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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融合思维让传统节日更炫酷

何华湘

  如果说近几年有哪一个概念能深度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那非“融合”莫属。融合，从顶层设计来讲是一种方略，

在底层逻辑则是一种思维。在数字时代和信息社会，它也可以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级算法。疫情期间，人们习惯

了上网课、开视频会议、直播带货，许多工作和生意搬到云端进行，这是媒体融合带来的线上生活新常态。在线下，人心

融合催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数不清的人员和物资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完成了一项又一项惊艳世界的壮举，“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至今令人叹为观止。

  当传统节日搭上融合的快车，又会诞生怎样的奇迹呢？

1.融合是传统节日的底色

  实际上，中国传统节日有着与生俱来的融合特质。这种特质首先体现在舌尖上。譬如春卷、汤圆、青团、粽子、月饼、腊八

粥，这些最有代表性的节日食品没有一样是“单纯”的：不仅用多种食材配伍，而且以和合手法制作，在搓揉、包裹、混合的手艺

中蕴含着阴阳相生、对立统一、混沌和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中国人过节，讲究吃，讲究穿，讲究视听之娱，也讲究各种各样的礼数。过节是调动了人的全部感官兴趣和整个社会力量来对

待的，是对个体和集体的全方位检视和调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这些重要的传统节日必定是全家老小和社会各界乃

至举国上下一齐张罗着来过的。从人的团聚到社会关系的连接，再到资源的整合、功能的融合，中国传统节日在整体上是由多个层

面文化载体融合而成的产物。春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年春节都伴随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2020年全国春运客流量达14.8亿人次，2021年在疫情影响

下仍有8.7亿人次。另外还有一支浩浩荡荡的“摩托大军”——数十万的珠三角打工者，每年冒着寒风千里迢迢骑着摩托车返乡过

年。“过年了，再难也要回家”，这是中国人刻在基因里的共识，阖家团圆比什么都重要。

  过年返乡，除了家人团聚，还要送灶神、祭祖先、走亲戚、访故友、睦街坊、恤孤寡。总之，方方面面的伦理关系——人和鬼

神、后代和祖先、生者和死者、家庭和宗族之间的关系——都要按节日的礼法重新打点、加固。这是社会关系的连接。

  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交往是物质活动的产物。无论是人和神的关系，还是人和人的关系，其建立与维护总是要以物质为基础

的。春节里，少不了的是年货的置办，礼物的流动也是必需的。人们在节日集中爆发出来的巨大消费需求带动了财富和物资的流

通、分配、交换。这是资源的整合。

  既要满足身心享受的需求，又要经营各种社会关系，这就使得传统节日在功能上也呈现出明显的融合特征，兼有巩固伦常、维

持秩序、促进经济、培植艺术、传承文化、养成教育、娱乐社交等多种显性功能，渗透着中国人的物质需求、精神追求、审美趣味

和价值取向。与西方圣诞节、情人节这类目标清晰、诉求单一的节日不一样，中国传统节日向来就是以融合思维打底的，融合是其

底色。

2.融合为传统节日赋能

  在洋节、饭圈、快餐文化的包围下，农耕社会传下来的民俗节日越来越难“过”。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上巳节、寒衣节的存

在。在商品市场里，端午被“剥光”成“粽子节”，中秋节则“躺平”为“月饼节”。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及全球化的合力影

响，导致了传统节日的边缘化、空心化。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竭的能量

注入和动力推进，亟须重新激活传统节日的生命力和“造血”功能。融合思维的创新应用，能为传统节日快速“充电”，使其能量

水平恢复“满格”状态。

  （一）寻回价值归属

  传统节日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部分，具有多重价值。人们通过节日的集体参与来传递情感、寄托愿望、繁荣经济和

娱乐生活，同时也通过节日周而复始的年度演绎来铭记历史、传承知识及教化童蒙。当下，随着中国乡土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转

型，大众文化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样态日益丰富，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传统节日的存在感逐渐下降。

  文化危则民族危，传统兴则国运昌。近年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持续部署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呼唤传统文化

回归，掀起了一场反响热烈的全民行动，传统节日的形式越来越丰富，文化内涵越来越彰显，人们过节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涨，传统

节日的价值伴随着过节的味道重新回来了。

  人们惊喜地发现，搭上“融合”的顺风车，传统节日也可以很炫酷。就拿2021年中秋节来说，央视的《相聚中国节 月圆梦

圆》中秋赏新会以多元视角抒发共同情怀，大小屏全媒体矩阵同频展现中秋文化在现代的传承与创新，示范了美景良辰新赏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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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社交平台App以月饼评测、家宴比拼、汉服展示、在月亮上绘画等花样活动开启了线上中秋新玩法；各单位、学校、社区、景

区、商家开展的制月饼、做花灯、猜灯谜、博饼、投壶、邂逅“嫦娥”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打造了传统节日新过法；广西梧州学院

返屋企民俗学社在中秋主题活动中设置“重走长征路”“甜蜜更忆长征苦”的环节，将红色文化融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以圆

满初心加持美好节日，创造了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方法。

  当端午节不再是“粽子节”，中秋节不再是“月饼节”，传统节日的价值也就有了更丰满的内在。公开资料显示，这两年来，

80后、90后在传统节日出游的兴趣上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再单纯是为了“逛吃”，而是更倾向于寻求对“仪式感”和民族文化的体

验。民俗、国风，成了不少旅游项目的吸睛卖点。这是传统文化的回归之旅，也是融合思维的创新应用之旅。在“我们的节日”活

动部署中，“广泛开展网上节日主题活动”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不断创新传统节日活动的形式和载体”是明确的工作要求，

这本身便是融合思维在文化工作中的创新应用，充分体现了尊重文化传播规律、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毕竟，老百姓上了网，传统

节日也不能掉线。

  （二）开辟“双创”路径

  近几年来，一直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如何才能实现“双创”呢？从系统论的角度

看，要么引进新的要素，要么建立新的连接。融合思维正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它允许我们打破传统和常规的边界，从生活习惯中培

养新的认知，尝试新的行为，一方面勇于接纳新生事物，一方面对传统元素重组利用，双轨并行，为“双创”开辟一条便捷可行的

途径。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学会了快速接纳新生事物。网络技术作为一项新要素被引入清明文化体系。这几年清明节，许多地方都

倡导“网上祭祀”，一些殡葬服务平台纷纷推出“云祭扫”“微祭奠”“专属纪念馆”等新型服务，为不少人填补了无法到现场扫

墓的遗憾。这些新的方式，既降低了祭扫成本、减少了环境污染、简便了祭扫程序，又保留了传统祭扫的情感与意义，为传统节日

借助新要素的引进实现“双创”，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

  此外，对“旧”元素的重新组合也能让传统节日焕发生机。今年腊八节，上海市长宁虹桥当代艺术馆的活动主题设为“咖啡时

光‘虎虎生威’腊八节”，将上海流行了上百年的咖啡文化“混搭”历史更久远的传统腊八节，可谓别开生面。现代创新理论之父

约瑟夫·熊彼特说，创新不是从无到有发明出什么东西，而是从既有的系统中拈出一些要素把它们组合起来。正如螺蛳汤和米粉的

邂逅造就了螺蛳粉，咖啡文化和腊八节的联袂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媒体融合技术渐趋成熟，当务之急是以思维改造行动，应用融合思维为传统节日赋能，通过具象、情景、仪式、互动等多元符

号的引入或重新组合，创造出既看得见乡愁又玩得转时尚的文化产品，建立起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生活、节日与日常之间的连接和

对话，推动传统节日可持续发展。这个期待并非奢望。元宇宙已经呼之欲出，还有什么是不能想象的呢？

  （作者：何华湘，系梧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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