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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春节期间，中国民俗学会作为学术支持单位，参与了“支付宝集福”活

动，与支付宝一起寻找生活的仪式感，尝试让传统年俗融入当代生活的新方式。支

付宝集福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形式，突出“福”“红包”“吉祥语”等

经典春节文化符号，在营造喜庆浓郁的节日氛围的同时，搭建网络时代全民皆可参

与的新型社交场景，丰富了大众对传统福文化的认识。

“支付宝集福”活动自2016年诞生至今，作为数字时代网络新民俗的代表，每

年吸引逾亿用户参与其中。今年的活动充分发挥民俗学者参与策划的优势，以“百

福齐聚年更浓”为主题，将集福活动从福文化进一步拓展到年俗文化：通过选取全

国34个省市中区域性色彩鲜明、展现当地社会生活的年俗，如上海的元宝鱼、天津

的贴年画、河南的踩岁、江西的进青果茶、杭州的运河灯会等，将传统年俗以崭新

的呈现形式和表达体系回归于当代民众的视野当中，对于传播春节民俗知识、增强

区域文化的理解都有促进作用。

民俗学关注“支付宝集福”活动，民俗学者参与网络新民俗的内容策划，这与

民俗学留给普通大众的关注传统文化、注重田野调研、抢救历史遗存的印象大相径

庭。这种印象的形成，是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俗学恢复时期的社会背景有

关，当时面临着社会逐步转型、经济全面调整、文化空前活跃，是一个大变革的年

代，传承了数百上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正在发生巨变，针对传统民俗

事象的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民俗学界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抢救性搜集整理工作之

中，因此，社会上将民俗等同于遗留物、老古董、旧礼仪，将民俗学家看作是一群

研究历史、关注传统、观念守旧的学者的印象由此而生。但这种印象恰恰是对民

俗、对民俗学的误解。

民俗学是一门眼光向下、关心现实社会、关注民众生活的人文学科，它的研究

对象虽然是具有历史积淀的传承文化，但这种传承文化是活态的文化，是在现实生

活中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文化，民俗学实际上是一门现代学。我们以民俗学者积

极参与国家法定假日体系改革为例，加深对于民俗学是现代学的认识。

现代民族国家的时间设置包括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历史传承的、体现为民俗活

动的节日，一是现代的、举行官方正式仪式的纪念日，一是国家法定的假日。一个

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假日制度对于民俗节日和现代纪念日具有不同的取舍，形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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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反映不同的力量对比，呼应不同的社会诉求。法定假日通过在民间节日与

官方纪念日之间的一个妥协方案来反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节假日问题在深层反映

的是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民族与国家、文化（价值）与器用（效率）的大问

题。

自从1912年改行公历（所谓阳历）以来，将近一百年间，我国的法定假日体系

是以纪念性节日为主，以传统历法（所谓阴历、农历）为计时标准、传承着大量民

俗活动的传统节日一直受到排斥。在我国2008年之前的法定假日中，除正月初一春

节之外，其余的传统节日都没有被列入，自然也就都不放假。改革开放以来，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的内涵越来越引起重视，特别是在世纪之

交，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和中外文化的大交融，深度挖掘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信

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民俗学者充分发挥学科优势，顺应社会需

求，主动参与到节日和法定假日体系研究之中，为将传统节日列入国家假日体系建

言献策。

2004年下半年，中国民俗学会受中央文明办的委托，完成了《中国节假日体系

研究》的专项课题。随后，2005年6月17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民

政部、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

见》（文明办[2005]11号），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次以发布官方文件的方

式正面对待作为整体的传统节日。

中国民俗学会还连续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对岁时节日民俗和假日体系进

行专题研讨。2005年召开的“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

会”，有来自海内外的50余位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参加会

议，就东西方不同社会的文化时间观念、传统节日和法定假日进行深入讨论。有报

道说，中外多学科学者共聚一堂集中研讨人类的节日文化，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

是第一次。2006年召开的“中华民族新年的庆典与习俗研讨会”，则是对新年为代

表的中国传统节日及其习俗进行全面探讨。

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受文化部及国家发改委的委托，中国民俗学会完成了

“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论证工作。该课题着重论证了春节、清明、端

午、中秋四大民族传统节日的“起源与流变”、“内涵与功能”、“象征符号”、

“节日符号”等，针对节假日体系改革问题提出了建议。论证成果随后结集为《中

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正式出版。

中国民俗学会时任会长刘魁立先生还曾上书国务院有关领导，提出我国节假日

制度改革的建议；并且还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渠道，向中央领导部门提交报告，说

明将传统节日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007年12月16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由

国务院正式颁布，除原有的春节，又增加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传统节



日。国家发改委负责人随后就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的有关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2007年以来，文化部和有关高校就我国传统节日的内涵和意义展开研究，

研究的内容包括我国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演变历史、风俗变化、节庆活动等。同

时，国家民委还就我国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及放假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

传统节日被列入国家法定假日，符合民意，顺应民心，这是关系到全体民众生

活的大事，也是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性行为，民俗学家在

将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假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民俗学关注当下、参与社

会的最好的注脚。

在数字化网络时代全面到来的今天，在新冠肺炎疫情依旧肆虐全球的情况下，

传统的常规工作方式和日常人际交往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这对所有的人文学科和社

会学科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形势下，民俗学将深入挖掘和继承学术传统，在理论

创新和方法探索方面勇于尝试，关注当下，关注生活，在提升全社会的文明水平、

满足民众的社会需求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叶涛：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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