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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 世纪初至 80 年代以前的研究
中国民俗学产生于上个世纪初“五四”时期，对节日民

俗的探索也始于此。从“五四”时期到八十年代以前，学术

界主要做的是对节日民俗资料的调查、收集、整理。就相关

研究成果来说，不得不提两本书：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

（1923）与娄子匡《新年风俗志》（1935）。《中华全国风

俗志》是胡朴安在二十年代初编成的一部有广泛用途的全国

风俗百科全书，书中对各地方志和古今笔记、刊物中所载风

俗进行了汇编，其中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过节习

俗。就节日民俗总体研究来看，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人们

开始尝试运用新方法、扩大新视角来挖掘节日民俗中的文化

内涵，为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20 世纪 80 年代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在“双百”方针号召下，各种传统文化艺术重新受到重

视。节日文化研究，与其它人文学科的兴起一样，受到了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

罗启荣、阳仁煊，较早关注中国传统节日的学者，在

1983 年出版的《中国年节》[1] 一书中，将中国传统民族节

日按季节进行分类为“孟春节日”、“仲春节日”、“季春

节日”、“孟夏节日”、“仲夏节日”、“季夏节日”、“孟

秋节日”、“仲秋节日”、“季秋节日”、“孟冬节日”、

“宗教节日”。

韩养民、郭兴文1987年共同编写的《中国古代节日风俗》[2]，

系统地介绍了除夕、元旦、元宵等传统节日萌芽、定型、发

展的过程及其特点，以及节日相关各种活动、轶闻趣事、故

事传说。书中还提出了不少经得起推敲的创见，如神秘的原

始崇拜、鬼神迷信与古代禁忌是节日产生的最早渊源；先秦

是节日风俗的起源萌芽阶段，汉代是中国节日风俗的定型时

期，这一点获得后来的学者的普遍认同。[3]

陈久金、卢莲蓉1989年联合出版了《中国节庆及其起源》
[4]，是较早介绍中国节日文化的书之一。书分十一章，重点

写了 20 余个节日，介绍了这些古代传统节日活动的内容、

发展历史，重点研究和探讨了这些节日的起源。

八十年代是中国节日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从这个时期

的研究成果看，有以下特点：第一，政治意味突出，学术意

义不明显。初期的研究，多是政府号召下以普及文化为目的

的编写的一些综合性知识读物。第二，以节日民俗的整体研

究、汉族节日研究为主，单一节日研究、少数民族节日很少。

就春节文化研究而言，专题性研究成果几乎还没有。第三，

多数均是利用部分文献记载、或田野调查搜集到的民间传说

故事、汇编而成的青少年读本，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学术

性和研究性不强。

三、20 世纪 90 年代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兴起的“文化热”方兴未艾。

九十年代的节日文化研究，逐渐回到“学术意义”的位置，

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重心集中在节日文化的整体研究

上，节日文化一般理论研究架构在这个时期建立、成熟起来。

（一）宏观的一般理论研究

范勇、张建世继承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对于节日文化理

论关注的学风，1990年在龙文化大系列丛书《中国年节文化》[5]

一书中对节日的类型、起源、变迁、传播、传说、内容、社

会功能及心理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探讨。

宋兆麟、李露露 1991 年出版了《中国古代节日文化》

一书，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了包括春节、立春、元宵节的 20

个古代节日。他们认为节日起源于多种历史原因；节日的发

展经历分为四个阶段：发生期（远古时期）、发展期（秦汉）、

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丰满期（宋元明清），并具

有几点规律：节日的发展由不定型到定型，由不完善到比较

完善，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大起大落，而是比较缓慢的、

潜移默化的；节日的形成是长期的，在发展中有变异，在传

承中有发展；农业文明的连续性和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使中

国传统节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6]这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为

后来学者们关于“如何确定节日”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7]

关于节日的特征与功能，也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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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1998 年发表论文《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
[8]，将节日风俗的特征归纳为八大特征：礼仪性、理想性、

时代性、民族性、传承性、变异性、群众性、地方性。关于

这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朱宜初在《民族节日的

基本特征》一文中认为，节日大约有下面几个特征：节日的

文娱性（休假性）与劳动性、节日习俗具有最大的复合性、

民族节日的簇新性与守旧性、传统节日的宗教性与新节日的

非宗教性、节日的全民性与阶级性、节日的独特性。[9]金毅

1992 年在其论文《浅析民族节日文化的社会功能》[10] 中归

纳出民族节日九大功能：民族凝聚功能、人际调节功能、心

理制衡功能、生产导向功能、文娱体育功能、教育宣传功能、

文化传承功能、文化传播功能、商品纽带功能，他还分别进

行了细致的阐释。

（二）春节文化研究的状况

这个时段春节文化研究基本上延续八十年代的研究路

术，将春节置于节日总体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的背景下作为节

日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展开的。

提到方法论，不得不提 1998 年简涛用德文写成《立春

风俗考》[11]，他运用法国结构主义与英国功能主义理论方法

对立春礼俗进行探究，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优秀范例，而且

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个时代对春节文化的研究，除了对春节习俗事象的资

料展示外，关于春节起源的研究上三种较流行的代表性观点

已经形成。

1. 腊（蜡）祭说

“腊祭”据说原是神农氏时代“索鬼神而祭祀”、“合

聚万物而索事之”的年终祭祀习俗，主要内容是感谢百神上

一年的赐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伴随着

人们为祈求驱疫禳灾而举行的祭祀活动。范玉梅在《中国的

民间节日》中说“春节，大抵是从原始公社时代的‘腊祭’

演变而来的。腊祭期间，人们聚饮会替，歌舞戏耍，尽情欢

愉。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春节习俗。”[12]

王景琳、徐匋《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春节”条：“关

于春节的由来，或说源于上古社会的腊祭，腊即歳终祭众

神之名，因而春节乃是由一年农事毕后为报答深的恩赐而

来。”[13]段宝林《中国古代的狂欢节——春节、蜡祭与傩》

也认可上述源于上古蜡祭的观点。[14]

2. 巫术仪式说

王娟1995年在中国文化讲座丛书发表了《中国的春节》，

笔者从春节仪式活动内容角度来探，认为“春节应该源于古

代的巫术仪式，是古代人原始信仰之一——巫术的具体表

现。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语言和表演等来驱赶或避开

邪恶，并得到平安和幸福。随着社会的发展，春节逐渐失去

了其巫术的内涵而演变成一种庆祝活动。”[15]

3. 鬼节说

徐华龙 1997 年在《春节源于鬼节考》[16] 一文中说“古

时候人们由于科学知识的贫乏和生产力的低下，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很差，常为冬天的寒潮所侵扰，又为粮食的匮乏所

提心吊胆，早春更是青黄不接、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

老人和儿童首先会因饥饿、寒冷及其他各种恶劣的原因而相

继死去。看到这种情景，人们会恐惧，会以为是鬼神的作祟。”

相对于八十年代的研究而言，九十年代的研究队伍迅速

壮大、研究领域得到扩展，研究方法也相对多样化。绝大部

分论文都是在理论上对节日的起源、分类、特征、内涵、功

能、变迁及其原因探析等方面，论文成果尤为显著，理论研

究相当成熟。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偏颇，节日文化理论研究充

分，对各民族单一节日研究仍然不多，而且多数仅仅流于一

般的简要的介绍，挖掘力度不够；其次，可以说，这一阶段

对于春节研究仍尚未得到充分地开展，真正专门研究春节的

不多，除个别专题研究外，多数还是仅限于八十年代资料汇

编状态，或者只是随感式的记述。

三、21 世纪以来的节日及春节文化研究
21 世纪前十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一些学者以前

人研究为基础，将节日文化理论深入到底，另一类学者则另

辟新径，着力于个案和专题研究。百节之首的春节，作为一

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快速进入了学界研究的视野，成为一门

显学。

（一）宏观的一般理论研究

杨琳 2000 年出版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17] 一书，可

以说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成果的卓越代表，它“为二十一世

纪节日文化研究提供了集大成的研究成果。”

赵东玉论著《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研究》[18] 也是比较突

出的成果之一。他以独特的文化史和民俗文化视角相结合，

围绕“阐发传统节庆文化的类型和特征”“厘定传统节庆文

化的要素和影响因素”“分析传统节庆中的男女角色”“探

讨传统节庆文化的时代意义”等四个方面展开论题，全书分

中华传统节庆文化概论、文化要素论、文化影响因素论等七

章，提出了许多新颖扎实的理论观点。

刘魁立的《文化内涵——传统节日的灵魂》[19] 一文，

指出节日的核心是节日本身所具有的、自传统以来就已经形

成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才是节日的灵魂所在，该篇论文对

于把握春节习俗的内在本质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非物质文化保护语境下的春节文化研究

1. 理论上的研究内容多涉及春节起源、文化内涵（文化

意义）、社会意义（社会功能）、变迁等方面。

对春节起源问题的探讨，基本上被九十年代形成的上述

三种说法占据。需要补充的是，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一书中对上述三种说法分别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由于文

献不足，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他根据前人的研究

和现有文献，做出了推断，“我国早在夏代之前已有‘年’

的时间概念是不成问题的，有年自然就有过年的习俗，所以

春节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古老的节日。”[20] 陈连山基本赞同

杨琳的观点。[21]

而关于春节民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春节内涵和原始

意义的研究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出不同的内

涵与意义。

陈连山 2004 年发表《春节民俗的社会功能、文化意义

与当前文化政策》一文，文中对春节习俗的社会功能和文化

象征意义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春节作为最普遍的超越政

治、超越阶级、甚至超越国界的民俗节日，可以最大限度地

促进全民族的认同感。而且，春节是一笔现成的文化则一富，

利用它可以更加顺利地进入大众生活，有利于建设新的全民

族各阶层共同享有的节日文化。[22]

吴正彪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独特视角解读春节习俗的文

化内涵，2005 年他在《春节习俗的文化人类学解析》中，

提出自己看法“春节习俗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行为，不如说更



·324·

/ 戏剧 / 之家 / HOME  DRAMA

是一种文化需要。”因此，“春节作为一种文化，对中华民

族而言就有独特性和充分的价值。”[23]

萧放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习

俗意义》 “以春节为例，分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的文化遗

产与文化资源价值。”认为“春节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已经

内化民族的心结，我们享受春节，就是集中体验、传承我们

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以节日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

时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我们应积极开掘春节的文化资源

价值，对这一特殊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有助于民族文

化的保持与和谐社会的建设。”[24]

除了上述学者以外，李俊群在其文《论春节的传统意义》

中提出“传统春节的核心意义正在于它是维系传统宗法血缘

共同体和熟人社会得以和谐运转的一种节日仪式，它为具有

强烈的宗法观念和情感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亲情交流的契机

和纽带。”[25]刘守华《春节的文化精神》[26]中则用《周易》

的一句哲言来概括春节的文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朱华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

文化身份”。[27] 还有，黄涛等学者也对春节的文化内涵、

社会功能进行过研究。

有些学者还对春节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巫肇胜

在《文化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春节习俗与文化变迁》[28] 一文

中首先解析了春节习俗的起源、主要特征，探讨了春节的文

化意义和社会功能，还对春节衰变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考察，

总结出：经济发展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城市文化的传播

影响传统文化的变革，全球化及西方文化的传入冲击传统文

化的变革，传统文化自身特点影响。而覃祥菊《春节习俗的

城市变迁及其文化内涵》[29] 从政府行为的引导、新型习俗

产生、拜年方式多样化、旅游等城市新潮过节方式涌现等因

素探索春节习俗在城市的变迁原因。李松洁 [30] 则运用社会

学的理论与方法，以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黑龙江地区为个案

研究了春节习俗变迁。

2. 回顾二十一世纪以来，节日民俗研究的整体面貌，给

人们印象最深的不只是理论探索上的收获所得，更突出的乃

是这近十年间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单一节日研

究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21 世纪以来，节日民俗文化研究从一个量的积累达到

了一个质的突破，相对于 20 世纪的研究而言，这个时期理

论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个案专题研究等新的研究

领域正在拓展，局面一片大好。在非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

学者们逐渐转换了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对节日民

俗，特别是单一传统节日进行重新认识、重新研究，成果卓

著，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形成了二十一世纪头

十年节日民俗研究的研究趋向。春节文化研究在这个驱动力

作用下蓬勃发展。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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