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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节日是民众生产、生活节律和文化实践的记忆活动。理解传统节日起 

源的文化记忆如何转变成节日主体生活中的有意义的历史.是节日起源解释层面上的真实 

意图。传统节日包含传统要素与现代生活的相互作用.传统既在现实生活中，又与过去的 

文化记忆关联。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在民众生活需求下.融汇、交织和凝聚着历史与现实 

的多元关系.也是在各类生活关系推动下.传统节日以仪式为中心建构的文化记忆得到传 

承发展。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从当下出发.联结历史与未来，蕴涵民众生活行为、言说方 

式的平等观念，具有构筑民族共同依意识、塑造地域文化身份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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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起，“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蓬勃开展，并被视为新兴文化学的“核心概念”。 

“在此框架之内，不仅各种研讨会和论坛如火如荼，产生并且继续产生着一系列跨学科、跨文化的研 

究成果.而冠以'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的记忆研究也更是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①近年 

来，文化记忆理论进入中国，在民俗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等领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

文化记忆理论将记忆看成是和文化、历史等范畴紧密相连的概念，它以集体起源的文化现象、 

与现在存在距离的历史事件为记忆对象，解释集体性质的文化和历史事件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 

实现巩固以集体为核心的主体身份认同的目的。文化记忆在传承过程中遵循着特定形式，有属于自 

己的符号系统和演述方式。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就文化记忆的符号属性进行了精辟的阐述 ： 

“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符号首先是外部化和客观化的。它代表一种'不可言说'的经验，这种经验 

可以被感知和掌握，却不能自己制造出来。其次，这意味着它在时间上的跨度并不局限于人类的寿 

命长度，而能在潜在中被无限延伸。文化记忆的时间跨度并非是具有有限生命的人类，而是物质上 

确定、制度稳固的符号。第三，文化记忆不可言说且无时间限制的内容必须不断地与活跃的记忆产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研究”（16ZDA162）、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间文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民族交往桥梁的运冇■机制研究” （15JJD850011）,中 

央民族大学2020年度社会学一沆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① 冯亚琳等：《徳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 1 ¢1.北京.中国祉会科学出版杭.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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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新的结合并被其掌握。随着在自由辨别的环境下对这一内容的吸收，个体除了个人认同和社会认 

同之外，也获得了文化认同。”①也就是说，文化记忆理论强调传统经验的“外部化”和“客观 

化”，具有跨越个体生命长度并在民众生活中不断被唤醒、被创新的能动性；强调文化记忆在传承 

过程中作用于个人、社会和文化的认同本质特性。

中国传统节日十分丰富，每一个传统节日包含了系统性符号元素，具有外部化、客观化以及 

“不可言说”的经验在民众生活中被感知、被传承，却又在不同时代生成新的记忆，由此获得并强 

化了传统节日主体性的文化认同。本文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从传统节日的“起源”“建构”和 

“传承”三个维度展开讨论.寻求中国传统节日研究新的阐释路径。

一、传统节日起源：转化为文化记忆的历史

任何人都有记忆，人在任何时候都在记忆，以集体为核心的传统节日在文化记忆作用下代代传 

续，并不断得到创新发展。传统节日研究中，节日起源是热点.也是难点。长期以来，传统节日起 

源研究出现节日起源时间的确定性、起源地域的唯一性和起源事件的专属性等观点，这些观点均是 

从历史出发来看待传统节日。事实上，每个传统节日都应该有起源的时间和地点，考察传统节日起 

源理所当然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笔者以为，传统节日起源无法找到具体、明确的时间 

和地点，在民众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口头传承中，传统节日起源已经转化成文化记忆的历史。

传统节日是民众的生活，它的形态是生活的发展状态，这就决定了传统节日并非是将过去传统 

原样保留下来，而是在生活作用下获得传统节日主体的实践、认同和诠释。从文化记忆的维度来 

看，传统节日起源的时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我们也可以这么 

说，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神话是具有奠基意 

义的历史，这段历史被讲述.是因为可以以起源时期为依据对当下进行阐释”②。当代传统节日起 

源解释带有情感性、区域性特点.充满着神话式或者文学化的想象，因此.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讲 ， 

传统节日的起源并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在民众看来.他们对于传统节日起源的解释是有意义 

的历史，而且成为他们以传统节日为中心的社会文化行动。

湖南省资兴县茶坪村瑶族盘王节，又称“还盘王愿”，是为祭祀、追忆瑶族祖先盘王而设立的。 

盘王来自哪里？茶坪村师公念诵的经文里记载，盘王是西天的神仙，当地瑶族还认为盘王从福江大 

庙而来。盘王是否真实的历史人物，不同支系的瑶族有自己的解释，但是，盘王的来历以及围绕盘 

王诞生的盘王节是历史的.这些历史究竟始于何时、何地并不确定，其间贯穿了瑶族民众选择性的 

文化记忆。

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不断被文献记录，由此成为正典化、经典化和仪式化的被确认为传统 

节日起源的可靠性依据。比如端午节食粽子习俗最早出现在南朝吴均《续齐谐记》中.后来又被诸 

多文献转录记述，于是，人们依据《续齐谐记》的记录，肯定端午节及食粽子习俗起源的明确时 

间。然而，文献记录的记忆只是确定端午节食粽子习俗在南朝已经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它在这一时 

期才诞生。也就是说，文献记录端午节食粽子习俗要比民间传承的习俗起源晚一些，不过，就目前 

看到的文献来说，人们并不怀疑《续齐谐记》是记录端午节食粽子习俗最早源头的可靠性 。

传统节日多样化习俗按照一定逻辑构成井然有序的生活行为和文化谱系，但是，传统节日中的 

每一项习俗来源并非同一时间，这就为科学上确认传统节日起源增加了难度。究竟传统节日的哪一

①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44 - 4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②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46页，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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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要素出现标志着该节日的起源？传统节日的诸种要素如何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嵌入节日生活之 

中？这些都涉及传统节日起源的时间问题。这就导致传统节日的起源在民间社会出现了不同的时间 

系统.这些传统节日起源解释的文化记忆均是在特定情境之下得以完成，具有生活需要意义上的科 

学性。因此.以文字记录出现的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与口头传统生活的交往记忆之间形成互补、互 

融的关系。文化记忆将节日传统起源定型化.却并耒具体化.并且在文献中以某种逻辑将传统节日 

习俗谱系化，从而存储了传统节日起源的历史记忆。

从发生学角度观察.传统节日的最初形态是生活节奏在时间上的切分，且以仪式为核心形成民 

众生产生活秩序的结构化。不过，这种结构化的循环生活在历史延续中不断融入神话、传说及习 

俗，在内容上是“发生在绝对的过去”，在形式上具冇“高度成型”的庆典仪式性的社会交往和节 

日，媒介是以文字、图像、舞蹈等进行的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及展演。①也就是说，文化记忆需 

要通过特定的节H活动、仪式行为和舞蹈动作等相关的物质性的或象征性的符号呈现或重现民众生 

活历史。因此.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的传统节日起源无论是遥远的过去.还是近期的过去，均无法 

确认其起源的具体时间，但传统节口的起源确实是冇时间的，文化记忆能够很好地将有时间与无时 

间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构成冇意义的传统节日起源的神话、传说和习俗实践。

传统节日的起源及其活动既是民众感知时间、生活节奏的表达性符号.又使民众生活具有“口 

常性”与“神圣性”区分。在传统节日期间，民众与神灵、祖先共同存在于同一空间，并且进入 

“共时域”。日常生活中缺席的不在场的神灵、祖先，因为传统节日与民众共存一处，实现无障碍的 

共同生活，那些生活世界中遭遇压抑、潜隐或边缘化的往昔记忆再次被激活、被唤醒，并在传统节 

日仪式作用下实施建构。在民族社会发展以及共同体恿:识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祖先英雄行动、开山立 

业壮举等重新得以展现.在时间和空间特殊力量的交织中，恰如其分地将传统节日起源过程中的关 

键性人物、事件和场景构建成为当代生活的景致。在文化记忆作用下，传统节日的仪式、事件把民 

众头脑中与传统节日起源及相关的文化想象、自然地理空间凝固为具体的生活传统.不同时代的文 

字记录关于传统节日起源的解释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许多确认民族、地域认同和强化身份的知识 

得以在传统节日活动中不断巩固.实现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再生产。

传统节日起源于民众集体性的仪式活动，这些活动将生活固化在记忆里，并且年复一年地重复 

上演，所以，每次节日活动的传统就是对于节日起源及其相关人物、事件的文化记忆的“重复”， 

由此，传统节日习俗获得活力.并强化与具有共同历史起源、共同生活传统的民众的联系。“利用 

过去并将其固化在社会记忆里.这种做法的另一个动机是致敬。我们把它理解为所有为了塑造集体 

认同的象征性表达形式。在宗教领域，这与构建集体冇关.这种集体构建通过共同的回忆得到传 

播，并通过仪式和节日重新获得活力。节日•巩固'了与共同历史基础的联系。”②

从起源论角度讲，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由特殊生态环境和民族特殊历史发展塑造.是民众在特 

定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中生存、延续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积淀；从记忆论角度讲，传统节日将民众生 

产、生活系统地记录和保存下来.形成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的基本内容。在传统节日特殊性的文化记 

忆中，其主体特殊性的历史经历成为建构他们生活史和文化史的重要内容。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是区域性生活的传承实践.节日仪式与群体活动记录人的生活和文化传 

统。比如侗族农历三月十五摔跤节只有在贵州省黎平县双江镇四寨村和寨高村举行。摔跤节期间. 

两个兄弟村寨的人要“祭萨岁”。所有人在鼓楼前集合，参与节日活动的牛也被装扮一新。小伙子 

们摔跤较量后就要斗牛。这种以为主的传统节H成为两个村寨的特殊历史.侗族人在解释摔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甲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冋忆和政治身份》.51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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跤节起源的时候包含了村落、村民的丰:富的文化记忆。

传统节日起源记忆呈现交融、多元的特质.成为民族、地方历史的根脉和文化诞生的原点。也 

就是说.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具有根基性。比如瑶族的“祭盘王”、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 

“四月八”、侗族的“祭萨岁”、布依族的“六月六”，等等.这些传统节日起源中出现的人物、事件 

成为关键性内容.既是传统节日中心思想的来源•又是民族基本生活传统和核心文化元素的表达 ， 

他们在传统节日活动过程中被淸晰地记忆.并且出现在民众的生活里.发挥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

传统节日起源立足当下.冋溯过去，对于传统节日所在社区的主体及其结构来讲需要“过去”. 

他们借传统节日及节日起源的关键性人物、事件自我定义。“只有使过去复活.一个民族才能存 

活。”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节日起源的解释作为集体想象.依赖于可以追溯到起源时间的连续 

性的想象.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不在于翔实的历史半实•而在于传续、弘扬传统社会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讲，传统节日起源就不是空幻的文化想象，而是基于共同体认同的文化信仰。

传统节日起源带有信仰的仪式感，传承到现代民众生活中需要阐释，其包含的信仰价值需要建 

立在现代生活基础上的确认.它的信仰意义需要现代性的记忆加以巩固和丰富.民众根据生活需要 

对传统节日起源的根基性元素在文化记忆框架内部填充新的内容。这些记忆框架的填充不是随意性 

的添加.不是个体性的融入.而是与过去、现在和未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记忆的集体框架也不是 

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它们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由来口别处的记忆填充进 

去。相反.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I：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 

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②民众在对传统节「I起源的阐释中.并没有与传统分离，而 

是在“过去的意象”中，依凭活跃的时代思想不断建构.依据鲜活的现代生活日益丰富起来。

传统节日起源的历史并非冇据可查的历史，只是被冋忆的历史。“出埃及是以色列人的起源神 

话.这与它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毫无关系：在逾越节上它被当作起源神话.它已进入到这个民族的 

文化记忆之中。通过回忆.历史变成了神话。由此.历史不是变得不真实了.恰恰相反.只有这 

样.历史才拥冇了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才变得真实。”③因此.从文 

化记忆视角讨论传统节日起源.不在于传统节H起源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强调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 

记忆如何转变成传统节日主体生活中有意义的历史.如何发挥“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这才是传 

统节日起源解释层面上的真实意图。

二、传统节日建构：同频共振的生活仪式

传统节日是历史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是以现实生活为根本的实践与重构•“传统这个观念本 

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④。传统节H包含传统要素与现代生活的相互作用.却乂存在张力.传统既 

在现实生活中.又与过去的文化记忆关联 。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不是原版刻录式的记忆.其记忆具冇能动性和建构性，传统节日是在以民 

众为中心生活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记忆的重现。“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 

來而冃.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即使是新 

的东西.也只能以被重构的过去的形式出现。”⑤传统节n的文化记忆早已存在T-社会历史和民众

①③⑤扬•阿斯曼：《文化记忆：2期高级文化中的文H忆和政治彷份136、46 - 47. 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比 2015»
② 英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7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c
④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36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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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并且持续地发挥着作用，不过.民众并不因循守旧.并非照搬沿袭.而是在传承发展、诠 

释研究过程中，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以当下社会环境、生活需要以及个人兴趣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和落脚点。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传统生活、文化延续下来，不是为保留而保留采取措施，而是将 

“现在”作为参照体系进行重新建构。“集体记忆的作用范围包含两个方向：向后和向前。记忆不仅 

重构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來的经验。”①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特性和内容除了 “向后和向前” 

以外，更多的是“朝向当下是基于当下情境的传统节日建构行为 。

端午节期间，各地民众要食粽子、划龙舟、插艾草和菖蒲等，这些传统习俗在现今的端午节里 

有所变化.比如粽子的食材更适合人们多样化的门味；有些地方还将端午节的节俗丰富扩充，将当 

代人的生活诉求付诸节日活动.这些建构的内容成为端午节的传统生活。

节日在传统基础上重塑和建构.带有个性化的倾向在所难免，有的时候.我们强调，“我”的 

记忆是真实的、精确的、唯一的，然而，这种貞.实性、精确性和唯一性仍然受制于社会框架的影 

响，受制于个人生活的需求。“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 

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I何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 

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冇的魅力。”②传统节H的魅力源于文化记忆在时代作用下显 

示的生活的丰富性和建构性，这里面包含了对于过去生活选择性的记忆、对于当下建构性的文化组 

织、对于未来生活的无限想象。

传统节日是空间场景作用下的知识生产，某个场景和空间的“重现”在任何时候都在延续传 

统，同时增添新的要索.形成新的结构.“这些新的要素是从当前所考虑的这一场景之前或之后的 

不同时期转借而来的”③。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是我们曾经经历过、听说过的人、事、物，民众 

依据当下的观念、价值及认知、理解等来描述和书写。“先于（过去的）某个事件、人物的那些事 

件和人物已经孕育了它们，正如它们也已经孕育了那些随后将会出现的事件和人物一样。每当我们 

回溯到这些事件和人物，并对它们加以反思的时候，它们就吸纳了更多的现实性，而不是变得简单 

化。这是因为，人们不断进行反思.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就处在这些反思的交汇点上。”④传统节日 

文化记忆并非记忆过去.而是将过去的传统节FI仪式在当下生活的框架中唤醒、延续、激活.并且 

不断丰富与传统节日冇关的事件和人物，使其鲜活起来。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是以集体为核心、以仪式为根本的累积性记忆.由此构成传统节日的生活 

建构。“记忆的集体性框架不只是由年代、名字和公式构成的.它还展示了思维和经验的洪流。在 

这股洪流中我们只能重新找到我们的过去.因为它们贯穿了我们的过去。”⑤这就是说.传统节日 

的文化记忆是从过去延展而来.节日的当代建构依赖于传统仪式的文化记忆。比如.春节习俗不仅 

在于彰显春节记忆的多样性，而且呈现了以春节仪式为中心的当代生活的多样性。在现代化进程 

中，人们对文化的多元需求是传统春节仪式不断被建构的动力.以微信方式发红包是春节传统中  

“圧岁钱”仪式行为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春运”“春晚”等均是传统春节仪式当代化 

的建构行动，由此诞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春节仪式基础上的春节文化。

传统节日是民族性的，也是区域性的，伴随人口流动.社会融合加强.传统节日活动将“民族 

性”与“区域性”有机结合，成为当代传统节日发展的潮流。但是，传统节日作为民族和区域共同 

文化的身份属性没有改变，成为民族性、区域性的文化记忆没有改变。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 

很多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大多局限于民族内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各民族之间通婚日益

①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爲级文化屮的文字、冋忆和政治身份》，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③④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91、106、107 上海.I：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⑤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68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年第1期|

增多•许多人由于婚姻关系从身份上获得了参加其他民族传统节日的资格，原来纯属民族内部的传 

统节日活动逐渐演变成了区域或社区内所有成员的事情.原來传统节日展示民族文化的功能又增加 

和复合了展示区域或社区文化的功能。于是传统节日的“熟人”世界逐渐将“非熟人”世界变化为 

“熟人”世界，其文化的融合就是从“熟人”到“非熟人”再到“熟人”的演变过程.传统节日具 

有私密性质的小范围传统文化变成了更广大范围被更多民众享用的公共文化.其文化记忆便更加多 

元化、多样化。也就是说.传统节日在早期文化记忆基础上.不断融合多民族传统、多地域传统， 

从而实现传统节日仪式的融合式建构。

作为传统的节日.流动性交织着继承与创新以及选择性的建构，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背景 

下，“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 

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 

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且迅速的变化时”①，传统节日适 

应时代的建构行动会更加频繁，更为多样，也更为复杂。

传统节日的象征符号是历史.是传统，是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对象.是源于生活的事象。在 

人们的记忆里.传统节日总是依赖作为文化的象征工具、象征符号传递情感，记忆生活，这也就是 

说传统节日的象征符号离不开社会、文化、群体的集体记忆.离不开公共性的民众活动.并且在周 

期性的生产生活节律中得以传续.不断建构新的文化生活.进而使传统节日的符号象征更加具有穿 

透力和生命力。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传统节日进入资本市场.多以文化消费、文化品牌形式出现。传统节日逐 

渐发展为区域性质的节庆文化，这是传统节日的转向，也是传统节日记忆方式的转向。从传统节日 

到节庆文化的转变，以市场为先导.以文化品牌建设为先导，其间包含了多种人文因素。节庆文化 

是传统节日现代性建构的表现.尽管它并非涵盖传统节H的全部。比如中秋节、火把节等传统节 

日，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以不同方式争夺相应的记忆资源.试图从学理上将这些传统节日由多民 

族、多区域的共享记忆转化成某个民族或者某一区域Q属性的记忆。显然，传统节日记忆资源的争 

夺包括了社会权利、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传统节日的现代性建构在记忆与反记忆中交互关联以及 

融合、拒斥、对抗、妥协的现象.在还原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的民族性、区域性或者被认为“正当 

性”的传统记忆中得以建构性地传承。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节日需要赋予新的社会内涵.需要展现与时代相适应的形式和内容。政 

府、民众要以先进的思想观念、开放的文化价值、现代的管理理念开展传统节日活动，以多种方 

式、方法使传统节日与地方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结合起來•努力追求传统节日活动在生活实践、经 

济发展中效益的最大化、品质的最优化.从而驱动并实现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的再建构。

无论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怎样变化，何种力量介入传统节日•传统节日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不 

可避免.传统节日以多样化方式存在合情合理。以传统节FI仪式为中心彰显的文化记忆是有机的 、 

建构的整体，这些传统仪式不断被唤醒、重建和解释。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重要的是时间上的连续 

性，它从当下出发，通过回忆方式把储存的仪式记忆唤醒冋来，并且在民众生活基础上组织、重 

建，赋予传统节日文化记忆更多的能动性和解释空间。

三、传统节日传承：凝聚多元生活关系

传统节日是历史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传统节FI的文化记忆绝非单一•而是在地域作用下.

① E.霍布斯鲍姆、T. 0格：《传统的发明八5贞.南京.译林川版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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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众生活需求下.融汇、交织和凝聚着历史9现实的多元关系.也是在各类生活关系推动下.传 

统节日以仪式为中心建构的文化记忆得到传承发展。

传统节日仪式汇聚了各类个体生活构成的区域、民族共同体关系.并且在这些共同体内得到传 

承和延续。传统节日仪式由特定传承人操持.他们是传统节H文化记忆的主要角色。“文化记忆始 

终拥有专职承载者负责其传承。这些承载者包括萨满、游吟诗人、格里奥.以及祭司、教师、艺术 

家、抄写员、学者、官员等，这些人都掌握了（关于文化记忆的）知识。文化记忆所保留的那些意 

义具有非日常性，与此相应的是.文化记忆的庶载者也具冇某种日常生活和日常义务中抽离的特 

质。”①主持传统节日仪式的传承人是经过传统标准特别认定的人选，他们和参与传统节日仪式活 

动的人们共享传统节日，共同成为传承、建构传统节日仪式的主体，他们在区域、民族中的生活关 

系以及在此关系上拥有的节日生活成为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生产的内容和动力。

传统节日活跃于集体交流关系中，决定了传统节日在W史与现代不断被卞富.民众以某一人 

物、某件物品或者某类事件，以及讲述的与之相关的“故事”.在生活关系、社会关系作用下实现 

传统记忆与现代文化的交流、祖先生活与当代人实践的互融。

传统节日传承并非单向度的文化关系.而包倉多元文化记忆关系。这种多元关系互动过程中的 

文化记忆在历史上传递、选择.凝聚成以仪式为屮心的稳定关系，进而广为扩布。比如.汉族过年 

习俗在许多民族中传承.并且形成不同民族和地方的特色。与此同时.不少民族又保留自己的年 

节.诸如苗年、藏历年、羌年等。于是，以“年”为吋间节律的生活实践规约着不同民族、区域民 

众的生活，在“年”的仪式传统关系中呈现了民族关系和地域关系。由此可见，传统节FI “和而不 

同”的多元共存现象是民众生活作用下文化记忆选择的结果。

传统节日是周期性的，其涵括的文化记忆也在周期性的节H仪式活动中传承积累，在民族和区 

域共享文化传统的人群中产生亲和力，强化民族、地域的认同感.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 

融的关系使得传统节日在文化记忆上形成拥冇共同生活传统、共同价值观念的共同体。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常常以“实物的记忆”形式呈现，这些实物成为传统节日记忆场关系被延 

续和重建。传统节日记忆场是关系.也是情感.闌绕人的活动建构以人为核心的关系系统。这些与 

记忆场有关的事物、事件，关涉与传统节日有关的每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们过去的事情，过去使用过 

的器物、住过的房子、走过的道路.如此一來.传统节日记忆场内的物质化的景观延续民众的生活 

关系.建构、拓展和丰富区域的历史传统。许多传统节日活动场所或为古庙.或为古街，或为古 

桥，或为溶洞，或为河滩，或为稻场；场内或种仃古树.或砌冇井泉.或为寨心等.这些成为地方 

社会的特殊标志物。这些器物、房子、道路以及特殊的空间均是根据人的生活和信仰建立起来，承 

载了久远的文化记忆，记录了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先活情感。某时某地及相关的事件、物件与民族、 

地域或者个人生命的某个阶段相关联.沉淀为某些情感。因此.传统节FH专承场域内的景观就不是 

纯粹的自然物质了.而是包含传统节日主体的情感、信仰等内容.具冇“符号”意义.记载了民族 

的历史、地域的生活和人的历程.在传统节日作用下能唤起人的文化记忆。民族传统节日特定空间 

场域内的人物、事件和景观因为生活关系而连接成为整体.因为这些文化记忆的关系.传统节日的 

文化生产、传承变得更为流畅。

传统节日传承是交流性的.在交流中展现传统节日主体的身份认同关系.“保证身份认同的知 

识的交际方式是仪式性的，也就是说要以成人礼的形式进行.而'这建立在时间循环的基础之上'： 

节日演示了与祖先的关系以及对死亡和重生的基本看法”②。传统节日的交流包含了仪式在内的各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何忆和政治身份». 48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內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38 Iff,北京,北*大学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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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际交往方式。

传统节日仪式成为定型化的文化记忆，也是艺术化的文化记忆。对于传统节日来讲.仪式遵循 

既定的规范“重复”展开，这些“重复”的仪式并非是简单的现象表现，而是以严谨而丰富的活动 

“重复”地巩固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实践传统节日在现代生活行动中的再生产。传统节日的符号 

依托在仪式之上，但又作用于仪式之外，并赋予传统节日审美属性，传统节日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符 

号系统到节日活动的表演符号系统的框架性转换.致使其表达性元素组织成了审美的结构。比如资 

兴的“还盘王愿”仪式是瑶族“盘王节”，无论是祭品，还是祭礼，无论是坐歌堂，还是吃老鼠肉， 

都创造出一种“文化美学”的展演效果。“还盘王愿”仪式的文化形象为资兴瑶族耳熟能详，它的 

表现风格也鲜活自由.给人以欢愉的审美体验。瑶族民众在愉快的仪式生活中比平时更容易传续 、 

巩固和丰富盘王以及与盘王有关的文化记忆。

传统节日仪式传承在时间上循环演述确认传统节日主体的身份，传统节日运行中的记忆与遗忘 

并行不悖，哪些留下来，在生活中不断得到表达、重建，寻求自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哪些被遗忘 

掉，对于民众生活中那些不发挥作用的传统选择性地失忆，是规范当下现实生活的必需行为，成为 

传统节日主体性文化记忆的边界。正如扬•阿斯曼所说：“我可以确定的是.相比较而言，对过去 

的兴趣起初并未表现为一种对’历史'的特殊兴趣，它首先是普遍而具体表现为对论证合法性、证 

明正当性、达成和解、做出改变等的兴趣，而且其发挥作用的框架可以用回忆、传承和认同来圈 

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考察历史回忆的镇静作用或者刺激作用，或者说.这其中那些起到阻 

碍作用的成分和起到激发作用的成分。”①

传统节日包括民众在特殊时间、空间举行的仪式和群体活动，这些仪式活动由历史传承演化而 

来，包含着众多民众阐释性叙事和信仰因素，这就使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呈现的关系整体更为丰盈 

和充满情感。可以说，传统节日的系列活动是各类生活关系传承基础上文化记忆的实践行为。

传统节日通过典籍文献、文艺作品、口头传诵、身体行为等方式和途径代代相传。传统节日的 

历史和文化是过去的.但也属于未来，“过去从来都没有死去，它甚至并未成为过去”②。传统节日 

传承过去，影响现在和未来，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源自集体，作用于集体， 

它以仪式传统的文化记忆定格过去，却被当下民众生活限定.并且规约着传统节日的未来走向。传 

统节日建构的“现代传统”活跃于节日期间民众的生活中，而且还吸纳不同民族、地域多样化的传 

统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的节日传统不是回到过去，也不存在“原生态”“原汁原味”，而是 

在现代性基础上、在多元关系中实现交流、交融和重构，在传统节日多元生活关系作用下，凝聚成 

文化记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彰显中国传统节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特殊魅力。

四、结语

传统节日作为时间习俗，记录了民众对于自然时间的认知和文化时间的活动，形成了以时间为 

线索的文化记忆系统。传统节日起源的时间、传统节日内的时间，以及与时间关联的记忆均包含了 

民众的情感向度。

传统节日是以“年”为周期的文化记忆。传统节日活动周期性地发生，意义周期性地被强调。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具有规训民众言行的平等观念与努力行动，通过仪式传统、口头传统和行为教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63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② Shafer. Boyd 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Belonging in Human Experience. Malabar. FL. :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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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方式构建、塑造个人性格和地械身份。

传统节日的集体性以区域共享传统为根本.在此基础上分享传统带来的快乐和幸福。在这里， 

共同性传统记忆面对共同性的历史认识和理解.进而发挥传统节日认同的凝聚力量。“借助集体记 

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①

通过传统节日的特定庆典仪式和生活实践.文化记忆的历史生活得以重现.在集体参与下，传 

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得到传承、传播.民众及其地域身份得到确认、强调和巩固，从这个角度上说，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关联着过去和未来，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和建构性。

当然，我们应该尊重传统节日主体的意愿，尊重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多面相呈现，避 

免旅游等活动使传统节日文化记忆资源过度商业化、单一化.尽可能延续传统节日记忆场的空间 

性、关系性和生活基础上的建构行为，保留传统节日的传统生活和文化记忆，尽量将现代性带来的 

传统节日记忆资源利用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以此满足所有参与传统节日的人的愿望和诉求。

Three Dimensions of Researches on Traditional Festiv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WANG D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Ethnic Minority Develop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raditional festivals are memorial activities of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s rhythm as 
well as cultural practice. The true in tention of the interpreting the origin of festivals is to understand 
how the cultural memorie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origins are transformed into a meaningful history 
in the lives of the festival s subjects・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clud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elements and modern life・ Tradition is not only about the current life, but also related to cultural 
memories of the past・ With the demand of people's life, cultural memorie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tegrate・ interweave and embody the multip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 it is 

also promoted by the various life relationships that cultural memorie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focusing on rituals const ruction are transmitted and developed. Cultural memories of traditional fes
tivals start from the present • connect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and imply the sense of equality in 
people's life behavior and ways of speaking. They als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rming the con
sciousness of 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aping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i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al memories; Origin； Construction； Inheritance

(责任编辑林间)

① 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9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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