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节日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

分支，是观察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是研究地域文化的一把钥

匙。① 的确，节日文化作为一个社会运行的 “调节阀”、社会兴

衰的 “温度计”、社会发展的 “推进剂”及社会文明的 “灌输

器”，始终与人们的理想愿望、人情交往、欲望显现、身心愉

悦、情感宣泄及审美情趣等精神因素相伴随，在社会运行中发

挥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境内聚居着２５个世居少数民
族。民族众多、文化多样，不仅使云南享有 “七彩云南”的美

誉，而且也是其走出中国、迈向世界的最响亮的名片。“云南民

族文化大省”和 “云南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实践，很好地证

明了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和世界文化的生成，并不意味着

一切民族的本土文化的彻底消失和一种无地域差别和民族差异

的大一统世界的建立”② 思想的正确性。今天，云南各民族人民

正以自己的行动在不断地诠释着文化的世界化和文化的民族化、

世界文化和本土文化共生共存的绿色理念。作为云南民族 “文

化丛”中最为丰富而又多样的节日文化，更是充分展示了其在

云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强大优势，

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节日是 “一年当中由种种传承线路形成的固定的或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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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４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固定的活动时间，以开展有特定主题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

日”①。节日是人的 “生活世界”中的产物，与人对意义世界的

追求紧密相连。这也就说明，节日活动必须要与时代同步，与

人们的生活结合。在今天大力提倡的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发展的热潮中，传统民族节日应该与时俱进。人真是一

个奇妙的动物，虽然失去了大自然的庇荫，却以更大的可塑性

的长处得到了补偿。人这种动物并不像熊那样为了适应北极的

寒冷气候，过了许多代以后，使自己长了一身皮毛，而是学会

自己缝制外套，造起了防雪御寒的屋子。从我们关于前人类和

人类社会的智力发展的知识来看，人的这种可塑性是人类得以

发端和维持的土壤。②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进行传统

节日文化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当然，对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创新来说，除了

坚持文化创新固有的模式之外，更应坚持节日文化工作 “尊重、

引导、充实、发展”的方针。尊重，是我们对节日文化的基本

态度；引导，是将节日活动、节日文化引导到文明、健康、有

益的方向上来，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上来；充实，就是

要以新时代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段来丰富节日文化活动；发展，

就是使节日文化在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向着社会主

义新文化体系推进。创新是批判、否定和建构的有机统一，节

日文化创新就是节日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和动力所在。

呈现给读者的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研究》一

书，是作者多年来从事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研究工作的产物。

书中充分利用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

学科理论，力图在理论视角上对传统节日文化创新进行理论概

括和经验总结。全书在加强理论探究的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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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鲜活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发展的个案。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是本书最大的特点。

关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创新发展，就是在关切少数

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也是在关注国家

的文化政策和民族政策，更是在关心全球视域下的文化多样性

前景和人性普同目标诉求。总之，撰写本书是一个一举多得的

实践行为，希冀本书的出版不仅能达到本书研究的以上初衷，

同时也能给不同群体的读者带去知识、思想和智慧。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

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

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①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实践很好地表征了这种理念和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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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
谈道：“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

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

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

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

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

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

生命力。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

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

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

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

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

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

动力。”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

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设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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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江泽民同志在１９９５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创新是一
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

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化发展的生命之源，

亦是先进文化的特质和其建设的必然要求与必由之路。今天的

文化建设必须把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基于此，本书以云南少数民

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为分析视角，在提出研究所需相关理论的

基础上，主要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发展现状、节日文

化创新基础及目标、节日文化创新内容及原则、节日文化创新

路径选择及模式建构、节日文化创新机制及创新价值等方面入

手去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为什么要创新、怎样创新

以及创新结果等相关问题，进而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

文化活态传承提供一些帮助和启示。因为节日文化不仅仅是一

个民族的生活文化的精粹的集中展示，更是 “凝结着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

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

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①。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与问题的确定

一、研究的问题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Ｋ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
在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前言中这样说：“民族学正处在一个不

是悲剧性的也是十分尴尬的境地。正当它整理好作坊，打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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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准备不日开工时，它要研究的材料却无可挽回地急剧消

散了。”① 的确，他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今天传统民族文化从

我们眼皮底下消失和变化的情景。但是尽管如此，田野考察还

是要继续，因为 “历史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套新的文化、实践和

政治结构，人类学者应该借此机会使自己的学科焕发生机”。

“文化在我们探询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

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出来了。”② 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的这一段话，是我们在考察中所看到和所体会到的。
我们的本意是要考察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民间节日，但看到的

却是一些新的、被重新建构着的民间节日文化的显现。近年来，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传统节日在政府层面的强势介入、学术层

面的积极参与、媒体层面的众语喧哗及经济层面的利益刺激下

方兴未艾，出现了发展上的一派繁荣景象。而繁荣的背后，则

引起了我们诸多思考。为什么传统节日会受到如此的重视？传

统节日创造力来自何处？人们关于节日创新的路径及原则选择

是否恰当？节日文化的创新体系应该如何建构？创新后的节日

是真民俗还是伪民族？各种关系下的权力主体或者是利益主体

应该在节日创新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探寻其间的各种隐

秘，从而达到 “去魅”的作用就是本研究的关注焦点和问题

中心。

法国科学哲学家巴什拉 （Ｇａｓｔｏｎ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曾说：“科学必
须发现隐秘”，“既然有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就不可避免地要

发掘隐秘”。③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Ｐｉｅｅ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也认为，
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 “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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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Ｍ］．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
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前言１

萨林斯甜蜜的悲哀 ［Ｍ］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１４１

孙立平 “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形态的实践形态
［Ｍ］／／清华社会学评论 （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２０００



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

生产或转化的 ‘机制’”①。的确，求知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

性驱使我们拨开现象的云雾，力图去寻找事物背后那些 “本真”

的存在，以便给人类一个超越现实的 “形而上”关怀。本研究

就是通过分析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在历史时空中的变迁

过程，揭示其独特的文化流变以及在这一流变过程中得以缺失

和再生的 “机制”，发掘文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不同 “场域”

下的种种 “隐秘”。不言而喻的是，在揭示这些 “隐秘”的过

程中，我们是暗含有几个前提的。第一，文化 “现象”和文化

“本质”是有区别的，二者遵循着不同的发展理路。第二，文化

是 “鲜活”的、“动态”的，而不是 “僵硬”的、“静态”的。

第三，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事象与特定时间和空间位置下具体

展现中的文化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不同时期特定的

“场域”中存在的民族传统节日，每一个都有一种特殊的凸显方

式。第四，作为展现 “文化”的民族传统节日和作为反映 “社

会”的民族传统节日是交融在一起的。总之，本研究要揭示的

就是在独特的时间、独特的空间中，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在

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呈现逻辑与机制。

相应地，这一研究主题实际上也是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

日置于以下一些具体的 “场域”当中去考察其变迁流程，并揭

示其变迁逻辑。第一，特殊的时代背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

月异，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全球化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传统节日

文化民俗化的本质，而传统节日面对时代背景的变化应该如何

应对，进而不断保存和发展自己？对这个特殊背景的关注是本

书研究的前提。第二，特殊的社会背景：不同时代造就出不同

社会，改革开放前后不同时代造就了中国社会前后不同的价值

诉求。同时，每个特定社会都是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 “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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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 ［Ｍ］李猛，李
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６



里，社会在纵横向度上呈现的差异性组成了传统节日在不同时

期生存的社会背景的现实。对这些社会背景的现实关注是本书

所依赖的基石。第三，特殊的文化环境：传统节日所处的文化

环境是十分特殊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并存和交融、主流文化

不间歇地渗透、文化主体和价值观的变迁等使传统节日在 “大

传统”与 “小传统”、“地方性文化表述”上异彩纷呈。因此不

同时期多样文化的交融事实是本书关注的焦点。总之，本书就

是在以上各个 “场域”中，以节日创新的视角去分析云南少数

民族传统节日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体现出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象征主题、族群关系以及价值功能等问题。

二、问题的确定

美国解释人类学大师格尔茨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Ｇｅｅｒｔｚ）说：“对文化
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

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是析解，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

会表达。”① 正像格尔茨所认为的那样，“‘琼斯村即美国’式的

‘微观’模式； ‘复活节岛即试验案例’式的 ‘自然试验’模

式。要么是一粒砂中的天堂，要么是遥远的可能性彼岸”② 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形成微观本质提出来的

方法论问题真实而又关键的民族志时代。新型的民族志追求的

不是从特殊中推出一般、普遍，而是在特殊中去思考和分析一

般、普遍，从而达到利用普遍来进行创造性和想象性的思考的

目的。

本书之所以选择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研究对象，首先

就是我们借用格尔茨式研究方法对国内现今民族学研究现状不

断反思的结果。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一般存在对一个民族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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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 ［Ｍ］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１９９９：５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 ［Ｍ］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１９９９：２８



社区进行 “大而全”描述的价值取向，虽然这样的研究取向给

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民族志资料，但也可能出现 “大而全”

本身所克服不了的 “大而不实”以及 “全而不深”的弊端。因

此，为了实现追求 “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

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

进行概括”① 的研究理路和达到 “不同于过去的整体观 （ｈｏ
ｌｉｓｍ），不再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而是把注意力转向
某一具体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表述”②，进而实现弥补传统民族志

在研究上存在的缺陷的学术目的，我们选择了云南少数民族传

统节日作为分析对象，力图做到对其进行 “格尔茨式的深描”，

从而推动民族学研究取向的转化，进而达到促使一种新的研究

范式的形成的目的。③

其次，节日文化本身的特点和研究现状决定了课题的选择。

对传统节日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弱点，但

节日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浓缩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节日文

化价值与对其所做的研究之间是 “二律背反”的。同时，对这

个 “二律背反”的解决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因为文

化的消逝和我们对其所做的研究之间同样是 “二律背反”的。

因此，在加强 “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今天，我们认为

选择节日去做研究是明智的。

再次，课题组成员前期研究成果促使了研究的产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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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 ［Ｍ］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１９９９：３３

乔治·Ｅ马尔库斯，米开尔·ＥＪ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
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Ｍ］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１９９８：４４

以格尔茨 “深描”和 “地方性知识”为基础而形成的解释民族学，虽然存

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比如，“泛符号主义”“认识上的相对主义”“一招损，全盘输”

“非功利下的主位和客位间的模棱两可”等问题，但其本身体现出来的优点足以弥

补这些弊端，可谓 “瑕不掩瑜”。因此，我们认为解释民族志是在传统经典民族志

基础上的一次升华。当然，民族志本身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组成员长期从事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研究，且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特别是项目负责人针对云南红河流域特殊族群花腰傣传

统节日———花街节的研究较为深入，成果较为丰富。至今为止，

已出版 《云南新平花腰傣花街节》学术专著一本 （３０万字），
在各级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有关花腰傣及其他节日为主题的学

术文章１０余篇，主持完成过以云南新平花腰傣节日文化发展研
究为主题的云南省教育厅研究课题１项。

最后，“文化研究热”催生了该课题的产生。随着全球化背

景下的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文化软实力”得到了人们

的广泛关注。相应地，以研究文化内涵、文化发展、文化危机、

文化创新及文化保护等为主题的文化热潮兴起，这充分说明了

文化研究成为学术关注的重点，对其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而对于云南来说，有学者提出 “最宝贵的资源是民族、

最经典的品牌是民族、最耀眼的名片是民族”的说法，再加上

随着 “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和 “云南民族文化强省”的先后提

出，这都为本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各方面条件基本

具备的情形下，本书就应运而生。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核心理论分析

民族学研究只有田野调查，没有理论分析是不行的。马林

诺夫斯基认为：“良好的理论训练以及对其最新成果的熟悉，与

‘先入为主的成见’不同……先入之见在任何学科中都是有害

的，但预拟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赋，这些是通过观察

者的理论学习发现的。”① 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布朗 （Ａｌ
ｆｒｅｄＲ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说：“社会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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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Ｍ］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
夏出版社，２０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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