
部
。
所
採
書
三
百
四
十
五 

種
。
古
來
軼
聞
瑣
事
、
僻
笈
遺
文
、
咸
在
焉
。
卷
帙
輕
者
往
往
全
部
收
入
。
蓋
小
說
家
之
淵
海
也
。
玉
海
稱
廣
記
鏤
本
頒 

天
下
、
後
以
言
者
謂
非
後
學
所
急
、
收
版
貯
之
太
淸
樓
。
故
北
宋
人
多
未
之
睹
。 

四
庫
提
要
『
太
平
廣
記
』 

   

２

次
の
文
章
を
書
き
下
し
文
に
改
め
、
か
つ
現
代
日
本
語
に
訳
し
な
さ
い
。 

 

司
馬
遷
・
班
固
・
沈
約
作
史
、
皆
以
其
父
入
自
序
中
、
未
嘗
另
立
父
傳
、
列
於
正
史
也
。
惟
蕭
子
顯
作
齊
書
、
爲
其
父

豫
章
王
嶷
立
傳
、
姚
思
廉
修
陳
書
、
爲
其
父
吏
部
尚
書
察
立
傳
、
凡
生
平
行
事
、
及
朝
廷
之
優
禮
、
名
流
之
褒
奬
、
無

一
不
纖
屑
敍
入
、
故
嶷
傳
至
七
千
餘
字
、
察
傳
亦
至
三
千
餘
字
、
爲
人
子
者
得
藉
國
史
以
表
彰
其
父
、
此
亦
人
之
至
幸

也
。
或
疑
嶷
傳
祗
載
其
子
子
廉
・
子
恪
・
子
操
・
子
行
・
子
光
、
而
子
顯
不
載
、
當
是
子
顯
親
爲
父
作
傳
、
故
隱
己
之

名
。
至
察
傳
竝
載
思
廉
在
陳
爲
法
曹
參
軍
、
入
隋
爲
司
法
、
似
非
思
廉
所
自
作
者
。
然
傳
末
云
、
察
所
撰
梁
・
陳
二
史

未
畢
功
、
虞
世
基
奏
思
廉
踵
成
之
、
自
爾
以
來
、
稍
有
撰
續
云
云
、
而
不
言
思
廉
卒
於
何
時
、
可
見
察
傳
寔
思
廉
自
作
。

況
察
之
父
僧
坦
、
以
醫
術
著
於
梁
代
、
官
太
醫
丞
、
所
得
賞
賜
、
皆
給
察
遊
學
、
事
見
南
史
。
而
陳
書
察
傳
但
云
、
察

父
上
開
府
僧
坦
、
知
名
梁
代
、
二
宮
禮
遇
優
厚
、
每
得
賞
賜
、
皆
給
察
兄
弟
爲
游
學
之
資
、
而
不
言
以
醫
術
得
幸
、
竝

不
言
官
太
醫
丞
。
蓋
思
廉
恥
以
方
伎
輕
其
家
世
、
故
諱
之
也
。
則
察
傳
係
思
廉
自
作
無
疑
也
。 

『
廿
二
史
箚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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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次
の
文
章
に
訓
点
（
返
り
点
・
送
り
仮
名
）
を
施
し
な
さ
い
。 

 

程
子
曰
、「
學
者
當
以
論
語
・
孟
子
爲
本
。
論
語
・
孟
子
既
治
、
則
六
經
可
不
治
而
明
矣
。
讀
書
者
當
觀
聖
人
所
以
作
經
之
意
、

與
聖
人
所
以
用
心
、
聖
人
之
所
以
至
於
聖
人
、
而
吾
之
所
以
未
至
者
、
所
以
未
得
者
。
句
句
而
求
之
、
晝
誦
而
味
之
、
中
夜
而

思
之
、
平
其
心
、
易
其
氣
、
闕
其
疑
、
則
聖
人
之
意
可
見
矣
。
」
程
子
曰
、「
凡
看
文
字
、
須
先
曉
其
文
義
、
然
後
可
以
求
其
意
。

未
有
不
曉
文
義
而
見
意
者
也
。
」（
中
略
）
程
子
曰
、「
孔
子
言
語
句
句
是
自
然
、
孟
子
言
語
句
句
是
事
實
。
」
程
子
曰
、「
學
者

先
讀
論
語
孟
子
、
如
尺
度
權
衡
相
似
、
以
此
去
量
度
事
物
、
自
然
見
得
長
短
輕
重
。
」
程
子
曰
、「
讀
論
語
孟
子
而
不
知
道
、
所

謂
『
雖
多
、
亦
奚
以
為
』
」
。 

「
讀
論
語
孟
子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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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の
１
か
ら
３
の
三
問
の
う
ち
、
二
問
を
選
び
解
答
し
な
さ
い
。 

 

１ 

訓
点
（
返
り
点
・
送
り
仮
名
）
は
本
文
に
施
し
、
こ
こ
に
は
要
旨
を
ま
と
め
な
さ
い
。 

         

２ 

書
き
下
し
文
と
日
本
語
訳
を
記
し
な
さ
い
。 

書
き
下
し 

             

現
代
日
本
語
訳 

             

３ 

訓
点
（
返
り
点
・
送
り
仮
名
）
は
本
文
に
施
し
な
さ
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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