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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岁时节 日的形成及特点

李 惠 芳

我国传统 的岁时节 日
,

是农业文明的伴 生物
。

节期 的最初选择与确立
,

与天文
、

历

法知识的发达有关
.

原始信仰是岁时风俗产生的土壤和温床 ;祈望人寿年丰则是岁时

节 日 的人生寄托
.

传统节 日具有三大特点
:

鲜明的农业文化特色
; 浓厚的伦理观念和

人情味
;
节俗的内容与功能 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发展

。

岁时节 日
,

主要是指受天候
、

物候
、

气候的周期性转换所影响
,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

成
、

具有某种特定风俗活动内容的那些时日
。

不同的节 日
,

有不同的民俗活动
,

且以年为周期
,

循环往复
、

周而复始
。

节 日的形成与发展
,

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

我国传统的岁时节 日
,

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
。

丰富多彩的节俗文化链
,

不仅记载着我们祖先对 自然运动规律的认识与把握
,

也显示了各个不

同历史阶段的社会
、

经济
、

科技发展的水平
,

同时
,

也反映了我国民众那张弛有度
、

应时而作的

自然生活节律
。

研究节俗产生
、

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

对于正确认识节 日文化现象
,

积极引导节俗活动的健

康发展
,

有着十分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

一
、

节期的最初选择

岁时节日的成立
,

有两项必不可少的要素
:

一是有相对 固定的节期
; 二是节期中有特定的

民俗活动
。

检视一下我国的岁时节 日链
,

不难发现
,

节期的最初选择与确定
,

是 以天文
、

历法知

识的发达为基础的
。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
。

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
,

原始农

业已经出现
。

农业生产要求准确地掌握农事季节
。

而在
“
山中无历 日

,

寒暑不知年
”
的上古时代

,

人们没有完善的历法与计时工具
,

只能依靠对天象旧 月星辰的变化 )
、

物象 (动植物随季节而

起 的变化 )和气象 (寒暑冷暖的变化 )的观察来决定农时
、

指导生产
、

安排生活
,

即所谓
“

观象授

时
” 。

所 以
,

我国古代天文知识发达甚早
。

在现存的殷墟甲骨 卜辞和商代金文以及先秦的诸多

典籍中
,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人对 日月五星及二十八宿频繁观察的记录
,

而且还发现
,

我们的

祖先
,

很早就已懂得利用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座来定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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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象的观测及记录
,

使人对天象周期性变化的规律有了认识
。

日月运行 的规律
,

形成了人们对时间的量度观念
:

日出 日落
,

是为一天 ; 月圆月缺
,

是为一

月
; 日远 日近

、

寒来暑往
、

谷物由播种到成熟
,

是为一年
。

经过长期观察
,

人们发现
,

年
、

月
、

日三

者之间
,

呈现一种大致相统相属的运行规律
,

但年
、

月又都不是 日的整倍数
。

随着观测技术的进

步
、

测量精度的提高
,

人们终于发现十二个朔望月共 3 5」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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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差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

为了使历年的平均长度大约等于一个回归年
,

并和天象及 自然季节

大致协调同步
,

于是
,

殷周时已开始置闰
,

这便有了最早的历法
。

以朔望月为单位的是阴历
,

以

太阳年为单位的是阳历
。

我国古代的历法
,

是同时兼顾到朔望月与太阳年的阴阳合历
,

即平年

十二个月
,

闰年十三个月
,

十九年共闰七个月
。

由此
,

年
、

月
、

日等计时单位便能确定了
。

进而
,

昏
、

旦
、

朔
、

望
、

日南至
、

日北至
、

日夜分
、

岁首
、

年末等时 日
,

也能准确的排定
,

并以它们各 自在岁

月座标上所处的特殊位置而受到人们的特殊关注
:

正月为岁首
,

正月朔
、

旦为新年之始
,

是为元

旦
;
十二月晦

,

年尽岁除
,

为除夕
.

于是
,

年节习俗的除旧布新之意有了寄托
。

有了
“

望 日
” ,

而后

才可能有正月十五
、

七月十五
、

八月十五
、

十月十五 日等节期的成立
。

历法建立以后
,

人们继续以天象
、

物候来检验历法的准确度
,

不断地充实
、

完善它
。

为了更

精确地反映四季
、

气温
、

降雨
、

物候等方面的变化
,

以指导农业生产
,

古人把黄道附近的一周天

分为二十四等分
。

根据太阳在黄道上这二十四个不同的视位置— 实际上是地球在 围绕太阳

公转的轨道上的二十四个不同的位置— 定出二十四节气
:

即立春
、

雨水
、

惊蛰
、

春分
、

清 明
、

谷

雨
、

立夏
、

小满
、

芒种
、

夏至
、

小暑
、

大暑
、

立秋
、

处暑
、

白露
、

秋分
、

寒露
、

霜降
、

立冬
、

小雪
、

大雪
、

冬

至
、

小寒
、

大寒
。

二十四节气中
,

最先测定的是二分和二至
。

《 尚书
·

尧典 》所载的
“
日中

、

日永
、

宵中
、

日短
” ,

就是春分
、

夏至
、

秋分
、

冬至四气
。

战国末年
,

《 吕氏春秋 》中又记了立春
、

日夜分 (即

春分 )
、

立夏
、

日长至 (即夏至 )
、

立秋
、

日夜分 (即秋分 )
、

立冬
、

日短至 (即冬至 )八个节气
。

自此
,

四时八节的 日期已能推定
。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客观上反映了四

季中夭候
、

物候的变化
,

成了我国古代农业社会安排生产生活的主要依据
。

节气虽然并不等于
“

节 日
” ,

但节气使一批
“

常 日
”
被特别地突出出来

,

为节 日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

岁时节 日的另一项必不可少的要 素
,

是每一个节 日总有特定的节俗活动
。

原始农业 出现以后
,

各种相应的禁忌
、

占候
、

祭祀
、

庆祝活动便相伴而生了
,

这便是最早的

节 日风俗元素
。

但它并不作为节 日风俗存在
,

常 日也一样实行
。

殷人信 卜
、

宗天
、

崇祖
、

畏鬼
。

一

年 36 0 日
,

几乎是无事不 卜
,

无 日不 卜; 敬夭祭祖交相进行
、

周而复始
;
平时饮食起居多所禁忌

,

简直到了无处不祟
、

动辄得咎的程度
。

这些习俗
,

基本上还保留了原始崇拜的遗绪
,

充满在 日常

生活的流程之中
,

具有普泛性特点
。

周人把民间俗习上升到
“

礼
”

的规范
,

祭祀
、

庆祝活动逐渐按

季节相对集中到春
、

夏
、

秋
、

冬四时或年头岁尾举行
。

春秋战国以后
,

历法逐步完善
,

四时八节
、

岁元
、

朔
、

望等时 日
,

越来越区别于常 日而被重视
。

作为节俗主要内容的各种祭典
、

庆贺
、

卜占活

动
,

多集中在这些时 日举行
,

节 日的雏形已见端倪
。

不过因为夏
、

商
、

周三朝历法不统一
,

每次改

朝换代
,

都要改律历
、

易正朔
、

重立岁首
,

节期当然也就难以 固定
。

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 (公元前

1 04 年 )
,

全国统一实行夏历
,

并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之后
,

除夕
、

元旦
、

元宵
、

上 巳
、

寒食
、

清

明
、

端午
、

七夕
、

重 阳
、

及春秋社 日
、

冬祭腊 日等传统节 日方成定制
,

以后一直沿续两千多年至

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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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节俗活动产生的内动力

岁时节 日既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
,

在考察各种节俗活动的成 因时
,

当然不能离开这个视

点
。

传统的节俗活动可以说是五彩缤纷
、

难以尽述
。

虽然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
,

有许多后续

的内涵融进其 间
。

然而
,

深究各种节俗活动产生的最初根源
,

却不难发现一个简单而又永恒的

推动力
:

即人们祈望五谷丰登
、

人畜两 旺
、

岁岁平安
。

无论是年节的鞭炮驱摊
,

还是社祀的春祈

秋报
; 无论是 四时八节的荐新祭祖

,

还是登高临水的拔楔祛避
,

莫不如此
。

人们对人寿年丰
、

如

意吉祥的不倦追求
,

借助各种古老的原始信仰架设桥梁
,

在各个岁时节 日里
,

集中而强烈地表

达出来
,

代代相习
,

演成了丰富多彩的节 日风俗活动
。

所以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节日风俗的产

生
,

与人类早期的原始信仰观念直接相关
。

一是对 日月星辰的崇拜
。

这种崇拜起源很早
。

殷人对 日神有朝夕迎送的礼拜仪式
。

周人

改为定期祭祀
。

《礼记
·

月令 》载
: “
天子春朝 日

,

秋夕月
,

朝 日以朝
,

夕月以夕
” 。

有时还把 日
、

月
、

星 三光合在一处祭祀
,

如 《周礼
·

大宗伯 》 : “
以实柴祀 日

、

月
、

星辰
” ,

《尔雅
·

释天 》亦载
: “
祭星

曰布
” 。

这种原始的祭月拜星活动与后来 中秒赏月
、

七夕拜星习俗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

二是对土地及土地神的崇拜
。

土地崇拜
,

渊源于史前时代
。

殷商时期
,

对土地的祭祀已相

当普遍
。

殷契 中
,

祭祀
“

毫土
”
的 卜辞较多

。

原始的祭法是直接向土地献祭
:

将祭品深埋或直接

灌注于地
。

周以后
,

称土地神为社神或社主
,

原始的土地崇拜发展为社祀
。

祭祀的方法多采用

封土设坛而祭或树木而祭
。

春秋战国以后
,

社祭 有很大的发展
,

国
、

州
、

县
、

里各级均有社祭
。

即

使是穷乡僻壤
,

也是
“
叩盆柑领相和而歌

,

自以为乐也
”
(《淮南子

·

精神训 》 )
。

这种原始的土地

崇拜观念
,

直接演成了后世重要的农事节 日
: “

社 日
” 。

社 日分春社和秋社
,

分别在立春和立秋后

第五个戊 日举行
。

春天向土地神祈求保佑丰收
,

秋天收获后 向土地神献祭以为酬报
。

社日在古

代是很受重视的
。

《荆楚岁时记 》载
: “

社 口
,

乡邻并结综会社
,

牲醒
,

为屋于树下
,

先祭神
,

然后飨

其昨
” 。

这是一个人神共欢的盛大的农事节 日
。

与之相关的诸多农事庆典
,

如立春 日的行春之

仪
、

亲耕大典等节俗
,

莫不导源于此种土地崇拜的观念
。

三是鬼魂崇拜
。

古人迷信人有灵魂
:

人死之后
,

肉体不复存在
,

魂却可以化成鬼
。

鬼魂具有

超人的能力
,

可以变化形态
,

暗中对人起作用
。

生前为善者
,

死后亦成善鬼
。

家中的尊长死后
,

能成为家族或家庭的保护神
,

因此受到后人的隆重祭祀
。

除了善灵和祖灵以外
,

人们认为那些

死于非命
、

中道而夭的非正常死亡者
,

死后会变成恶鬼或散祟
,

加害于人
。

为了使厉鬼不害人
,

古人想出了种种办法
:

或敬而远之
;
或退而避之

;
或者

,

驱而赶之
。

七月十五于旷野水边燃放河

灯
、

焚香化纸
、

设撰施粥
,

为的是追荐各路孤魂野鬼
,

使其有所归而不为厉
。

上 巳日河边洗浴
、

端

午插艾挂蒲
、

饮雄黄酒
、

戴长命缕
,

重九登高等俗
,

均有避邪消灾之意
。

至于年节燃放爆竹
、

击鼓

驱摊
、

去秽送穷
、

更换桃符等俗
,

则都是对鬼灵的一种强力驱除
,

很显示出人的勇气
。

此外
,

各种节 日习俗还与古人的迷信
、

禁忌
、

巫术观念密切相关
。

古人迷信征兆
,

认为吉凶

祸福
,

必有前兆
。

日
、

月
、

星
、

风
、

雨
、

云
、

雪
、

雷等诸般 自然现象均被当作征兆
。

古人根据各种兆

象
,

预测未来的事物
,

于是产生了占 卜
。

据《周易 》
、

《尚书 》
、

《史记 》等古籍记载
,

早在伏羲
、

黄帝

的传说时代
,

就有了占 卜
。

后世传统岁时节 日如除夕夜
、

立春 日
、

二月二土地公公生 日
、

花朝节
、

夏至节
、

七夕
、

中秋
、

重阳
、

冬至等都有看风云
、

占天候
、

预 卜年岁丰欠的活动
。

此类岁时习俗
,

正

是源于这种前兆迷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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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灾远祸
,

防患于未然
,

古人的禁忌观念很浓
。

体现在节 日中
,

便形成了许多禁忌习

俗
。

诸如初一 日忌杀鸡
、

寒食禁火
、

清 明忌不戴柳
、

二月二
“

龙抬头
”
闺中忌动针线

、

四月八禁屠

宰
、

五月忌曝床荐席
、

忌盖屋修灶
、

冬至 日忌住娘家
、

年节忌打碎器物
、

忌倒垃圾
、

忌烛火熄灭
、

忌说不吉利语… …为保平安
,

人们处处设防
。

与此同时
,

还伴以各种攘灾
、

祛邪
、

逐滩
、

厌胜等巫

术手段
,

希求达到求吉免祸的目的
。

所以
,

迷信
、

禁忌
、

巫术等既是传统节俗产生的土壤
,

也是传

统节俗内容的组成部分
。

由此可见
,

岁时风俗源自上古
。

如果说
,

原始信仰是节日风俗产生的土壤和温床
;
那么

,

祈

望人寿年丰则是岁时节 日的人生寄托
,

是节俗形成的原发性动因
。

三
、

岁时节 B 的民俗特点

我国传统的岁时节 日
,

最突出的特点
,

是具有鲜明的农业文化色彩
。

节日文化链本身
,

便是

农业社会生产
、

生活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

与春种
、

夏锄
、

秋收
、

冬藏的生产性节律相应
,

民

间节 日中
,

也就有春祈
、

秋报
、

夏伏
、

冬腊的岁时性生活节律
:

新岁开春
,

万物复苏
;
但冻土乍开

,

农事无多
,

农家生活相对闲适
。

人们祭天敬祖
、

鞭春劝

农
、

拜大年
、

赏花灯
、

闹社火
、

过花朝
,

感应春气萌动
,

踏青郊游
、

临水拔楔
。

通过一个个春的节

日
,

频频播下希望的种子
,

祈盼着秋天的好收成
。

入夏
,

农事渐忙
,

少有闲暇
;且冬谷既尽

,

宿麦未登
,

青黄不接
;
更兼炎夏暑热

,

疾病易犯
。

故

端午习俗主要以驱邪避瘟
、

除恶祛毒为主
。

盛夏酷暑
,

更有
“
曝书 ” 、 “

伏闭
”

等驱
、

避之俗
。

金秋时节
,

新谷登场
、

瓜果成熟
。

人们怀着丰收的喜悦
,

秋社报赛
、

荐新祭祖
、

拯孤照冥
、

团

聚赏月
、

饮酒登高
。

既是报答神明
,

也是慰劳自己
。

秋去冬来
,

大田农事告竣
。

仓康丰足
,

猪羊满圈
。

人们整米磨面
、

酿酒烘 肉
、 “

送寒衣
” 、 “

履

尊长
” 、 “

数九
”

消寒
、

饮酒
“

扶阳
” 。

直到喝完
“

腊八粥
” ,

又开始准备
“

忙年
”

— 新一轮的循环重

又开始
。

就这样
,

所有节 日
,

井然有序地分布在一年四季
,

顺应岁时节候的变化
,

应和着农业生

产的节奏
,

张弛有度
、

自然和谐
。

其二
,

我国的岁时节 日
,

充满浓厚的伦理观念与人情味
。

我国是一个贵人伦
、

重亲情的国

度
。

传统节 日中的诸多礼俗
,

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

岁节祭祖
,

源自上古的祖先崇拜
。

殷周两代
,

祖先崇拜的祭祀相当频繁
,

祖庙建筑名 目甚

多
。

春秋战国以后
,

儒家的孝道给原始的祖先崇拜更注进了新的活力
。 “

事死如生
” 、 “

慎终追

远
”

遂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社会生活的伦理原则
。

汉以后
,

岁节祭祖已成定例
,

几乎是所有节 日不

可或缺的内容
:

年节
、

元霄
、

寒食
、

清明
、

端午
、

七月半
、

中秋
、

重阳
、

冬月初一
、

冬至等节
,

或庙祭
、

或墓祭
、

或洒扫焚香
、

或望空察祝
。

新春伊始
,

祈望先祖保佑新一年风调雨顺
、

合家平安
;
新谷登

场
,

第一刁新穗用来祀天祭祖
,

以答谢祖宗的眷顾之恩
;
岁暮天寒

,

不忘给祖宗捎去 (焚化 ) 御寒

的冬衣
;
年尽岁除

,

更不忘把先祖请 回与家人团聚
。

人们通过各种节 日祝祭活动
,

表达后辈的孝

思与追念
;反过来

,

这种绵 延不断
、

周而复始的岁节礼俗
,

又不断地强化和巩固着人们的家族意

识
、

血缘亲情
。

节 日里
,

这种天伦之乐表现得格外充分
:

家人讲究团圆
;
孩子们受到格外的关爱— 新年

的椒柏酒
,

从年幼者喝起
,

端午 日首先给儿童们抹雄黄
、

戴艾虎以避邪气
,

七夕
、

重阳刻意打扮

闺中幼女
,

节 日期间孩子 们可以随意嬉 闹而不受苛责
;
亲戚朋友

、

邻里之 间
,

互相馈赠节物时

品
:

元霄的灯
、

清明的柳
、

端午的粽子
、

中秋的月饼
、

重阳的花糕… …礼尚往来
,

情深意浓
。

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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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

传统节 日已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重要的感情纽带
。

只要是 中国人
,

都可以从中真

切地体验到一种血浓于水的骨 肉亲情
,

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

亲合力
。

第三个特点
,

是节俗的内容与功能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发展
。

过去
,

有不少同志曾把传统岁时节 日分成
“
祭祀性节 日

” 、 “

庆典性节 日” 、 “
纪念性节 日” 、

“

娱乐社交性节日
”

等不同类别
;
再按不同类型分述其特点

。

可是
,

当我们认真考察了传统节日

的发展及现实存在态之后
,

我们就会发现
,

无论采用何种标准
,

都很难按单一的性质
,

对传统节

日作相应的归类
。

如有人把清明节划为农事节 日
,

因为它本属二十四节气之一
;
有人又把它划

归祭祀性节日
,

因扫墓
、

祭祖是其主要内容
; 但有人又 因清明踏青

、

郊游 已成为现代节俗中的重

要 内容
,

而将其划为游乐性节 日
。

其它如上 巳节
、

端午节
、

重阳节等 皆有类似情况
。

至于年节
,

则更是集祈年
、

祭祖
、

庆贺
、

娱乐为一体的盛典
,

因而就更不好单独划归哪一类 了
。

由此可 以看

到
:

岁时节 日的形成与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

有些节俗产生的远源可能是单一性的
;
然而后

世 的发展及现实存在态却又是综合性的
。

这正是我国传统节 日的又一大特点
。

如前所述
,

节 日风俗的缘起
,

与各种原始信仰有关
。

最早的节俗活动
,

意在敬天
、

祈年
、

驱

除
、

避邪
。

直到魏晋南北朝 以前
,

禁忌
、

迷信
、

拔楔
、

攘解等观念及活动
,

在节俗 中依然占主导地

位
。

节 日的歌舞狂欢
,

意在娱神 ; 以时品上供
,

旨在贿神 ;制作
、

佩带各种节物
,

则是为了驱鬼
。

到

后来
,

这些待遇慢慢地不再 为神独占
,

而变成人神共享
。

节 日也就逐渐从避忌
、

防范的神秘气氛

中解脱出来
,

而成为人神共欢的 日子
。

隋唐以后
,

特别是经过由贞观到开元近百年的休养生息
,

农业
、

手工业
、

商业得到空前发展
,

科学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
。

经济繁荣
、

文化 昌盛
,

节 日风俗也

以极快的速度 向娱乐方向发展
:

爆竹不再只是驱鬼的手段
,

而是欢庆娱乐的工具
,

且因为火药

的发明和应用
,

由简单的爆竹发展成各式各样的鞭炮与烟花
;
神秘的驱滩仪式转化成 了民间的

摊舞与滩戏
; 元宵节的祭神灯火

,

发展成为供人游乐观赏的花灯
;
上 巳日的临水拔楔

,

演化成曲

水流筋
、

踏青郊游
; 中秋的拜月

,

变成赏月
、

玩月 ;重阳避灾则变成 了远足登高
、

饮酒赋诗的赏心

乐事
;
原先用于厌胜的节物时品

,

变成了供人玩赏的手工艺品而获得了审美价值
;
大量的体育

活动也出现在节 日里
。

每逢重大节 日
,

城乡还多有盛大的社火
、

庙会活动
。

届期
,

商贩咸集
,

游

人如织
,

乞福
、

求子
、

烧香
、

还愿
、

欢歌群舞
、

百戏杂陈
,

成为农村最大的交易场所和娱乐盛会
。

从

而使传统节 日集信仰的
、

经济的
、

社交的
、

娱乐的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

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生活必

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
,

直到近
、

现代依然如此
。

传统岁时节 日
,

是民众集体创造的文化产品
。

与其说它是古代信仰物化形态的一种遗留
;

倒不如说它更是一种生活的节奏
,

一种顺应 自然
、

应时而作
、

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律
,

一种逐渐形

成的自我调节机制
。

大 自然的一切 都是有节奏的
,

人的生活不可能没有张弛
。

生活中不可无节

日
,

节 日里不可无活动
。

在现实生活中
,

岁时节 日虽 已基本失却了早先的信仰 内核
,

但许多传统

节俗却依然存 活在民众生活之中
.

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
,

从 内容到形式都更加丰富
、

更加多彩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各 民族的风俗交相融汇
,

异彩纷

呈
。

除了一些共同的大节之外
,

各 民族还有许多独具特 色的岁时节 日
,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

族丰富多彩的节 日文化
。

四
、

关于现代节 日

提到节 日
,

不能不说到现代的某些节 日
。

现代节 日
,

指的是近
、

现代才产生的节 日
。

从根本

意义上来说
,

现代节 日
,

不能算岁时节 日
。

因为
,

大多数现代节 日的形成
,

与农业生产
、

与气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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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候
、

物候的周期性变化
,

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 (个别节 日如
“
植树节

”
除外 )

。

这些新节 日
,

多是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

或是在某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些纪念 日或社会

共同活动 日
.

只是因为它们也是以年为周期
,

循环往复
,

且各有特定的活动内容
,

因而具有了
“

节日
”

的形态
,

在现实生活中
,

发挥着
“

节日
”
的功能

。

如公历一月一的
“

元旦
”

新年
、

三月八日的
“
国际妇女节

” 、

五月一 日的
“
国际劳动节

” 、

五月四 日的
“

中国青年节
” 、

六月一 日的
“
国际儿童

节
” 、

七月一 日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 日
、

八月一 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

建军节
” 、

十月一 日的中

华人 民共和国
“
国庆节

”

等等
,

都是 由国家政府明文规定的现代节庆 日
。

另外
,

又有三月十二 日

的
“

植树节
” 、

九月十 日的
“

教师节
” 、

还有人倡议将传统的
“

重阳节
”
定为

“

敬老节
” 、 “

老人节
”

等

等
。

这些亦是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现代节 日
。

现代新节 日
,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

它体现着时代变革过程中
,

人类为争取 自由解放和一

切合法权益的奋斗精神
,

展示着人们热爱祖国
、

崇尚科学
、

尊重知识
、

敬老爱幼
、

尊重妇女
、

保护

环境
、

造福后人的新的时代风尚
。

它们丰富着我们民族的节 日文化
,

并以新的 内容
、

新的风采
,

对传统节 日的节俗活动给以积极的影响
。

正因为节 日在我国人民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

人们对节 日期间的一切活动常常是

非常投入的
。

所以
,

近些年来
,

有不少经贸洽谈
、

商品展销
、

旅游观光等活动
,

也往往借助
“

节

日”
这种为人所熟悉而又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

。

诸如
: “
购物 节

” 、 “

时装节
” 、 “

美食节
” 、 “
书法

节
” 、 “

烟花节
” 、 “
啤酒节

” 、 “
茶花节

” 、 “

桃花节
” 、 “

梨花节
” 、 “

赏梅节
” 、 “
柑桔节

” 、 “

西瓜节
” 、 “

小

枣节
” 、 “
海鲜节

” 、 “
豆腐文化节

”
… … 名目之多

,

不胜枚举
.

这是在当前发展经济
、

改革开放大潮

冲击下
,

应运而生的一种文化现象
。

作为展销
、

促销的一种手段而偶一为之
,

对于开拓视野
、

交

流信息
、

促进经贸活动的开展
一

,

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卫生
、

交通秩序的整顿等项工作
,

应该说
,

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有些地方搞得好还颇有成效
。

但是
,

这种过俗过滥的
“
人造节日

”

活动却

不宜提倡
;
而且

,

也不可能作为
“

节 日
”
存活下来

、

持续下去
。

因为
,

它不符合节 日自身发展的规

律
。

节 日
,

本是人们为适应 生产
、

生活需要
,

而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自然形成的一种缓冲调节机

制
,

是 自发形成
、

自觉参加的
,

无需专 门组织
。

天天
“

过节
” ,

闹得人不堪重 负
,

也就无所谓
“

节

日 ” 了
。

至于
,

有些地方借举办各种名 目的
“
文化节

” ,

强行摊派
、

大摆宴席
、

公款请客
、

公费旅游
,

则更是属于不正之风
,

应该予以纠正的了
。

(责任编辑 张炳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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