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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節慶的回歸可激發民眾對傳統文化的熱愛，進而令以

「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傳統主流價值優化社會關係和重塑社會

道德架構。中國傳統文化因其博大精深的內涵和源遠流長的生

命力，成為中國軟實力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經濟社會發

展的動力。在傳統文化回歸的過程中，商業和政府的作用非常

明顯，但必須要尊重文化發展規律和民眾的文化意願，也要摒

棄短視的牟利行為，必須讓傳統文化得到健康的可持續發展。

在具體的社會經濟層面分析，綜合各個觀
點，傳統文化復興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道德價值觀念 能解社會難題
第一，傳統文化中仍蘊含社會健康發展所需

要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這是傳統文化熱的內在
原因。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由人和組織所構
成的社會共同體具有非常獨特的文化屬性，
即社會和文化是互相影響和促進的，社會的
發展程度決定文化的層次，而文化的內在價
值也維繫社會的繁榮穩定。
中國社會的不斷開放和發展促成人際關係和生活理念的變革，人們必

須訴諸有極強生命力的傳統文化來解決當中所衍生的社會問題。

節日商品化 傳統變新潮
其次，商業資本的包裝和運作也是顯著的推動因素。由於中國的傳統

節日大部分都與飲食和遊玩有很大關係，所以特別容易成為商業資本的
目標。端午節的粽子和中秋節的月餅，其價格在各大城市都逐年攀升，
種類亦層出不窮；而春節長假更是著名的「黃金周」，旅遊和消費也成為
辭舊迎新的活動。
無可否認，商業運作確實給很多節慶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獨特節日

注入新機，但我們也要密切注意商業資本會否侵蝕這些傳統節慶的文化
價值。此外，在傳習國學經典方面，內地各類教育機構(私塾、學習班、
國學社等)和文化推廣機構(文化公司、出版集團、影視欄目等)也作了很多
努力。

地方政府牽頭 爭取管治政績
最後，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亦起導向作用。國家衡量縣市治理績效的

標準是多方面的，而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文化繁榮和生態和諧是其中
最重要的要求。地方政府為追求GDP的增長和社會文化生活的多樣性，
舉辦以傳統節慶為主題的各類文化節和旅遊節。當然，這類活動需要注
意的問題是避免鄰近縣市或省份的惡性競爭，塗抹過多行政色彩，或者
曲解節慶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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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N  W E I  E D U C A T I O N

現代中國

1. 你如何界定傳統文化？

2. 傳統文化復甦為當代民眾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帶來甚麼影響？

3. 有人說：「商業資本是推動傳統節日成為潮流的最重要因素。」你對此說有何意見？

4. 香港在保育傳統文化方面有何地方值得內地政府借鏡？試舉例說明。

 

   

傳統節慶「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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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廣州市天河區珠村舉辦「2010．廣州乞巧文化節」，

文化節重現「七夕典禮」、「七夕巡遊」、「擺七娘」、「拜七娘」等多項

老廣州的傳統習俗。此外，文化節還展示由大學生製作的、以乞巧為主題的

創意產品，吸引大批遊客特別是漢服愛好者前來參與盛會。珠村乞巧節風俗自

1998年恢復以來，逐年升溫，並已入選國家級第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

事實上，近年以民間習俗和節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強勢回歸，珠村乞巧節只是其中

的典型一例。其他「重獲生機」的傳統習俗有哪些？在文化學和民俗學的角度來看，

這反映中國的哪些深層次變化？有哪些因素促成傳統節日升溫？這種現象會對國人的

社會文化生活產生甚麼影響？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作者：柳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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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復興 意義重大
我們可先從多角度理解傳統文化復興的意義。

社經發展 提升國人文化自信
首先，這說明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提升部分國人的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覺。30年的快速發展提升中國的綜合國力，讓大部分國人從貧困
的生存狀態中解脫出來，同時擁有更多閒暇和文化需求，當中以傳統
習俗和人文經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越來越多人喜愛，這體現
本土文化的自身魅力，也是國家不斷提升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在國
人文化心理方面的投射。

反擊庸俗傾向 修正社會歪風
其次，文化復興是對傳統中蘊含的文化價值的重新發掘，也是對當

前社會盛行的「金錢至上」等庸俗傾向的反擊。傳統習俗中的很多元
素，如尊重自然、敬畏祖先、重視人際關係、凸顯家庭倫理等，都是
對當下社會一些觀念的修正。

歷史成果豐碩 能壯大軟實力
最後，雖然中國社會已全面現代化，但傳統的東西不是沒有存在的

必要，相反對重塑社會規範和傳承古老智慧有獨特的重要性。而且，
悠長的中國文明史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是中國軟實力的一部分，傳統節
慶也具有豐富的文化魅力，在國家戰略和社會生活方面都能產生積極
作用。

中國的民間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
深，在地域、類別和表現形式上都具有豐富
的多樣性。其中，部分物質文化或非物質文
化隨 歷史變遷，逐漸式微，只能在史書典
籍、詩文方志或民間傳說中了解到它們的存
在；也有部分因承載豐富的內涵和表徵而具
有極強的生命力，從而透過代際傳承和集體
習得，從古代而發展到現代，並擁有新的表
現形式。傳統文化的湮滅、延續或復甦，都
體現普遍的文化發展規律。以春節為例，燃
放鞭炮的習俗就逐漸在城市消失，而守歲和
團圓飯則是自古流傳至今，同時電話和電郵
成為親朋好友拜年的新媒介。本文的主題是

關於瀕臨失傳或影響力萎縮的一些傳統文化
的回歸和復甦。它的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
面：

增列節日假期 提升過節熱情
很多過往不被重視的節日被挖掘出來，重

新成為社會的流行風潮。這方面的例子有端
午節的龍舟比賽，重陽節的登高和飲菊花
酒，以及元宵節的猜燈謎活動等。國家亦適
時調整節日休假政策，增加「清明」、「端午」
以及「中秋」為小長假，這在一定程度上增
進國人過節的熱情。

少數民族節慶 吸引萬計遊客
其次，少數民族的節日和民俗也越來越受

歡迎，並成為重要的旅遊資源。例如每年4月
中旬，雲南西雙版納地區傣族的潑水節都會
吸引數以萬計的遊客參與；彝族和白族的火
把節、苗族的蘆笙節和蒙古族的那達慕大會
也非常流行。

古代讀物風行 深受少年喜愛
近年，諸如《三字經》、《千字文》、《百

家姓》等古代蒙學讀物風靡內地城鄉地區，

成為很多家長和教師教育小朋友修身處世的
讀本。一些大城市以修讀經典和傳統文化為
主業的私塾成為很多兒童喜愛的地方。另
外，時下年輕人新婚，拍攝漢服主題的婚紗
照也成為時尚。

互聯網傳承 增復興速度
正如上文提及，傳統習俗和文化的復興借

助很多管道和平台，例如官方或民間舉辦的
文化節、旅遊業、各種教育機構及視聽傳媒
等。近來，以主題網站、論壇、微博為代表
的網路媒體也是傳承文化的新力量。

外國重視春節 國學熱遍全球
現今的世界是一個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的世

界，隨 全球化演進，中華文明也走遍各個
大洲。華人的傳統佳節—春節，成為一些
國際都市的法定假日，很多國家的元首還會
專門發表新年獻詞給華人拜年。加拿大等國
的郵政部門還會專門發行生肖郵票。遍布全
球的唐人街舉行的各種民俗活動亦吸引當地
民眾的積極參與。日益增加的漢語學習者，
讓世人 迷的功夫、書法和民族音樂，都充
分詮釋傳統文化的全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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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巧節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牛郎織女

的七夕鵲橋會是自古流傳的一個美麗動人的民間傳說。由於乞
巧節(又稱七夕節)的浪漫色彩和織女的靈巧特徵，這一天在古代
成為萬千少女祈禱姻緣的日子。乞巧節的風俗有多樣化的地域
特徵，但一般來說，祭祀、遊玩和比試技藝是其中的主項。廣
州市的乞巧節風俗源遠流長，其中「拜仙禾」、「拜七娘」、

「拜牛郎」、「迎仙」、「金針度人」等習俗都蘊含豐富的文化內
涵。 資料來源：新華網

■廣州乞巧文化節自1998年恢復以來，逐年升溫，並已入選國家級第三批非物
質文化遺產。 資料圖片

■很多戀人選擇在七夕節結為夫婦。 資料圖片

瀕臨失傳文化 海內外復流行

■《三字經》成為現今很多家長和
老師教育小朋友修身處世的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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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漢語的外國人不斷增加。 資料圖片

促進社會健康 政商重新包裝

■中秋節的月餅經商業包裝後，種類層出不窮，
價格逐年攀升。 資料圖片

■端午節的龍舟比賽重新成為社會的風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