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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细亚民俗研究(第8辑):鹤壁春节文化高层论坛专集》主要内容简介：重建国学与节日文化——继
承与弘扬传统节日断想、节俗传承与国家的文化定位问题、传统节日的复兴与重建之路、关于民族文
化多元视野下的节日分配与建设问题、文化多元化原则对传统节日研究的启发性意义、传统节日传承
的两翼:节俗及其传说——以春节的习俗和传说为例、节庆改革与新文化建设漫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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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春节文化高层论坛鹤壁宣言
在首届中国春节文化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在首届中国春节文化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在河南浚县首届中国春节文化高层论坛上的致辞
节日总论
　重建国学与节日文化——继承与弘扬传统节日断想
　节俗传承与国家的文化定位问题
　传统节日的复兴与重建之路
　关于民族文化多元视野下的节日分配与建设问题
　文化多元化原则对传统节日研究的启发性意义
　传统节日传承的两翼：节俗及其传说——以春节的习俗和传说为例
　节庆改革与新文化建设漫谈
　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及对策
春节综论
　“春节”探微
　中国过年日子的历史轨迹——兼论《豳风·七月》折射的春节法定节假日的历史传承
　春节的文化意蕴
　春节的现代传承
　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春节
　充实融合：将干支生肖年文化注入
　春节习俗的思考
　“春节学”研究论纲
　现代性视野下春节习俗的变迁研究
　南方民族春节习俗与文化传承
春节习俗研究
　中原正月的饮食信仰习俗
　桃符演变为春联的文化探讨
　正月十五话拔河
　民间过年
　简说中国年画地理
庙会研究
　浚县古庙会的文化特点
　浚县“泥咕咕”与鸟信仰——“泥咕咕”探源
　鹿邑春节习俗与老子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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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转型的过程中采取的相关策略使得传统节日没有顺应社会变迁而进行必要的革新，时间制度
的二元结构将农历与传统习俗置于非官方的、受抑制的位置，这对年俗的顺利传承构成了根本的制约
。多次影响深刻的政治运动都对传统文化予以打压清理，也使得传统年俗失去了向现代节日体式转型
的有利条件。在现代社会，春节要得以繁荣壮大，必须进行必要的调适，具有足够强的现代性。在现
阶段，除了民间顺应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进行过节习俗的自动更新，相关政府部门、学术界及其他社会
力量在进行年俗的传承与保护时，在策略上应考虑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春节习俗的现代性元素：第一
，提炼宣扬传统年俗的现代文化内涵。节日文化内涵的现代性与部分传统习俗的合理存续并不矛盾。
一方面，部分特色古旧习俗在现代社会本身就有展演和纪念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些旧俗也会转生出
新的意义。过年的原始意义主要是在新旧年交替之际祭祀神灵、施行巫术，这种习俗和内涵在现代必
然逐渐衰减，而其少量的相关遗俗则成为营造隆重、欢庆、祥和的节日氛围的手段，成为民众表达安
定富足红火的生活理想的方式。如放鞭炮，本来是通神或驱邪的一种仪式，现在则成为一种欢庆的方
式。贴对联、守岁、拜年、压岁等其他年节习俗也都可做类似的解释。可以说，春节是在一定程度上
完成了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演变的，并且产生了为现代人喜欢的新民俗，比如除夕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城市居民燃放更富观赏性的烟花代替注重声响的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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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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