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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曾几何时
,

戴着欧洲中心主义眼镜的访客
,

进入到与 自己

文化完全不 同的
“

他者的世界
” ,

把大量猎奇式的
“

异文化
”

记录

和描述
,

呈现给文明世界
。

一些人类学家摒弃野蛮和文明的二元判断
,

从
“

他者
”

的立

场去听
、

去记录
、

去参与
、

去观察
“

他者的世界
” ,

把文化宽容和

共生的理念推 向全球
。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 “

他者的世界
”

的屏障已经消逝在历史

的烟尘 中
,

同其他社会一样
, “

他者的世界
”

也被纳入全球体 系

之 中
。

在今天的世界
,

我们 已经很难用你的文化还是我的文化来

寻找边界
,

但这些边界或许存在于我们的意识结构之中
。

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
“

他者
” ,

已经成为这一学科的代名

词
。

在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
,

增进对
“

他者的世界
”

的

认识和理解尤显迫切
,

因是之故
,

本刊特辟
“

他者的世界
”

专栏
,

期待人类学家在文化融合和社会互动中发挥愈益不可或缺的

作用
。

特约编辑
:

麻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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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滋瓜葵欲获溉价洪粼

【文 / 高丙中】

呻容提要〕本文针对的直接问题是法定假 日没有充分的配套的文化生活
,

而民间传统节 日文化没有法定假

日提供活动的充足时间的矛盾
。

作者主张把节假 日的设置作为一项根本的国家制度来严肃地对待
,

通过对

中国节 日的历史演变的梳理
,

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节假 日体系的检讨
,

认为国家有必要承认若干民间节

日在国家时间框架中的地位
,

重新调整法定假 日的分配
,

让官方纪念 日系列与民间传统节 日系列在同一个

节假 日体系里具有一种新的结构关系
。

A b s t ra e t : In C h in a , o ff ie ia l h o ! id a y s a er n o t a e e o m P a n ie d w it h s u ff ie ie n t e u lt u ar l a e tiv it ie s ,

w h e r e a s n o n 一 。什ie ja l e u t一

t u ra l f e s t iv it ie s a r e n o t le g it im a t e h o ljd a y s
.

T h js a u t h o r h o ld s t h a t t h e h o ljd a y s y s t e m 15 a f u n d a m e n t a l s y s t e m o f t h e

e o u n t ry a n d s h o u ld b e t a k e n s e r io u s ly
.

B a s e d o n a n h is t o r ie a l s t u d y o f t h e h o ljd a y s y s t e m jn C h jn a ,

t h is a u t h o r

u r g e s a h ig h e r tS at u s t o b e g r a n t e d t o th e t ra d itio n a l b u t n o n 一 o ff ie ia l h o lid即5 a n d t h e in e lu s io n o f t h e m in t h e
Off i一

e ia j h o lid a y s y s t e m
.

空间和时间都具有工具性
。

空间
,

落实于土

地
,

是生产要素
,

是要有产出的
。

时间
,

表现于计量

单位
,

是服务于效率和便利的
。

空间和时间又都具

有政治性
。

以领土形式出现的空间和以民族节 日

形式出现的时间是民族国家的存在方式
,

自然就

是建立共同体认知和体验的核心范畴
。

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制度安排是以各种共同体

的形式存在的现代社会的一切制度的基础
。

节假

日体系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根本性的制度
,

我

们要非常神圣地对待
,

就像我们对待我们的 9 6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一样
,

因为一个是我们生存的

空间框架
,

一个是我们生存的时间框架
。

近代以

来
,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的领土

有足够的重视
,

却一直没有能够以同样的心态善

待自己的节假 日体系
。

今天
,

中国人民和政府正在

为中华 民族的存在争取一个更加合理的时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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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

其中
,

在生存空间上要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问

题
,

在生存的时间框架上要解决节假 日体系严重

扭曲的问题
。

直接地看
,

节 日文化通常是一个民族的生活

文化的精粹的集中展示
。

间接地看
,

现代国家的节

假 日体系是反映一个国家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民族

精神状态的风向标
,

是反映政府与人民
、

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的重要指标
。

国家对节假 日的制度安排

应该考虑如何把节假日作为展示民族文化
、

增强

民族认同的机制
。

从这种思想出发
,

我们看到我们

国家对于节假 日的制度安排存在认识上的偏颇和

技术上的一系列问题
。

中国的节假 日制度的直接问题主要在于法定

假 日没有充分的配套的文化生活
,

而丰富多彩的

民间的
、

传统的节 日文化没有法定假 日提供活动

的充足时间
。

其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我们没

有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 另一方面在于我们

没有处理好时间的工具性与政治性的关系
。

当我

们在现代极力用西历完全取代夏历的时候
,

我们

只看到了历法是计算时间的工具 ; 当我们多次要

消灭传统节 日习俗的时候
,

我们没有认识以传统

节 日为代表的时间框架对于我们的共同体的政治

和文化的意义
。

对时间进行工具性的管理
,

怎样出

效率
、

怎样便利就怎样好
。

对时间进行政治和文化

意义的设计
,

怎样有利于共同体的存在就怎样好
。

前者要求普世性
,

后者要求民族独特性
。

我们认为
,

为了解决我们的节假 日体系的问

题
,

国家有必要在承认春节
、

清明节
、

端午节
、

中秋

节或许还有重阳节这些
“

大节
”

作为具有普遍的群

众基础的时间主轴的事实的基础上
,

重新调整法

定假 日的分配
,

让官方系列
、

现代系列与民间系

列
、

传统系列在同一个节假日体系里具有一种新

的
、

更符合时代需要的结构关系
,

让它既具有足够

的普世性而带来国际交往的便利
,

也具有充分的

民族性而传递社会文化价值
。

一
、

中国节 日体系演变的主要脉络

(一 )传统节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的岁时节 日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
,

成长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

定型于隋唐两宋时

期
。

先秦时期不仅形成了以春社
、

伏 日
、

秋社
、

腊 日

为主的节 日序列
,

为后世丰富节 日文化奠定了一

个框架
,

而且这一时期积累的包括二十四节气和

干支记 日的历法以及包括祖先崇拜
、

天地崇拜等

原始宗教信仰也为后世创设繁富的节 日民俗准备

了大量的文化素材
。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

中国的节 日习俗获

得了长足的发展
。

新的社会经济条件
、

稳定的历

法
、

道教和佛教的浸润
,

是这一时期节 日习俗欣欣

向荣的生长点和营养素
。

这一时期的节 日序列可

以梁代宗凛的《荆楚岁时记》为代表
,

主要包括正

月一 日元旦
、

正月七 日人 日
、

立春 日
、

正月十五 日
、

正月晦日
、

二月八 日
、

春分日
、

社 日
、

寒食
、

三月三

日
、

四月八 日
、

四月十五日
、

五月五 日
、

夏至节
、

六

月伏 日
、

七月七日夜
、

七月十五 日
、

八月十四日
、

秋

分
、

九月九 日
、

十月朔 日
、

冬至 日
、

十二月八 日
、

除

夕等
。

其中
,

除正月十五尚未成为灯节之外
,

还没

有把清明和中秋视为节 日
。

隋唐两宋时期在节 日民俗方面又有重大建

树
,

据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 》所述
,

当时的节日计

有元旦
、

立春
、

人 日
、

上元
、

正月晦
、

中和节
、

二社

日
、

寒食
、

清明
、

上巳
、

佛诞 日
、

端午
、

朝节
、

三伏节
、

立秋
、

七夕
、

中元
、

中秋
、

重九
、

小春
、

下元
、

冬至
、

腊

日
、

交年节
、

岁除
。

这一序列基本上囊括了传统社

会的重要节 日
,

元明清时期对这一体系没有大的

突破
。

但对传统节日实现了重大调整
,

突出新年
、

清明
、

端午
、

中秋等四大节 日在社会生活中的地

位
,

以适应民众生活的需要
。

口
7 4



“

他 者 的 世 界
”

重要的传统节 日同时也是官方的假 日
,

体现

着官与民在节假 日体系中的协调与统一
。

历代在

重要节 日的放假或有不同
,

假期有 10 天
、

7 天
、

3

天
、

1天等安排
,

如唐朝给官员放假
,

在中秋节是 3

天
,

在清明是 4 天 ; 明朝的假 日在冬至是 3 天
,

在

元宵节是 10 天
。

中国的节 日体系是一种成熟的文明的缩影
。

它既是我们先辈长期不懈地探索 自然规律的产

物
,

包含着大量科学的天文
、

气象和物候知识
,

也

是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
、

审美意识和道德伦理的

集中体现
。

因为有这一比较科学的时间框架
,

才有

中国的古典文明的繁荣 ; 因为有繁荣的中国古典

文明
,

这一节 日体系的内容才异常丰富多彩
。

中国传统的节 日体系既为社会提供时间容

器
,

也是塑造社会的时间模具
。

它所依据的历法主

要是阴历
,

同时兼用阳历
。

阴历依据月亮的弦
、

望
、

晦
、

朔确定月的周期
,

阳历依据从地表观测到的太

阳的变化确定年的周期
。

中国人经过许多代人的

知识积累而在汉代完备起来的二十四节气就是一

个科学的阳历年的周期
。

例如
,

春节
、

中秋节等与

月的圆缺联系在一起
,

清明节
、

夏至 (端阳节 )
、

冬

至等与太阳在回归线上的来往联系在一起
。

综合

太阳和月亮与人和 自然的关系来确定节 日的时

间
,

能够更好地体现人与天 (自然 )的关系
。

中国人

对月亮和月光的细腻感受发展为很独到的文化创

造
,

由此积累的文化对人类文明是一个巨大的贡

献
。

中国人民重视阴阳平衡
、

天人合一
、

顺其自然

的哲学思想
,

欣赏柔美
、

重团圆的美学和伦理观

念
,

都蕴涵在中国独特的节 日体系之中
。

这些思想

观念对整个东亚都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

至

今仍然部分地活跃在韩国和日本社会
。

(二 )现代中国的节 日体系的二元结构

在传统社会
,

中国也有朝野之分
、

官民之分
、

雅俗之分
、

贫富之分
、

贵贱之分
,

但是在节假 日所

代表的时间框架上却是高度整合
、

统一的
。

官方的

假 日是顺应民间的节日的
。

可是
,

这种官与民在时

间框架上的和谐关系在现代一分为二
,

衍生出或

冲突 (压制与抵抗 )或兼容 (并存与互补 )的复杂关

系
。

辛亥革命之后
,

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标榜 自己

的现代性
,

放弃作为王朝遗产的
“

夏历
”

的官方地

位
,

改用
“

公历
”

(西历 )
。

纪年以中华民国取代历来

的帝号
,

但不是 以夏历
,

而是以西历的 19 12 年 1

月 1 日为中华民国元年的开始
。

按照最初的法令

②
,

中华 民国以西历为主
,

兼用传统的阴历
。

在中

华民国还没有形成 自己的节假 日体系之前
,

曾经

乐于借用传统的节 日作为国家法定的假 日
。

19 14

年 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 中提

出
: “

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
,

端午为夏节
,

中秋为

秋节
,

冬至为冬节
。

凡我国民均得休息
,

在公人员

亦准给假一 日
。 ”

③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
。

阴历的

1月 1 日要把 自己原有的名称
“

元旦
” 、 “

新年
”

让

给阳历的 l 月 1 日
,

自己则被称为
“

春节
” 。

现代国家一经诞生
,

就 自信自己在开创历史
,

就把 自己要纪念的重要 日子作 为全民的假 日
。

19 1 2 年 9 月 24 日北京临时政府所拟
“

国庆 日和

纪念 日案
”

被参议院通过
: 以 10 月 10 日为国庆

日
,

1 月 1 日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纪念 日
,

2

月 12 日为宣布共和
、

南北统一纪念 日
。

到 19 2 9

年
,

这种纪念 日已经增加到 28 个
。

后来为了便于

记忆和放假
,

纪念 日又经合并与删减
,

数量变少

了
。

大致说来
,

中华民国的主要节 日有元旦
、

国庆
、

革命先烈纪念 日
、

国耻纪念 日
、

国父诞辰
、

国际妇

女节
、

儿童节
、

国际劳动节
、

学生运动纪念日
、

教师

节
、

植树节等
。

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按照公历建立

了一个新的节 日体系
,

并在这些 日子举行 自己的

新式仪式
。

而民众
,

尤其是城市私营部门的劳动者和农

民
,

仍然按照夏历过 自己的年和节
。

自然
,

那些过

官方节 日的人回到家里也还要参加传统的节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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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这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推动现代化而建立了

自己的节 日系列的民国政府所不能置之不理的
。

它下了很大决心要用官方时间框架整合民间节

日
。

19 2 8年 5月 7 日内政部呈国民政府
,

要求
“

实

行废除旧历
,

普用国历
” ④的社会工程

,

原因是
“

考

社会 日常状况
,

十余年来
,

依然沿用旧历
,

周知改

正
, · · · ·

一般民众之赛会
、

休沐
,

益复寻朔计望
,

蒙

昧如故
,

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
,

百度维新之际
,

而

政令与社会现状
,

如此悬殊
,

若不根本改革
,

早正

新元
,

非惟贻笑列邦
,

抵梧国体
,

核与吾人革命之

旨
,

亦属极端背驰
。 ” ⑤于是

, “

拟办法八条
,

冀从根

本上谋彻底之改造
。 ” ⑥其中

,

第二条办法是严禁

私售旧历
、

新旧历对照表 ;第三条办法是严令京内

外各机关
、

各学校
、

各团体
,

除国历规定者外
,

对于

旧历节令
,

一律不准循俗放假 ;第四条办法是通令

各省区市妥定章则
,

公告民众
,

将一切旧历年节之

娱乐
、

赛会等一律加以指导改 良
,

按照国历 日期举

行
,

例如将旧历年节元旦 日应有之一切热闹娱乐

举动移至国历新年元月内举行⑦
。

但是
,

一个幼稚

的现代政府要强力改变几千年的文明所积淀的节

日民俗 自然会事与愿违
。

学者引山东《广饶县志》

说
, “

民国改用阳历
,

提倡过阳历年节
,

始尚举行
,

后督促渐懈
,

仍然趋重阴历
,

旧习惯照旧存留
” ⑧

。

不得已
,

南京国民政府在 19 34 年初停止了强制废

除阴历
,

不得不承认
, “

对于旧历年关
,

除公务机

关
,

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 ,

⑨
。

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
,

一年要分开过成两个

年 ;官方节 日
,

作为一种严肃的国家制度
,

得不到

民众普遍的关心
、

支持和参与 ;全民性的重大节庆

活动
,

却得不到官方在制度上的承认
。

中国自古以

来家国一体
、

官民一体的节 日体系就这样分化成

了一种缺陷明显的二元结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前政权的很多东西进行
“

革命
” ,

但是继承了它的节假 日体系的二元结构
,

并部分调整了那一套官方纪念 日
,

订立的节 日主

要是元旦
、

植树节
、

妇女节
、

国际劳动节
、

五四青年

节
、

儿童节
、

党的生 日
、

建军节
、

教师节
、

国庆节
,

外

加一个传统的春节
。

其中
,

全民假 日安排在元旦
、

春节
、

劳动节
、

国庆节
。

这项时间制度由政务院在

19 49 年 12 月 23 日颁布
。

新政府具有大得多的社

会动员能力
,

能够吸引
、

组织民众参加官方节 日活

动
。

但是
,

传统依然保持着它的赓胜
。

由于私有经

济继续存在
,

城市的私营部门的从业者和农村的

家户劳动者可以灵活安排时间
,

他们在传统节 日

自己给自己放假
,

为节 日活动的延续提供了时间

保证
。

由于脱离了长期的战乱
,

社会安定
,

人民的

生活有所改善
,

人们能够更好地开展传统的节 日

活动
。

当然
,

也会有一些新社会所特有的活动出现

在传统节 日里
。

传统节日民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也是一波

三折的遭遇
。

在起初的十多年
,

政府不断创设
、

积

累按照 自己的价值所设计的纪念 日的活动仪式
,

并尽量影响传统节 日习俗的内容朝向有利子国家

意识形态的方向变化
,

但还是容忍民间自发沿袭

传统的节俗的
。

这其间贯串的在生活层次进行文

化整合的意图
,

一俊条件成熟
,

就会被坚决地贯

彻
。

我们这里仅以境遇较好的春节为例
。

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
,

春节被列为全民节 日
,

有三

天的假期
,

比国庆节 ( 2天 )
、

劳动节 ( 1天 )L
、

元旦

( 1 天 )的假期都长⑥
。

春节虽然纳人国家制度
,

全

民年年在过
,

但是
,

其他假日都是按照政府的设计

在举办仪式活动
,

与政府的理念具有天然的内在

一致性
,

只有春节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定假日
,

与时代话语具有先天的紧张关系
。

从历年的《人民

日报》来看
,

春节期间的祭拜活动 (迷信 )
、

燃放鞭

炮 (危害 )
、

大吃大喝 (浪费 )一直在受批判
。 “

文化

大革命
”

兴起不久
,

国务院在 19 67 年 l 月 30 日发

出通知
,

说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
,

根据群众要求
,

春节不再放假
。

第二天
,

全国的报纸发出一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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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者 的 世 界
”

之声
。

以后十来年的每年此时
,

报纸都要大张旗鼓

地宣传
,

要求大家过一个
“

革命化的春节
” ,

也就是

春节不休息
,

坚持
“

抓革命
,

促生产
” 。

记得当年我

们家的猪圈门上就写着
“

三十不停战
,

初一坚持

干
”

的口号
。

到 19 79 年 1月 17 日
,

《人民 日报》以

分别题为
“

为什么春节不放假 ?
” 、 “

让农民过个安

定年
”

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
,

表明政府对春节休

假制度的回归态度
,

几天之后
,

部分省区宣布恢复

春节放假
,

次年全国恢复旧制
。

人民共和国更有能力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文

化整合
。

正常的过节要社会大众有共同的 自由时

间
,

要张扬
,

要有 自豪感
。

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实

践
,

城市的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农村的人民公社

建设把人民大众的时间纳人到国家的管理范围
,

国家的宣传教育和文化革命使传统的风俗习惯成

为反面的东西
,

人们没有共同的时间
,

也不敢大

肆
、

公开地继续过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节 日
,

最多只

能私下里以简略的形式过一下节 日仪式
。

从
“

文化

大革命
”

的破
“

四旧
”

兴起之后
,

人民除了被组织起

来参加国家的节庆活动和生产劳动
,

就没有机会

过传统的节
。

二元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一元在这个

特殊时期潜藏起来了
,

只有一部分民众仍然坚持

以简略的形式过一过传统的大节
。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以来
,

人们获得了越来

越大的自主性
,

可以 自主支配 自己的时间
,

可以在

私下和非正式的公开场合安排 自己的活动
。

经过

这么多年的自发选择
,

传统节 日民俗在全国城乡

得到了很大的复兴
。

节 日民俗的二元结构由隐性

又变为显性
。

国家面对民间节 日体系恢复的事实
,

把春节作为法定假 日
,

并对假 日的时间有所延长
。

这种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
,

但是 由于认识的局限

性
,

调整远远没有到位
。

官民分立的基本格局没有

得到改变
。

在中国努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两个共和国

里
,

民间传统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打击和破

坏
。

政府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

引进西方文化
,

使

之与传统文化整合
,

采用一些工程或者运动的手

段
,

这在大方向上并没有错
。

问题一是出在政治人

物急于求成
,

而结果适得其反 ; 二是出在知识分子

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出了片面的思想
。

从西

方引进 的新文化要通吃或者消灭传统民间文化
,

从节 日习俗的顽强生命力来看
,

是做不到的
。

压制

遭遇的是抵抗
,

其结果是潜藏之后再复兴
。

这与同

样是后发现代化的日本能够让传统民俗与现代文

化结成正面关系的历史是不同的
。

日本的知识分

子和当政者具有善待传统的明确观念
,

并找到了

传统与现代通过妥协
、

互补达成融合的方法
。

而在

我们这里
,

无论是在没有
“

人民
”

的共和国还是在

有
“

人民
”

的共和国
,

知识分子都没有找到友好地

连接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民俗的纽带
。

二
、

对现有节假日制度的反思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

国家的法定假 日大大

地增加了
。

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的标

志
。

但是
,

我们的研究发现
,

增加节假 日是对的
,

而

主要往现代节 日体系里增加的思路值得检讨
。 “

五

一
”

和
“

十一
”

的休假变长了
,

可是国家在这个时间

只有很简单的仪式活动
,

大多数民众没有什么非

做不可的事情
。

民众有非常重要的清明
、

端午
、

中

秋
、

重阳等节 日需要休假时间去开展活动
,

可是国

家并不把假 日安排在这些时间
。

国家在春节也放

长假
,

似乎也照顾了民俗的需要
。

其实不然
。

国家

春节假 日的安排并没有充分考虑民俗活动的需

要
。

例如
,

假期从初一开始
,

不便于人们开展传统

的节俗活动
。

不为大年三十的节俗提供时间保证
,

就说明不是在传统的立场考虑过年的问题
。

显而

易见
,

节假 日的增加没有充分顾及传统节 日体系

的要求
。

国家增加法定假 日主要是为了适应短缺经济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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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过剩经济的转变
。

在处于短缺经济的时期
,

国家

需要尽量增加劳动时间来提高总产值
,

降低物资

短缺的程度
。

当我们迈进生产过剩 (或局部过剩 )

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时候
,

国家的问题由供给不足

突变为消费需求不足
。

经济学家呼吁利用增加假

日拉动消费
。

我们认为增加的假 日发挥了作用
,

但是没有

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

如果把增加的假 日分配在

传统的节日里
,

它们除了发挥现有的对于物质再

生产的作用之外
,

还可以发挥对于社会文化再生

产的作用
。

古典的社会理论把生产和消费看作对立的范

畴
,

相信限制消费有利于增加生产
。

后来的理论认

为增加消费有利于增加生产
。

新的理论主张
,

休闲

与消费不仅产生需求以推动物质再生产
,

而且可

能在这个过程中使特定的观念得以体现
,

使特定

的社会关系得以建立
、

巩固
,

进而使特定的社会文

化得以延续和加强
。

简而言之
,

休闲与消费不仅产

生了物质再生产的需要
,

而且是社会文化再生产

的机会和机制
。

把假 日全部分配给没有民俗基础

的日子
,

不如把它们分配给民俗节 日更有社会意

义
。 “

五一
”

和
“

十一
”

各有一天的假就足够我们举

行应有的仪式与其他活动了
,

多给的假 日相比之

下都是意义空泛的日子
。

清明
、

端午
、

中秋
、

重阳作

为假日
,

一方面可能比那些空泛的日子更能够实

现刺激消费的目的
,

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中华民族

的若干重要的价值有更好的机会在生活中传承并

发扬光大
。

英国
、

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都是把绝

大多数全民性的法定假 日分配给具有悠久 的宗

教
、

民俗和历史传统的节 日和纪念 日
,

如圣诞节
、

新年
、

复活节
、

国庆节 (女王诞辰 )
、

各种烈士 (老战

士
、

英雄 )纪念 日 (胜利 日 )
。

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有

两点
。

一是兼顾现代国家观念和文化历史的连续

性
,

一方面重视国庆节
,

并设立专门的假 日让国人

有时间纪念为国牺牲的人
,

另一方面重视文化根

源
、

文化认同和历史连续性
,

尽量把认同的历史拉

长
,

于是有宗教性纪念 日
、

皇室纪念 日的地位
。

一

是按照传统节日和现代纪念 日的实际需要分配假

期
,

基本上没有造成政府的现代纪念日有多余的

假 日而重要的传统节 日没有假 日供民众开展活动

的问题
。

中国的一些传统节 日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很

受重视
。

春节在韩国
、

越南
、

新加坡都是最主要的

假 日
,

韩国甚至把中秋节列为法定假 日
。

日本本来

一直使用和中国相同的阴历
,

隆重地过春节
,

还过

端午节
,

明治政府在 18 72 年宣布改用西历
,

把春

节的习俗和仪式挪到西历的元旦来过
,

从 18 7 3 年

开始
,

春节和元旦就合而为一了
,

避免了中国现代

以来节日体系二元分立的情况L
。

日本现在还把

三月三 (女儿节 )
、

五月五 (端午节
、

儿童节 )列为节

日
。

我们得到的启发是
,

别人在尊重来源于我们的

传统
,

我们自己更要给 自己有群众基础的传统以

适当的地位
。

香港和台湾现在都把春节
、

清明节
、

端午节
、

中秋节列为有假的节 日
。

这是我们可以正面对待

的事实
。

大陆和港澳台在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文化

上有意识形态的差别
,

但是两岸四地的民众在传

统节 日文化上是相互认同的
。

中国共产党在一段

时间把自己定位于现代的代表
,

未来的代表
,

甚至

为此不惜与传统决裂
。

虽然这是激进的
,

造成了文

化上的严重问题
,

但是从总体上看
,

这在过去的一

个时期对于领导人民加速国家的现代化是有助益

的
。

然而
,

我们要看到
,

我们当前面临的首要的紧

迫问题是国家的统一
,

其次是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

现代化已经是上了轨道的过程
。

从本课题所关心

的节日文化来说
,

我们可以如此回应这两大问题
:

通过以节 日为标志的同质性更大的时间框架来加

强对于以领土为标志的空间框架的认同
,

以服务

于国家统一的目标 ; 通过选择性地承认民众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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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者 的 世 界
”

北京传统节日中的民间花会
。

(高丙中提供 )

化并加以积极的引导
,

使政府成为民族
、

民间优秀

传统的代表
,

从而被民众认可为 自己的代表
,

也就

是说
,

政府通过承认传统节 日在制度内的地位而

让 自己获得代表一个原来被忽视的部分的合法

性
。

曾经
,

主张代表传统的是守旧派
,

主张反对传

统的具有正当性 ;今天
,

已经是今非昔 比
,

当政之

道是善待传统
,

尤其是民间传承
。

三
、

传统节 日民俗的文化价值

中国传统的节日是中国极其多样的习俗的代

表
,

具有丰富的内涵
,

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思想精

华
,

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

美学观念和伦理思想的

体现
。

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发掘出充分的现实意义
,

以便我们在今后的节 日文化建设中善加利用
。

中国传统的节 日习俗体现着中国人民关于人

与自然的关系的朴素而深刻的思想
。

这一节 日体

系的设置兼顾太阳和月亮与地球和人类的关系
,

让民众依照自然节奏适应气候周期的规律
。

虽然

在主旨上各有侧重
,

但是都包含了人与 自然和谐

的理念
。

这种哲学思想在今天弥足珍贵
。

人们的节

日仪式既表现出顺应自然的一面
,

也表现出有所

作为的一面
。

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是人被动地依赖

自然
,

而是人努力之后达到的境界
。 “

能动地适

应
” ,

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高明的世界观
。

中国人适应 自然
,

并且能够上升到欣赏 自然

的高度
。

人们在节 日活动中亲近 自然
,

清明踏青
,

端午临水
,

中秋赏月
,

除夕守岁
,

感受生长的美
、

运

动的美
、

圆满的美
。

这种对自然的审美转化为社会

和人伦的观念
,

成为以和气
、

团圆为价值的社会

观
。

人们在平 日忙于生计
,

节 日的设计固然是让

大家休息
、

享受的
,

但是节 日毕竟是一种公共文

化
,

主要是用来传递文化价值
,

为人们建立
、

维护

一定的社会关系提供机会的
。

仅从
“

四大节
”

来看
,

社会营造喜庆的气氛让大家相聚
,

互相用仪式
、

礼

节培植人与人的正面关系
,

无论是衣食住行
,

还是

吃喝玩乐
,

都强调通过赠送
、

回报
、

分享
、

共享来达

到对于固有关系的刷新和发展L
。

中国作为一个

文明社会
,

其文明的标志直接体现在节 日习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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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生生不息的文明既要有历史关怀
,

也要有对

未来的展望
。

节日的文化设计让大众在特殊的日

子里能够具体做点什么
,

同时又让这些活动与人

们短期的生活目标
、

长期的希望
、

人生的理想联系

在一起
。

中国人没有单一而普遍的宗教信仰
,

大家

是在节 日中通过尊敬老人
、

纪念先人和礼拜神灵

的仪式表达对历史的尊重和传承传统的承诺
,

通

过祈福
、

祝福晚辈来表达对未来的希望和关爱
。

中

华文明的人性之美
、

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能够存

续
,

都依托于自己的节日习俗所保藏的契机
。

这里有一些可能会被称为
“

迷信
”

的东西
,

但

是
,

人们无意于
“

搞迷信
” ,

很多时候是通过具体一

点的
“

迷信
”

方式表达比较抽象的思想关怀
。

另一

方面
,

我们要在观念上区分信仰
、

俗信和迷信
。

信

仰
、

俗信是共同体价值共享的心理基础
。

造成恶劣

后果的信仰才可以被归人
“

迷信
” 。

如果把节 日活

动中的信仰和俗信都视为
“

迷信
” ,

我们的社会就

没有了互信和认同的共同约定
。

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
,

加上政府和知识分

子的帮助
,

信仰和俗信作为
“

迷信
”

出现的可能性

应该是不断在降低
。

没有信仰
、

俗信 (其中一些被

标为
“

迷信
”

)的社会
,

还从来没有在人类历史上出

现过
。

传统节 日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仍然是广大人民

今天所认同
、

所追求的
,

是我们实现国家目标可以

借助的巨大文化资源
。

更为根本的是
,

对子广大人

民群体热衷的传统
,

一个现代的政府没有道理不

给予制度上的地位
。

四
、

对现有节假 日体系的改进意见

本项研究通过对中国节 日的历史演变的梳

理
,

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节 日体系设置的检讨
,

在参照世界一些国家的节假 日制度的基础上
,

建

议对中国现有的节假日制度进行如下改进
:

(一 )
、

国家公布全国性的节 日和纪念 日
,

既表

示对革命历史的承续
,

也表示对中华民族悠久传

统的尊重
。

纪念 日包括现有的妇女节
、

国际劳动节
、

五四

青年节
、

儿童节
、

党的生 日
、

建军节
、

教师节
、

国庆

节
,

还可以纳人辛亥革命纪念 日
、

抗日战争纪念

日
、

科技进步纪念日
、

孔子诞辰纪念 日等
,

尤其要

有先烈纪念 日
,

缅怀所有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

献身的先人
。

其中
,

教师节和孔子诞辰纪念 日可以

考虑合并
,

就像以前曾经设计过的那样
。

节 日包括现有的元旦
、

春节
、

植树节
,

政府还

宣布承认传统的重大节 日如清明节
、

端午节
、

中秋

节
、

重阳节等作为国家节日的地位
。

(二 )
、

把春节的假 日往前挪一
、

二天
,

以方便

民众旅行
,

做年前准备 ; 把清明节
、

端午节
、

中秋

节
、

重阳节纳人国家法定假 日体系
,

考虑把春秋两

季
“

五一
”

和
“

十一
”

期间延长的假 日移过来放在清

明节
、

中秋节
。

让国家假 日向更有群众基础
、

更有文化积淀

的传统大节倾斜
。

通过节日体系
,

让大陆和港澳台

在文化上走得更近
,

让海外华人与中国在文化上

更亲
。

中国政府具有很多种代表性
,

其中或许有一

些是可以不代表的
,

但是有一种是绝对不能不代

表的
,

那就是在文化的代表性
。

中国政府要在文化

上更完整
、

更全面地代表中国
。

如果这几个大节的假期可以让 民众安排 回

家
、

回乡的旅程
,

既满足了经济部门希望通过假 日

经济拉动内需的要求
,

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

还加强了政府在文

化上代表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正当性
,

顺便也可能

减缓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
。

传统节 日依据阴历计算
,

而国家的主历法是

阳历
,

阴历的节 日在阳历上不固定
,

有人可能会担

心会造成混乱
。

我们注意到
,

世界各国的假 日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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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者 的 世 界
”

有不固定在公历的某一天的现象
,

例如伊斯兰教

国家都有这种情况
。

即使是在西方国家
,

若干确定

在星期几的假 日也是每年变动的
。

中国的节假 日

调整将要出现的情况
,

许多国家的做法已经证明

是没有问题的
。

针对月晦月圆的规律
,

阴历是十分

科学
、

准确的
。

在农村地区
,

人们仍然习惯使用阴

历
。

在城市里
,

人们普遍使用挂历
,

阳历和阴历的

对照很清楚
。

人们对每年的节假 日分别处于阳历

和阴历的哪个时间
,

大都有机会
、

有条件知道
。

(三 )
、

把先烈纪念 日和植树节列为假期
,

和清

明节连在一起放假
。

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
,

已经是一个全国性

的
J

惯例
。

近一些年兴起的一个新的作法是对黄帝
、

炎帝的公祭
。

新的纪念 日要把二者包容在一起
。

在

这期间专设
“

先烈纪念 日
”

而不再限于纪念革命烈

士
,

就把我们国家的历史认同从几十年或一百多

年 (起于以鸦片战争 )拉长到中华文明意义上的历

史长度
。

或许有人担心百姓都去祭扫 自家先人
。

我想

问
,

现在还有足够的老百姓怀着对先人的感恩祭

拜他们
,

你们已经阻拦了这么多年并要继续为难

下去 ;再过一些年
,

当社会普遍连对先人的感恩观

念都没有的时代真的降临的时候
,

这样的华人社

会会有怎样一种秩序 ? 人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做

很多事情
,

有人或者有许多人去扫墓
,

也不一定就

是坏事
。

如果老百姓没有扫墓的习俗
,

纪念先烈
、

烈士的活动是很难让人们相信是有意义的
。

这个时期也适宜栽树
,

把春游
、

扫墓和栽树安

排在一起
,

对于各个方面都是很大的方便
。

由于清

明节一般在公历的四月四 日至六 日的某一天
,

我

们可以按照公历把先烈纪念 日
、

植树节分别定在

四月四 日
、

四月五 日
。

在一些年
,

它们会和清明节

重合
。

无论如何
,

它们都组成一个连续的假期
,

大

主题是纪念先人
、

春游
、

植树
、

爱护自然
。

(四 )
、

容许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公布地方性的

节 日与纪念 日
,

并可以在国家假 日之外设立少量

的地方性假 日
。

(五 )
、

为了让节假 日制度的改进具有可靠的

民意基础
,

建议实施一项全国性的抽样问卷调查
,

看具体的方案是否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
。

我们希望如此改进的结果首先是缓解现代新

兴纪念 日与民间传统节 日争夺仪式空间和有限假

期的紧张关系
,

然后是让国家对时间的管理从偏

于工具性的考虑向多重视一些政治和文化的价值

转变
。

节假 日体系是民族国家在时间管理上突出

民族性的着力点
。

如果连节假 日体系的设置都偏

于效率和工具的观念
,

那将是国家管理时间的战

略失误
。

注释
:

①本文是在中国民俗学会的课题
“

中国节日民俗传统研

究
”

的基拙之上完成的
,

在此特别感谢刘魁立先生和萧

放
、

陈连山
、

黄涛等学会同仁给予的意见和启发
。

②在 1 91 2 年 1 月孙中山签发的 《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

历 书令》中记载
: “

一
、

由政府于 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 书
,

颁发各省
。

二
、

新 旧二历并存
。

三
、

新历下附星期
,

旧 历 下

附节气
。

四
、

旧时习惯可存者
,

择要附录
,

吉凶神宿 一律

删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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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参见杨 飞霞
: “

民国政府对春节的改革
” ,

未刊稿
。

⑧简涛
:

《立春风俗考》
,

上海文艺 出版社 1 998 年版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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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伍野春
、

阮荣
: “

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
” ,

《民俗研究》
,

2 0 0 0 年第 2 期
。

L也有例外
,

如 19 53 年 4 月 29 日政务院通告
,

五一 劳

动节放假 2 天
。

⑥见政务院令 27 0 号 ( 1 94 9 年 12 月 23 日 )《全国年节

及纪念 日放假办法》
。

L这里的中日差别 除了思想原因之外
,

还有一个技术障

碍
。

月形是中国几个重要节日的存在条件
,

没有圆月就

没有中秋节
。

这在 日本不是突出的问题
。

中国的节日民

俗和 中国人对月亮的审美与 阴历 的存废紧密联系在一

起
。

L在这里引入功利 的思维
,

大家看到
,

节 日是中国的社

会资本的最重要的生产时机
,

节日习俗是社会资本的最

有效率的生产机制
。

在一定的意义上
,

中国的文化和社

会的连续性与 中国的节日习俗的传承是互为因果的
。

高丙中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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