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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深邃厚重。中国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国人特有老成持重、温和敦厚的文化性

格。因此，也就形成了中国人尊重传统及自觉承续传统的文化习惯。传统是在文化发展中由社会集体记忆的“既有的解决各种人类问题

的文化途径”（希尔斯：《论传统》中译本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传统在中国人看来，它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传统在延续文化、

再造社会方面有着独特的文化功用与文化意义。 

     中国是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但在20世纪的一百年历史中，中国人持续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持不信任态度，

甚至简单粗暴地予以拒斥，从而妨碍了国人对本土文化传统辩证与科学的认识。传统曾经被作为守旧的代名词，遭到人们的质疑与批

判。就传统节日来说，它一再受到打击与蹂躏。民国时期，政府在接受新的西洋历法时，将附在传统历法时间上的传统节日进行改易，

比如一度强制人们过公历元旦，不许过农历新年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农历新年正式定名春节，是唯一享受政府假日的传统节日。但

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历史社会一向重视的传统节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虽然民间依然在过这些传统节日，但都是民众的

自发行为，没有得到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与鼓励。在“文化大革命”中，春节的“命”也差点被革掉，当时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

春节也不放假，大家继续生产劳动。这种不正常状态在“文革”之后很快得到扭转，但传统节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传统节日是一个时间文化的链条，每个节日之间有着段落对应关系，它的背后是时令节气。节日的分布依照季节时间顺序，春秋

节日集中，春季大节有春节、清明，春节是以立春节气为依据的，清明在季春时节；秋季大节有中秋、重阳，中秋依傍秋分，重阳贴近

寒露。夏季只有端午一节。从民众的季节生活看，春节是四时节庆中最重要的岁首之节，同时它又不是孤立的节日，它是中国传统节日

文化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我们仅仅将春节从传统节日体系中选拔出来与其他新型社会节日配伍，虽然表示了对春节的特别看

重，但脱出传统轨道的春节，缺乏其他传统节日支撑，显得孤单落寞，并且由于春节传统民俗中的重要象征符号受到抑制与取消，如禁

放鞭炮等，就使春节变成简单的吃喝节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快，中国正处在跨越式大发展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是传统与现代对接，中西文化

再次交会的特殊时代。由于与以商业文化为主导的西方文化的面对面，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固有弊端有了更直接、更清醒的认识，而对

近一百年来一向自我贬低以迎合西方文化的文化自贱心理开始反思，中国人如果要在世界族群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

本位、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立场。我们虽然认同西方文化在经济科技与现代社会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与示范意义，但它毕竟不能满足我们

习惯性的精神需求，它甚至与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有着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为了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为了增强民族认同，为了强固

民族的凝聚力，人们必须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与现实社会功用。经过数千年锤炼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包含着独特精神特质与

合理要素，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让传统回归现实是当今中国的心理需求与社会需要。 

     传统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它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传承传统文明的功用。 

     首先，传统节日是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它承载与传递着传统。人们利用传统节日定期进行传统的表演与传统的教育，使传统在

民众生活中得到延续与加强。传统有时隐藏在生活的背后、隐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人们要选择具体特殊的时间将它表现出来，人们通

过各种节俗活动，在耳濡目染中自觉理解、接受传统，从而实现传统的传递与继承。 

     其次，节日最大特点是周期性复现，传统节日周期性的复现就为我们强固民族文化传统提供了有力保证，传统节日保守与强化着

传统。民俗节日的周期性出现，人们不断地脱离日常世俗时空，回到神圣的历史时空中，直接面对自己的祖先，反复重温传统，体味传

统，从中汲取新的文化力量。 

     第三，传统节日给传统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会。传统依赖家庭与社会传承，其中节日是重要的时间载体。对于传统的认识

与理解各时代都有不同的侧重，人们在传承文化传统的时候，不断地赋予传统以新的解释，这种新解释往往构成新的传统内涵。比如我

们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和谐，它在古代偏重于人与神、人与家族的和谐。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在节日活动中不断地创造出普通

人与具有高尚情操的历史人物之间的精神联系，创造出人们与村落街区邻里之间的情感联系。在当代传统节日中，人们又重新强化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在现代化的快节奏生活中，人们重新发现传统中的人性意义，亲近自然、亲近身边的人正成为现代休闲生活关

注的中心内容。当代西方的思想家之所以对中国先秦儒家、道家思想发生浓厚兴趣，就在于人们对传统的重新体认。 

     既然传统节日在中国当代社会有如此的文化效用，那么我们就应该充分重视对传统节日的传承与保护。如何有效保护传统节日是

中国人应该慎重思考的问题，不是喊着“保卫春节”的激昂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全面调查传统节日在当代的处境，针对变



 

化了的社会实际，提出振兴与保护传统节日的方略。我们觉得以下三点是在当前传统节日保护中应该特别强调的。 

     第一，应该将传统节日问题提升到传承中华民族文明的角度认识，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重要遗

产，并且它是和谐社会的积极的文化力量。对传统节日习俗不要简单因为局部与枝节的原因，就予以禁止与限制，比如鞭炮、大规模的

民俗游行活动等。应该积极地创造条件，让人们舒心地享受传统节日。周期性的节日习俗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二，应该通过政府、媒体、各界社会人士的共同参与，高度关注传统节日。以各种方式给传统节日营造传承发展的空间，积极

调动广大民众传承享用传统节日文化的自觉性与创造性，使传统节日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来，变成人们现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

传统节日期间，可根据变化了社会状态，创造新的节日习俗。当然，这种新节俗应该得到人们的认可与接受，并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逐渐形成新的节日传统。传统与创新是节日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三，传统节日的传承与保护应该贯彻整体保护的原则，应该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作统一的节假日安排。2005年，

中央精神文明办等部委关于以传统节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通知中，已经明确予以说明。文化部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也已

将上述传统节日列入。但在当代社会中，要将传统节日整体保护工作落到实处，首要的问题就是给人们提供回归家庭、享用这些传统节

日的时间保证。在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我们不需要政府规定假期，因为大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大多在公共

时间制约之下，如果没有统一的地区性或国家的假日，人们很难有心情与精力享用自己的传统节日。 

     总之，传统节日的传承与保护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化课题，它不仅需要民俗学者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的鼓与呼，更需要

的是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需要社会公共权力的支持。只有如此，传承了数千年之久的节日文化长河，才不会断流，而且还会泛起新的

涟漪，甚至掀起新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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