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弘扬中
国传统节日文化， 加强节日文化研究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联系与互动， 中国艺
术研究院 1 月 31 日召开了 “弘扬中国传统
节日文化：新载体 新形式 新民俗”学术研
讨会。

此次研讨会是继 2009 年 2 月 10 至 11
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论坛”、
2011 年 1 月 25 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中国
文化报共同主办的“探讨节日符号仪式、弘
扬传统节日文化”学术研讨会之后，就弘扬
节日文化、 创建新民俗与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等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综合性
议题举办的又一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 与
会代表围绕“当代节日文化的新载体、新形
式与新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
状与特点”等议题发表了观点，并就“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与民俗文化的发
展” 等内容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与交
流。

作为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中国传统节日
曾经被视为蕴含着丰富、 深邃的人文内涵,
是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财富。 然而,随着农
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人们的生活
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不再强烈: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文化积
淀逐步流失 ,仪式感日渐淡化 ,节日正演变
为简单的假日,或是商家吸金的噱头。 在众
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次消逝的今天,如何善
待每一个节日,让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中焕
发生机,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

节日不仅仅是假日
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清明、端午、中

秋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翻开了中国传统

节日保护的新篇章。 这一改变固然对保护
民族传统节日起到了积极作用,却也面临着
“鸡肋”的尴尬境地:文化传承的断层,导致
增设假日的初衷并未真正实现,节日出现了

“假日化”的趋势。
商家每逢节庆必定上演的促销活动,则

为年轻人提供了消费娱乐的理由,直奔商场
购物,约上朋友聚会 KTV、下馆子,或是参加
旅行团,成为他们“消磨”节日最流行的方
式。 许多年轻人表示,除了春节、中秋外,对
其他传统节日的概念不是很明晰,对是否放
假、 如何让这几天假期玩得高兴等话题比
较关心———传统节日正在成为他们的购物
节、吃饭节。

购物、饮食等活动本无可厚非,它们也
是古代节庆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下
出现的对物质层面过分关注的现象,则掩盖
了节日本身的深厚文化内涵。 传统节日的
功能之一在于增强个人与家庭、 社会的纽
带关系,沉溺于简单的自我享乐,导致了这
一重要功能的缺失。

被“瘦身”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习俗多种多样,如春节的

祭灶、扫尘、放鞭炮、贴春联、挂年画,端午的
祭祀、划龙舟、悬艾叶菖蒲,清明节的踏青、
插柳等,人们通过这些行为表达愿望、敬畏
自然、亲近血缘、怀念祖先、体现价值观,它
们也是节日文化的重要支撑。 然而,在现代
文明背景下,节庆活动的简化导致仪式感淡
漠,节日文化内涵大打折扣。

“端午的赛龙舟曾是大家最期盼的节
目, 孩子们挂上大人给的香囊兴冲冲地奔
向人头攒动的河岸, 激动起来甚至在岸上
追着龙舟呐喊助威。 ”在南方长大的小余,
每每回顾儿时的记忆便唏嘘不已,“如今的

娱乐活动何其多, 人们宁可在电视前匆匆
一瞥赛况, 也不愿穿越拥堵的城市去感受
那热火朝天的气氛了。 ”而中秋节,在月下
设宴,品瓜果、月饼,把酒问月的场面也有所
改变———且不论因环境污染而不再皎洁的
月亮, 城市化进程令大多数百姓住进了鸽
子笼似的高楼, 赏月的理想环境已不复存
在。 至于七夕,被扭曲为“中国情人节”;重
阳, 对于年轻人来说越发陌生……无怪乎
有人惊呼, 中国传统节日似乎就剩下饮食
文化了,中秋节、端午节更是被戏称为“月
饼节”、“粽子节”。

这种融化在节日里的仪式，渐渐形成了
对世界与人生的一种祈求和寄托。 缺少节
日的仪式感， 便缺少了对节日的尊重与敬
畏。节日的形式，有时就是节日的内容，剥离
了欢庆节日的形式，便也容易让节日徒剩一
件漂亮的外衣而缺乏鲜活的生命。

（编者整理）

张艺谋执导的 2011年度大片《金陵十
三钗》上映之际，好评如潮。 而新改编的著名
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金陵十三
钗》自然也表现抢眼，我赶紧找到前不久由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新扩写后的
长篇小说一本观读了。

小说《金陵十三钗》 描写的是发生在
1937年的南京， 一座教堂里几名神职人员、
一群躲进教堂的女学生、13名侠肝义胆的风
尘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中国伤兵，共同面对
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故事。
日军司令部在圣诞前要举行晚会，威逼南京
威尔逊教堂唱诗班的中国女学生作陪，于
是，到教堂避难，被女学生们视为下贱的 13
名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装扮成女学生去参
加日本人的圣诞庆晚会罹难，最后仅一人生
还……故事虽然不长，也没有从正面描绘南
京大屠杀的惨状，但从侧面将日军凶暴残酷
野兽般的本性刻画无遗，同时也表现中国军
人懦弱且勇敢的一面。

在作品中，作者以我姨妈书娟的眼睛目
睹了这场屠杀，录下了这场浩劫血腥残暴的
事实。 她选择把 13个风尘女子和一群女学
生放置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和道德的背景之

下，进行心灵的剖析和人性的拷问，带给读
者的是一种如抽丝剥茧般的阅读疼痛。 在残
酷的战争机器面前，在死亡面前，所谓的高
贵与卑贱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她们之间应该
牺牲谁？ 最初她们也发生争执，但在豆蔻、乔
治、伤兵一一被日本人折磨之死后……死亡
让她们每个人颤抖、绝望、最终清醒；也让她
们的人性在那一瞬间得到净化洗礼，回到最
初的自己。 原本看似“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
犹唱后庭花”的“十三钗”，终于挺身而出，用
她们的方式，捍卫着人性的尊严。 严歌苓说：
“我想写的是， 战争常常把一种人变成另一
种人，本来人性的善恶不知，直到极端事件
发生了，你突然变成了一个你从未想到的人
物，并由此完成人格的蜕变。 这种转变是战
争逼迫的结果，但也是万念俱灰下‘如兔子
似的咬人’的抗争，她们虽然牺牲了自己，但
却收获了另一部分生命的希望和新生。 ”

严歌苓，一位旅居海外享誉世界文坛的
高产女作家，从 1986年至今，她已经发表了
18部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 她又是
一位被影视界的聚光灯紧紧追逐的编剧，从
《天浴》、《小姨多鹤》、《梅兰芳》与《金陵十三
钗》，多次与影视导演的合作，让她成为家喻

户晓的人物。 她最初创作的《金陵十三钗》只
是一部中篇小说， 多年后的今天， 她表示：
“在和张艺谋导演的合作过程中， 在发掘史
料和写作过程中，我不得不对人性进行全新
的思考，对作品的内容进行大量的调整和修
改，以期更加全面地展现那一段民族的苦难
史，以及小人物在面临大悲剧时所表现出的
人性最根底的残忍与可悲。 ”所以才将它扩
充为长篇小说。

身为女性， 严歌苓更多地把视角放在
女性题材上。 写小说《金陵十三钗》，是她
一次对历史和女性的回望。她认为，这是一
段屈辱的历史。这样的一群女人，为了别人
献出她们自己。 这些在人们看来是非常下
贱的， 女人却有着巨大的悲悯心。 这些女
人，她们是跪着的，是低贱的，但是她们跪
着，却原谅了全世界。 这种女人，给我很多
感动。 于是， 我选择用这样的角度来写战
争，用女性的悲悯，来对抗战争惨烈，用最
后一点脆弱的良知，来对抗黑暗和罪恶。小
说取名《金陵十三钗》，源自金陵十二钗，十
三这个数字，在国外是不吉的数字，用十三
是预示南京的悲剧， 也是预示中华民族的
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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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不应消失的文化记忆 湘味“舞彩缤纷”
情迷俄罗斯

本报讯（通讯员 王玄 屈智芳）1月 30
日当地时间晚 8 点， 湖南省综合艺术团的
《舞彩缤纷———中华情》 在圣彼得堡青年剧
院上演，获得圆满成功。

晚会分三个篇章， 第一篇为“东方神
韵”，包括女子群舞《红灯笼》、男子群舞《闹
春》、中国古典舞《秀色》等;第二篇为“潇湘风
情”，汇集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歌舞;第三
篇为“舞彩缤纷”， 观众将可以欣赏到哈尼
族、傣族、藏族、彝族等多民族舞蹈以及杂
技、二胡表演。

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总领事谢小用
先生对晚会演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认为
演员们出色的演出、精彩的演艺和精心的付
出征服了俄罗斯观众，在中俄两国之间架起
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对中俄文化交流起到了
很大的促进作用。

“欢乐春节”于 2010 年启动，至今已连
续开展了 3 年，是文化部会同外交部、教育
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务院侨办等多部门在
海外统一推出的重要对外文化品牌活动，通
过这一系列活动，让全球各国与中国共度农
历春节、共享中华文化。

《舞彩缤纷———中华情》由湖南省歌舞
剧院和湖南省杂技团共同抽派优秀演员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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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人心魄的圣洁赞歌

怀化湘维有限公司湘维报社 钟芳

2005年 7月 7日，南京狂风大作，暴雨
倾盆，《扬子晚报》第二天刊出了一则报道：
《一场大雨浇出几许遗憾》，在这篇报道中，
写到这样一个情节：“住在中山北路虹桥的
一户人家家门口多年的大树突然倒塌下
来，将户主大门严严封住……”

大树能说“倒塌”吗？ 我认为是不能的。
“倒塌”多用于建筑物。 所谓“倒塌”，不仅是
指物体倒下，而且还要塌掉，即原来的结构
要散架，要崩溃。 所以，围墙可以说倒塌，高
楼可以说倒塌，连脚手架也可以说倒塌，但
大树是不行的。 树倒下只是位置的转移，而
不是形态的变化。 这棵遭到暴风雨袭击的
大树，倒是倒矣，塌则未必。 不知读者诸君
以为然否。

大树不能说“倒塌”

书林

———读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

□ 吴明

———让年轻人接受中国传统节日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的阿尔
德里奇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家徐冰正
在展出一件成瘾性极强的作品。他的这件名
为“烟草计划”的装置使用了“烟草”这种有
毒的叶子作为媒材和灵感之源，将材料变成
地图、书本和出版诗歌，以此来挑战无处不
在的尼古丁依赖文化。

在 1 月 29 日星期日的开幕式上，徐冰
在作品《清明上河图卷》中点燃一支 12 米
长的香烟。 在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画上，这
座雕塑将缓缓燃烧， 以此作为对中国大地
上不断飘散的烟雾的一个注脚：研究表明，
中国因香烟致死的人数为世界之最， 但三
分之二的中国人认为吸烟对健康无害，或
者危害甚微。

在《清明上河图卷》
上点燃巨烟

□ 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