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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一年的轮回

为切入点，深度剖析了作

为中国节俗中重要节点的

春节所蕴含的时间观念，

讲述了春节在其三千多年

历史中的演变历程；进而

以微观的视角，完整再现

了一个传统国人从腊月初

八到正月十五的完整的过

年历程，并综合展示了春节在海外的节日现状。

《图说中国传统节日》宋兆麟、李露露编著/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2017年7月版/62.00元

该书为集中展现中国传统节日丰富的内涵，特辑录由

文化与旅游部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中的七个中国传统节日。

《十二生肖中国年》李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6月版/68.00元

十二生肖，家喻户晓，但这里面的名堂很大。这个话

题与中国动物有关，与中国方术有关，与古代文物有关。这

本关于十二生肖的小书，专门谈一谈十二生肖的来历、具体

含义，它与古代汉族地区生产生活的关系，以及这十二种动

物都有什么故事。

《京味儿》崔岱远著/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10月版/37.00元

该书记录北京独有

的、最地道的北京滋味，传

达这些吃食的正宗做法和

吃法，梳理那些已经和正

在消逝的京城的字号，感

知北京人所特有的生活态

度和为人处事的方式，解

读北京人对美食所倾注的

规矩、实诚和雅致，呈现给

读者地道的京味儿文化。

《京范儿（增订版）》崔岱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年11月版/49.00元

该书写了北京的五行八作、北京人的衣食住行，写了

胡同、四合院、老街道，还有您不太知道的紫禁城。当然，也

少不了北京人的乐呵：提笼、架鸟、撂跤、听戏……那是一个

北京孩子心里的北京城。

《四合院活物记》崔岱远著 林雨飞绘/商务印书馆

2021年4月版/68.00元

院里种的、屋里养的、逮着玩的、少不了的，该书以独

特的京味儿语言介绍了四合院里一个个灵性十足的自然

生命，描摹四合院里街坊邻里的生活百态，展现老北京的历

史文化。

贺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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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俗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

作为一名民俗学者，请问你对这一发展趋势

有怎样的观察？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

型。但是，由于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不

足，民俗文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打上封

建、落后等污名化的标签。以传统节日为

例，1949年以后，除春节以外，很多传统节日

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特殊历史时期，

还曾经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对传统文化的

拒斥可以说走向了一个极端。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现代化步伐加

快，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乡土，认识民俗文化

的现代价值。40 余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对于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的重

要论断，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

深刻认识和全新定位，体现出整个社会对

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迫切需求。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中国正式

被批准加入该公约，至今已有20个年头。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具有高度的相关

性和重合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

兴起和开展，为民俗文化的全面复兴及其创

新发展提供了助力。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

们的前辈们已经为当下的工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钟

敬文、吕骥、张庚等资深文艺家倡议，文化

部、国家民委会同中国文联有关文艺家协会

发起了一项宏伟的文化系统建设工程，即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

程，这一浩大的工程全面抢救和保护了我国

各地各民族世代传承的戏曲、曲艺、音乐、舞

蹈、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等民间文艺资料，

成为当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重要基石。

□传统节日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春节又是最隆重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

日，你对春节的当下传承有怎样的观察呢？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传统大节。

但传统节日的传承单靠一个春节是远远不

够的，它需要依赖传统节日体系的整体性传

承。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中国民俗学

会受原文化部委托完成了“民族传统节日与

国家法定假日”课题，全面论证传统节日放

假的重要意义。2007年12月，国务院正式发

布《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从2008年起，我国

增设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假

期。传统节日再次被纳入现代国家时间体

系，以法定假日的身份重回民众日常生活，

这为节俗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此以后，

人们对节日的重视程度和认知度都在慢慢

提高。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节日，人们一起辞

旧迎新、祈福纳祥、愉悦身心，彰显并传递

着中华民族事亲尽孝、兄友弟恭、尊老爱幼

等伦理观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情感和文化血脉，是中华民族认同的

象征和联结民族情感的纽带。所以，春节

在传统节日体系中，往往受到格外关注。

2023 年 12 月 23 日（当地时间 22 日），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

（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引起全社

会的高度关注。今年，人们对于过年的盼

望相较以往更加强烈，各地在春节公共文

化活动方面的举措也是非常亮眼，北京的

传统庙会将全面恢复，四川阆中、河北蔚县

等地的春节系列文化活动也已经铺开。随

着春节的临近，人们在紧锣密鼓地寻味春

节、重拾年味，让过年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

活当中。

□那么，对于传统节日更好地传承，你

有什么建议呢？

■节日本身的传承需要重视整体性。

第一，节日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制度，需要有

特定的时间保证。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时

段，就难以保证人群的聚合及习俗的传承和

发展。所以，2008年以来的传统节日放假制

度在当下的节日传承中非常重要。

第二，节日的传承需要公共空间。传统

的农村社区里，街头巷尾、房前屋后，都构成

节日的活动空间。过年时，北方地区人们走

上街头，耍社火、扭秧歌，南方地区举行迎神

赛会、巡游绕境等活动。城市化背景下，公

共文化建设中需要给市民创造节日的活动

空间，基层社区也应该尽量考虑到群众的节

日文化需求。

第三，节日应该具有标志性的象征符

号。像清明节的吃青团、扫墓踏青，端午节

吃粽子、赛龙舟，中秋节赏月、吃月饼等。这

些仪式性的活动和节日文化标志物对于节

日的传承至关重要。春节也一样，一说到春

节我们可能想到饺子、舞龙之类，这些东西

是节日当中不可或缺的。

第四，节日传承最根本的是保持其核心

价值观念。传统节日具有很强的伦理性，它

们不仅勾连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各个层面的社会关系，还串联起当下与历史

的关联，例如春节祭祖就是在与祖先的沟通

和对话。所以，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才是节

日传承的核心。

最后，节日的传承主体应该是广大的人

民群众。近年来，政府主导的办会模式已经

成为保护和传承传统节日的重要方式。但

我们主张，节日的传承主体应该是以社区、

群体、个人为主。政府办会应该重视动员更

多本土社区和民众参与，在活动的设计上也

应该更加尊重本土的文化脉络和群众情感，

建设为更多人群共享的公共文化。

□今年春节期间，各地文旅部门花样百

出，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和民俗相关的。请问

你是否观察到一些？

■现在很多地方出于发展旅游或公共

服务的需要，将节日资源化改造利用，这已

经成为一种客观事实和常态化操作。但

是，我们主张，在节日遗产化和资源化过程

中，要尽量尊重节日文化生态的完整性。

这里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非物质方

面。前不久，我带领中国民协委托的“春节

习俗的当代传承与变迁研究”课题组去四

川省阆中市进行调查。阆中是中国民协命

名的“中国春节文化之乡”，近年来当地政

府下大力气，集聚社会力量，对春节文化进

行打造。在此过程中，阆中古城被当作节

日传承空间进行了很好的保护。至今，古

城里仍生活着几万本地人，他们既可以维

系日常生活，也可以借助政府的商业打造

来发展商业化经营和服务，这对于节日传

承的主体创造性和主动性是有利的。此

外，我了解到山西平遥古城、江苏南京等地

的春节传承与保护也都很好。总之，如前

面所述，政府主导的节日文化打造，只有处

理好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关系，更多地

照顾到当地群众的情感诉求，才能得到可

持续发展。

贺少雅：节日传承需要公共空间 □你觉得年代表着什么？

■中国人的时间观跟西方人是不一样

的。如果说西方人的时间观是线性的，认为时

光一去不复返，那么中国人的时间观是循环

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日出日落是一天，第二天

又是日出日落，我们看到月亮阴晴圆缺，一个

朔望是一个月。这个月是什么样子，下个月还

是这个样子。

当你看到小草从大地里萌生，当你看到秋

天收获谷物果实，那么它意味着一年，所以所

谓一年就是时光的一次循环。现在真正科学

的年的定义，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周叫一年，

地球不停在旋转，开始、结束都是人为赋予它

的。你不能说它从哪儿开始从哪儿结束，因为

它从来没有停止，开始结束只不过是人的一种

感知。中国人感知年其实最早是从春、秋开始

感知的：看到大地上小绿芽要出了，这个就叫

春；看到谷物收成了，就叫秋。在中国人的心

目当中，当你说春秋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历史，

所以说所谓年只不过是人为的时光，这种循环

的一个标记罢了，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北京有哪些过年的习俗呢？

■有一首童谣把过年的民俗都囊括其中了：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大肉，

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北京小年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从这天就开始过年

了。这跟南方是不一样的，南方有些地方小年是农历腊

月二十四。按照一般的说法，因为过去很多的京官，在北

京放了假，要回到家乡，比如到江南，路上要经过一天，所

以南方小年是农历腊月二十四，甚至有的地方还是二十

五。过去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三，用现在话说各单位开始

放假了。

“二十三，糖瓜粘”，要祭灶，家家户户过去都有灶王

爷。灶王爷就是贴在厨房里神龛里的一张纸像，有的地儿

也有灶王奶奶。想让灶王爷上天之后替一家人多多美言，

就拿糖瓜把他的嘴粘上之后焚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可能

一般人不太知道，灶王爷是骑马上的天，但不是一般的马，

他骑的是灶马。灶马虽然叫马，但与马一点不沾边，它就是

厨房里的一种昆虫，比蝈蝈小，比蛐蛐大。但是它的翅膀已

经退化了，只会直着往上跳，能跳半人多高，但它落到灶灰

上动作很轻，一点痕迹都不留。传说中的灶王爷骑着灶马

上天，那看来这灶王爷也大不了。

糖瓜其实就是一种麦芽糖，或者叫关东糖。小年的时

候是最冷的季节，糖稍微一热它就化了，所以要用它把灶王

爷的嘴给粘上。剩下的就是给小朋友吃了，所有上供的东

西，最后全是给人吃的，二十三还比较冷，所以吃起来嘎嘣

脆。在江浙沪这一带，到了二十三也有一种糖，叫南糖，它

比北京的麦芽糖要精细得多。比如说它里头有放芝麻的、

松子的、花生的。

过了二十三就进入了过年的准备阶段，“二十四，扫房

子”就是家家户户要打扫卫生。过去扫房子，它有一种特殊

的器具，叫鸡毛掸子，它上头是用公鸡的尾巴绑扎起来的，

用它可以扫去家具、陈设上的浮土。过去老北京专门有一

种瓷器，就叫掸瓶，用来插鸡毛掸子的。

“二十五，炸豆腐。”豆腐与多福谐音，代表多福。还有

是因为过去到了春节的时候，所有商家都关门了，家家户户

拜年是要吃流水席的，拜年一定要留人在家里吃饭，炸点豆

泡，很容易就能做个菜。“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

过年就要吃点肉。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这代表蒸蒸日上，

特别是在过去的北方，馒头是过去春节时候的主食，蒸一缸

馒头，放在院子里冻着，吃的时候再往锅一热，这样很方

便。再有炸丸子，实际上是要用到馒头的，把馒头搓碎跟肉

馅一和就可以炸丸子了。“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

扭”实际就开始拜年了。

拜年根据北京的传统，是有一个顺序的，初一是父亲这

支的，初二是母亲这支的，初三一般就是朋友，这么个顺序

代表了中国的这种伦理道德，代表远近亲疏的关系。当然

这是一种传统，今天我们未必要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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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刘思怡

传统节日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关联。春节是中华

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对我们意义十分重大。2023年12月23日，春节（农历

新年）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的新闻备受关注。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人们一

起辞旧迎新、祈福纳祥、愉悦身心。今年春节，北京的传统庙会将全面恢复，全

国各地的春节系列文化活动也进入准备阶段。春节临近，人们都在紧锣密鼓地

准备，寻找新的年味。借此机会，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邀请了两位民俗学者聊一

聊民俗文化。

受访者：贺少雅，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民俗学、礼

仪与岁时节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

崔岱远，作家，文化学者，荣获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荣誉称

号。出版过《京味儿》《京味儿食足》《京范儿》等介绍北京地方特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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