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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在最近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对于传统节日一直持有淡漠的、甚或是漠视的态度。
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签发临时大总统历书令，确定从当年的1月1日起改历。
过去我们常用的农历也就是夏历，虽然也还仍然有效，但整个国家日历改为以西历或称公历为主，而
且把这种西历称为“新历”，把我们长期使用的农历也就是夏历称为“旧历”，新旧历同时并存。
到了1928年5月7日，内务部又向国民政府呈送了一个要求废除旧历，用所谓“国历”也就是公历的呈
文。
当时有报道说，1929年的春节，在一些地方居然动用行政手段，查抄卖年货的商家。
1949年12月，新中国的政务院发布270号令，对于全国年节和纪念日的放假办法做出了新的规定。
当时放假的有五一、国庆、元旦。
很幸运的是在传统节日当中，唯有春节仍然给假。
但是到了1967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说，“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春节不再
放假。
当然，到十年动乱结束的时候，这个春节不放假的规定，就自消自灭了，大家照旧在春节欢天喜地地
度过自己的传统节日。
总之，多年来，始终对于我们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传统节日没有给予充裕的时间来度过。
这段历史如果从1912年算起，到今年已经九十五年了，如果从1928年算起，也有八十年了。
这个历史，到了今天才有了改变：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
决定经由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将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办法规定，除春节长假之外，清明、端午、中秋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各放假一天。
所以说，这一次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关于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新规定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
二回想起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没有把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国家的法定假日，就连给了
假期的春节也有自己的不平凡的命运。
我们通常说“过年”，是指一个既往的时间周期结束，一个新的时间周期开始，这个过渡的关节，我
们称之为“年”，或者称之为“新年”，这是新的时间周期的开始。
可是农历改为西历纪年的时候，新的一年要从1月1日算起了，所以农历的“新年”称谓就被借用来称
呼西历的1月1日，于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便没有了称呼，仿佛一顶帽子被别人借戴了之后自己变成了光
头。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关节，总要有一个称呼，于是就把“春节”这个称呼派给了正月初一。
但是广大民众并不买账。
说到“过年”，往往指的还是农历的新年。
非但如此，正月初一历来被我们认为是一元复始第一天，所以又把它称为“元旦”。
既然改历了，那么“元旦”这个词也同样的被西历的1月1日占有，而农历的正月初一就再没有自己的
名称了。
说起元旦，大家所指的往往是公历的1月1日，而原来的正月初一被彻底剥夺了自己的名称，现在通常
被大家称为“大年初一”，或者叫“正月初一”。
唯独年末的腊月三十这一天，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的生活中，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我们特地把这一天
叫“除夕”。
公历的12月31日，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于是“除夕”的名分还“硕果仅存”地仍然保留在农历
的腊月三十这一天，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幸运吧。
春节作为民族传统节日不管怎样还有相应的假期让我们享受这美好的时间过渡。
其他的民族传统节日虽然也相当重要，但却全然没有考虑放在国家的假日当中。
于是就出现了在清明节前后的那个周末休息日，所有城市都有广大民众到墓地扫墓祭奠，从而造成交
通堵塞严重的情况。
这当然是细枝末节，更重要的是这些节日逐渐被年轻一代所淡忘，进而在文化心理上产生了两代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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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某种隔膜。
老年人感到缺失，从而引起怀旧的情绪；而年轻一代自然要寻找机会满足和展现他们的情感和心理需
求。
这当然都是无可厚非的事。
这就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我们的节日体系和我们的假日体系并不是一回事。
三我们的节日体系如何在假日体系中得到体现，或者说，假日体系如何正确地、合理地把节日体系中
的重要部分纳人到假日体系当中，这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是十分重要的。
不是所有的假日都具有节日的内涵。
一年有五十二个星期，按照现在的规定，每周休息两天，这两天都是在我们的假日体系当中的，也就
是说，一年有一百零四天的休息日。
此外，在过去的规定里有十个节日性的假日，这十个节日性的假日包括五一、十一、元旦和春节。
假日体系自然有它自己的功能，过去在我们心目中传统节日历来被我们特别的关注，在我们人民的长
期历史生活中和在现实生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尽管如此，正像刚才所提到的，好多节日都没有被纳入假日体系当中。
我们的节日体系有许多是政治性的，例如，过去一直作为假日遵守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
此外还有些涉及到部分群体的，如儿童节、妇女节、青年节、八一建军节等。
在这些节日里，部分的群体会或多或少的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但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假日始终没有
吸纳民族传统节日。
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这种缺失，在近十年来禁放鞭炮的这一件似乎与节假日无关的具体事项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禁放鞭炮的办法下达后，北京有关部门动员了相当多的人力，来查处那些违规放鞭炮的人。
第一年或许还有效，第二年也仍然坚持着，过了几年之后，无论是行政当局还是具体执行禁令的人，
都对此事有了些淡漠。
感觉到，自己的乡亲、自己的邻居过年放放鞭炮，难道还要把他们送进派出所拘留起来？
太煞风景了。
于是也就得过且过，违反禁令的大有人在，公家也就不再深究了。
禁放之后，大家感到年昧淡了，一位老人曾说，听了几十年的鞭炮，突然静下来，心里感到极大的失
落，过年的最后一个象征符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符号，居然在一夜之间被禁用了！
大家深切地感到一种缺失，这种缺失实际上是对传统的一种眷恋，说明大家关心过去的传统，热爱自
己的传统，希望把这些美好的传统继承下来。
如何把节日体系和假日体系协调起来，这当然关乎大家的心理状态，关乎大家的情感，也关乎整个和
谐社会的构建和民族情感的认同。
这种有历史传统、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传统节日没有在我们的假日体系中得到体现，大家都感到是
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八年前，开始实行了所谓“黄金周”制度。
这就是在五一和十一两个假日期间，集中休息，把前后的两个周末休息日集中起来使用，形成所谓的
长假。
我一直不喜欢“黄金周”这样一个称呼，我通常把它叫做春天的长假和秋天的长假。
这两次长假对于拉动内需、对于远离家乡的人回家探亲，都是十分可贵的。
对商家来说更是一个提高经济效益、提高营业额的大好时机。
于是，在人们的需求和商家的推动下，一时间，所谓的黄金周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一个公共时间。
这个公共时间被用来推动经济增长。
于是，我们看到，假期作为整个社会的公共时间，可以是一种资源，一种可以产生效益的资源。
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把我们每个人的某些时间安排统汇在一起，做出统一规定，形成为公共时间、形
成为国家的日历。
对于行政部门来说，当然要使作为公共时间的法定假日成为人民群众充分休息、增进身心健康的时机
，同时也要把它作为一种资源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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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规定所谓黄金周，是把这两个长假当作资源来对待的。
以往，假日像一条湿手巾仿佛可以从中挤出水来。
挤什么？
挤消费，挤钱。
由此，我们就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在我们所说的节日假日两个体系当中，没有作为法定假日的传统
节日，是不是同样的也可以产生效益，这种效益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
我们国家日历当中，在一定意义上说，公共时间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没
有时间过；缺少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的长假，偏偏给了很多时间。
这个公共时间从文化角度看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家并没有认真思考。
算好这笔账对于个人来说，或许没有太大关系，但对于国家来说，是有意义的。
国家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各个角度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法定假日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而传统节日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休息，它远比
休息更加重要。
在这些特殊时刻，人们会用一种非常态的心理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周围的人、对待我们生活在其中
的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
如果说，有些民族的节日体系是以宗教纪念日作为核心的话，那么我们的民族传统节日和其他某些民
族的传统节日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要特征在于，这些节日是以协调我们和自然的关
系为核心而建立的。
不仅二十四节气是这样，我们的民族传统节日也大都是这样。
所谓和谐，首先要心情舒畅，在自己心理和谐的同时，也要和周围的人、和家庭、和自己所在的单位
、和自然环境建立亲密的关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说，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是快乐的、是幸福的，我们才有前进的内在力量。
而民族传统节日一日被纳入国家日历当中，作为公众的假日，它的意义就由隐性的变为显性的，为整
个社会所关注，成为全社会的公共时间。
而这个公共时间作为一种资源，是可以发挥很大效益的。
一切传统只有在对今天或者对未来具有重要意义时，它才获得了价值，我们才努力地去保护它、爱护
它、传承它。
节日是什么？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对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来说，——节日是休闲，但比休闲更重要
；——节日是广大民众展示美好心灵和表现艺术才华的舞台；——节日是提升美好情操和培育丰富情
感的熔炉；——节日是社会群体和谐团结的黏合剂；——节日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再现；——
节日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节日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
—节日是这一切以及其他的总和；——节日是生活之树上的鲜艳夺目的花朵，节日是社会群体及其每
一个成员心中永远唱不完的美妙的歌。
说到节日的具体含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切身的体会。
每到清明的时候，我们总会怀念起故去的亲人。
过去清明是迎接春天的节日，人们走出户外，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体验人和自然的亲密关系。
踏青，成为清明鲜明的主题之一。
当然在清明时节，人们还要怀念故去的亲人，总要到亲友的墓地上去扫墓。
中华民族提倡的是慎终追远，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享受民族先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就，感念革命
先烈为我们创造的美好生活。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我们过清明的重要主题。
每到端午，我们总要到有水的地方去，有条件的还要划龙舟，进行龙舟竞渡，龙舟比赛；喝雄黄酒，
佩带香包，系五彩丝。
这些优良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意义，它在人们的情感培育方面，在人际关系的和谐
建构方面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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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待月亮有极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其他民族少有的。
我曾经问过许多外国朋友，他们看到月亮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有的摇摇头，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有的甚或有这样的说法，他们说夜里往往是妖邪出没的时间，所以月亮多少有些凶相的意味。
我们不是看到在很多西方绘画里，半弯月亮停在天端，夜是黑的，在屋脊上一只黑猫轻轻地走过，这
大约是一种不吉利的形象。
然而中国人对于月亮却怀着非常美好的情感。
每当八月中秋，皓月当空，举头望月，人们情不自禁地要联想到自己的亲人，联想到家庭、家族，联
想到自己的亲友，联想到家乡、故土、祖国。
这种情感是那样的浓烈、那样的温馨。
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每到这时都会有一种眷恋故土，眷恋亲人的美好情愫。
这样的时刻我们有了充裕的时间度过，有了闲暇的心情来欣赏圆月，来净化我们的心灵，来提升我们
的境界，难道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要从许多事情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我们的节日体系是那样的有情趣，内涵极为丰富，象征体系同样极为丰富。
我们的每一个节日不仅有相应的活动，而且它的象征物、象征符号也是多种多样的。
大家现在印象深刻的往往是它的食物特征，但此外还有更多的象征符号。
过年有过年的植物，南方人要买一盆橘树，象征着吉祥。
许多人家要摆几枝腊梅，在迎春开花了的地方人们或许会欣赏迎春花的清丽和它的淡香。
清明，在许多地方，人们会折几枝柳枝来纪念这个节日。
端午，自然是艾蒿和菖蒲当令。
到了中秋，桂花也就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植物，连饮料也都使用桂花酒。
重阳登高的时候自然要采几枝野菊花。
至于衣物、配饰，每个节日也各有不同。
当然，其他的象征也都是丰富多彩的。
这样一个节日体系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十分可贵的。
我们感念我们的先人所给予我们的这份恩惠，这是一笔极为可贵的遗产。
六中国民俗学会在促成民族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日体系的这一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
从改革开放以来，民俗学工作者在各种场合一再重申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在授课中，还
是在为公众讲演的过程中都对民族传统节日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家一再感受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不能没有传统节日的重要地位。
在禁放鞭炮的时段，以至于在实行春秋两季长假的若干年里，民俗学工作者都痛感恢复民族传统节日
应有地位这样一件事情的重要性。
最近几年中国民俗学会连续一年一度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以“国家日历：民族传统节日和国家
法定假日”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的学者探讨民族传统节日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
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具有怎样的意义。
此外还组成课题组，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央精神文明办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完成关于传统节日法
定化的课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为节假日体系的改革建言并提出相应的方案。
中国民俗学会响应党中央号召，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完成了《民俗文化丛书》的
撰写任务，在这套丛书里，特别辟出节日系列，对一系列民族传统节日分别做了相应的研究，写出了
专著。
此外，还参与了中央精神文明办、中宣部、广电总局、国家民委等单位联合摄制的“我们的节日”系
列专题片的设计和制作，连续两年在中央电视台的几个频道播出。
中国民俗学会的各位学者通过各种媒体不断呼吁能使我们的民族传统节日充分发挥它的巨大功能。
应该说，这一次国家日历改革最根本的中坚力量是广大民众对传统节日的关爱和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的眷顾。
正是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才催生了国家日历的重新制订。
它的重大意义，在今天我们或许还难以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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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重新成为法定假日的四大传统节日以及其他一系列民族传统节日，会越来
越显示出自己的无穷魅力和深远意义。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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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的意义进行文化阐释的权威读本。
由“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组编写。
　　全书内容包括由文化部委托中国民俗学会完成的“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报告，以
及对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大传统节日的起源、流变与节俗活动的文化阐释。
以生动有趣的语言。
图文并茂的形式解读了我国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关系，以及国家日历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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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魁立，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亚
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会长，俄罗斯科学院民间文学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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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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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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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由“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组编写，他们参与和推动了此次
假日改革的进程。
传统节日放了假，我们如何过好它？
追源溯流讲述四大节日知名学者解读国家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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