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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须弘扬传统节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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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的和谐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有利于保持和促进人际

关系的和谐; 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巩固民族团结; 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

力，团结海外侨胞。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构建和谐社会，须做到古为今用，还原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洋为中用，借鉴国外先进经

验; 挖掘内涵，突出传统节日文化特色; 与时俱进，创新传统节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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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价

值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关于“和谐”的思想

观念，“和”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在中国传统节

日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并成为传统节日文化的内在精

神。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大力弘扬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充分吸收和运用传统节日文化中的“和”
文化，重视传统节日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为建设

和谐社会服务。

一 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 一) 有利于保持和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人是节日的主体，中国传统节日的内容自然以人际关

系、人际交往为主。传统节日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

可以凝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有利于保

持和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们在节日中或合家团圆，或探

亲访友，或祭祀祖先，或男女相会，或归宁省亲，或尊老爱幼，

或扶贫济困，或团拜、或共游。一声恭喜，互泯恩仇，万人同

乐，在融融之乐中，家庭、邻里、社区、同事都增加了凝聚力。
过节期间邻里之间以及亲戚朋友之间的友好交往，在整个社

会形成了一种安定祥和的氛围，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

带，对于在全社会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在节日里，人们注重家庭团聚，表达亲情、友情、感激之

情，协调、密切了人际关系，人们在节日狂欢中愉悦了性情，

宣泄了压力，人的身心和谐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自然就和

谐了。所以，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有利于形成团结互助、扶贫

济困的社会风尚，有利于建立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

境，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 二) 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传统节日体系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与大自然的节律

保持一致、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李汉秋说，中国的传统节

日主要是在农耕社会中形成的，农耕社会是一种自然经济，

特别重视天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1］。我国传统节

日体系的设置兼顾太阳、月亮与地球、人类的关系，让民众依

照自然节奏适应气候周期性转换的规律。例如，春节、中秋

节等节日与月的圆缺联系在一起，清明节、夏至( 端阳节) 、冬
至等节日与太阳在回归线上的运动规律联系在一起。因此，

不同节日虽然在主旨上各有侧重，但是都包含了人与自然和

谐的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视阴阳平衡、天人

合一、顺其自然的哲学思想。春节迎新，清明踏青，端午备

夏，七夕观星，中秋赏月，重阳玩秋。人们在节日活动中，不

断地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变迁，感激自然的恩赐，从而更加

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 三) 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巩固民族

团结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中国的传统节日源远流

长，绵延数千年，涵盖各个地方和民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仪式内容丰富多彩。保护传统节日文化，将促进民

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影响力，有

利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社会。我国一些较大的传统节

日，不仅是汉族的节日，同时也是许多少数民族的节日，例如

春节是中国民间历史最悠久、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汉族



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共同节日。同时，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

节日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自己的

历史，追思先人，弘扬英雄，欢庆丰收和胜利，传承价值观念

和道德风尚。在节日里人们尽情欢乐，展示才艺，扩大和深

化相互的交流。各种节日，年复一年，代代相传，不断加深着

各民族的凝聚力。
( 四) 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团结海外侨胞

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和文

化传统，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记忆，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

民族的符号标识，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

重要精神纽带。
传统节日就像是一剂强力的粘合剂，凝聚着整个中华民

族。每逢清明时节，许多海外华人都会万里迢迢回到家乡给

先祖上坟;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虽在近代曾脱

离母体很长时间，但一直保留着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 新加

坡华人每逢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也会举行各种各

样的活动。可以说，华人走到哪里，就会把重要的传统节日

带到哪里。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行程多远，飘流海外多少年，

对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会情牵梦绕，不能割舍，它代表了人们

对乡情故土的执着，成为维系和巩固文化之根的一种仪典。
李汉秋教授指出:“传统节日是民族生活中的典礼和仪式，是

民族情感的激发器，其中充盈着亲情情结、敬祖意识、寻根情

理、报本观念，最容易唤起对亲人、对家庭、对故乡、对祖国的

情感，唤起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同宗

同源的民族情、文化同根性的亲和力。”［1］不管身在何处，他

们都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共同的节日习俗会使他们之间产

生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

群之内。

二 传统节日文化中的和谐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

基础

所谓“和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配合得适当

和匀称”。所谓“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结构均衡、社会系统

良性运行、相互协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互相帮助，社会

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社会。
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

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社会。
由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组成

的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中

华民族精神和情感传承的重要载体。这些传统节日，尽管形

式不同、主题各异，但其中所凝结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
与人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念，则一脉相承、历久弥新，体现了中

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谐为美

的社会伦理思想。传统节日所蕴涵的和谐理念，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借助的巨大文化资源［1］。
首先，中国传统节日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

谐理念，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在我国古代人眼里，天、地、人类、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

机整体，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的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境界，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最

高目标的和谐。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

节等传统节日是按照天地、时间、空间交会的节令来确定的，

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春播、夏耘、秋

收、冬藏，各有当令节庆; 劳作、休闲、观星、赏月，各有合令节

俗，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四时佳节的设

计体现了人顺应自然的理念，让民众依照自然节奏、适应气

候周期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而对节日的庆祝则体现了人们

祈盼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在节日中，人们非常注重人与自

然的亲近。如: 春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清明踏青娱乐，端午

节划船竞赛，中秋仰望明月，重阳登高赏菊等等。这些节日

活动可以让人们亲近大自然，感受“天人合一”的氛围，使人

们更加注重自身与大自然的和谐。
其次，中国传统节日中蕴含的“贵和尚美、重人伦亲情”

的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理念，是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传统节日虽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但最基本的意蕴就是营

造和谐气氛，创造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贵和尚美”是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如: 通过

团拜、探亲等仪式活动密切了与周围人的关系; 通过节日化

装的巡游、节日锣鼓的敲打、节日竞赛的开展，释放内心的情

感、期望，加强村落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和精神交流，从

而使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中国传

统节日贵人伦、重亲情，春节、中秋合家团聚，清明祭祖表达

孝思之情，重阳注重敬老孝亲等等，这些节日显著体现着中

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

感情纽带。此外，节日中的各种礼仪、仪式，实际上也是一种

道德约束，成为人们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一部分，使得群体生

活井然有序、安定和睦。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

的问题，生态失衡、民族精神的缺失、精神家园的荒芜、亲情、
家庭之间的淡漠、理想追求的淡化、善恶标准的模糊等，给社

会和谐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而传统节日具有的人与自然和

谐理念以及重人伦、重亲情、重礼仪、重和谐的特点，可以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家庭内部和社会

内部的和谐与团结，这对救治上述社会病，是一剂良方。
总之，传统节日处处透着和谐之美，是传统和谐文化的

重要载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三 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

( 一) 古为今用，还原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春节、清明、端午、中
秋、重阳等众多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

积淀，每一个节日背后都蕴存着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和悠

远深长的人文背景。春节之喜庆、清明之哀思、中秋之团圆、
重阳之敬老等等，这些节日之所以能绵延不断流传下来，就

在于它所蕴含的优秀文化内涵获得了人们的接纳与推崇。
还原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做到古为今用，能够使全体民

众拥有强烈的文化共同意识，从而产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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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能量。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过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去粗取精，还原传统节日文化

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构建积极、健康、向上的节日文

化，进一步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道德规范

和行为规范。
( 二) 洋为中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要有一个主旋律，传统节

日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同时，推进节日

文化建设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做到“洋为中用”。正如

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中指出的: “有些传统是值得保

护的，它们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有些传统则必须改变，

以适应飞速变化前进的世界。有些东西在本土传统中产生

不了，必须从外面移植进来。”［2］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化过程

也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成果的过程。
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强调家族性、封闭性、等级性等

特点不同，西方的节日文化更多地注重个性的张扬，强调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性、参与性等，体现的是一种平等自由、充分

展现自我的精神面貌，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也填补了中国传

统节日文化中的某些空白。因此，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学习西

方节日的优势、长处，比如注重社交、注重社会活动、群体性

活动，把这些新的因素吸收进来，使传统节日发展成更符合

青年人及全体人民需要的节日。
( 三) 挖掘内涵，突出传统节日文化特色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丰富的

文化内涵，鲜明的民族个性。我国传统节日内涵丰富，外华

而内实，有美丽传说，有英雄故事，有美酒美食，有情有义，充

满了浪漫元素。“传统节日在主流方面，体现了以自然为取

向，万物平等的自然本原思想; 体现了和谐为美的思想，即不

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包含了家庭和谐与邻里和睦的思

想; 体现了崇尚劳动、敬老敬贤、追记先人等社会伦理思想。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核

心价值观充分体现在传统节日的诸种表现形态之中。”［3］这

种文化特性是几千年来中华节日文化不断演进而形成的文

化积淀，它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是我们民族的象征。
重视传统节日并发掘其内涵，突显传统节日文化的中国特

色，对于我们继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四) 与时俱进，创新传统节日文化

“传统文化不是静止的山，而是流淌的河。”［4］作为历史

产物的传统节日也是如此，流过每一个时代都带着每一个时

代的印迹，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改进完善。从农耕社会

到现代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传统节日文化要得以弘扬，必须

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我们要吸收当代的生活元素，在传统节日中注入时代的

精神风貌，时代的人文好善习俗，要适应现代社会人民群众

的审美情趣、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积极引导民间节庆文化，

不断创新节庆活动的形式和载体，使传统节日与现代生活方

式相适应，与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相结合，不断增强节庆活动

的群众性、广泛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始终保持传统节日旺盛

的生机和活力; 在节庆用品、用语上要不断推陈出新，适应时

代发展要求，突出民族特色，体现人文关怀，增强传统节日对

民众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吸引力; 要把传统节庆文化作为重

要的人文旅游资源，通过情景重现等方式，让旅游者参与其

中，亲身体验到独具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活动，以丰

富多彩的形式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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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ng of Harmonious Society

ZHAO Hong，YANG Zhao
(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Harmonious spiri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is the important basis in the constructing of harmonious socie-
ty． Promoting and developing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is beneficial to keep and promote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pro-
mot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improve national cultur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 consolidating cohesion，enhance Chinese
national cohesive force to unite those living overseas． It should restore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connation by making ancient things
serve the present，drawing on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cultivating connation to give prominence to characteristic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and innovating it by keeping up with the times for prompte and develop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in the con-
structing of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promote and develop; co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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