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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中国节日志》的"节日"，主妥指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问

传统节日、庆典、接会等，是具有群体性、周期性，以及相对稳定的内容

和程式的特殊时日 。

二、 《中国节日志》的内容时F且不设上限，下限为编慕者调查时间 。

三、 《中国节日志》在丈献梳理与实地调查并重的基础上，依据科

学、客观、具体、全面、规范的原则撰写 ， 同时兼顾民族、区域差异，力

争全面反映节日的历史和现状。

四、 《中国节日志》以单独节日立卷，由综述、志略、调查报告、后

记等部分构成。 其主妥构成及功能如丁:

(一)综述:记述节日名称、分布区域，所在地区的自然生态和历史丈

化背景;但述该节日的起源、传承、流布、变迁、组织、地区差异及现状

等;简述节日活动的基本内容和过程;在本土丈化语境中说明节日的意义

和功能。

(二)志咯:根据节目的一般构成，按照节日时空、节日组织、节日缘

起、 仪式活动 、 表演艺术与口头传统、猝艺娱乐、节日用品、节日丈献等

类别，分别设直本类别概说，其下根据节目的具体情况设置条目，对于各

类别间交叉重叠之处、同时注明参照关系 。

(三)调查报告:以亲历 、 实录为原则，根据节日情况、由具体时间地

点的节日调查报告及专题性调查报告两类构成，以完整记录调查点基本信

息和节日过程。

(四)后记 : 介绍各卷编撰者分工、调查过程、方法及其他需妥说明的

事项等。



总序

节日丈化，总是牵动着人们关于生活的记忆和怀念。

家庭、长辈、同伴、乡亲、乡情，家乡连带着童年的欢乐与顽皮、长

者的庄严与总祥，好像留给人们一种无法释怀的文化记忆 ， 节日总是与美

好连接，与传统相通。 庄严时，仪式伴随着敬畏与伦理，是期待和秩序，

是未来的希望与祝福;祥和时，它令人淡忘生活的艰辛，把尊严和快乐送

到所有角落;狂欢时，它 f各意释放，给突破约束的本能找到出口 。 总之，

节日使生命具有史丰富的节奏和更多的美感，也使社会在张弛之间更加富

有弹性而变得温馨。正是这种切身的节日丈化感受，标示了节日丈化在人

类社会丈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 也正因为如此.节日成为全人类生活的必

需 。 不同的丈明体系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创造

着多姿多彩的节目丈化，也正是这种美好的创迄，使人类社会得以在节日

中露出会心的微笑。

作为社会丈化关系的纽带和文化传承创造聚集的联结点 ， 节日成为丈

化研究者观察丈化在象，洞悉文化内涵，了解时代变迁，收集各种丈化符

号，探寻文化深层结构的切入点。 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

术学等人丈学科对节日研究的关注，不仅是学术方法论的建构，更是以人

为本，关注民生的学术责任所在。 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城市化、城

镇化进程的推进和人们劳动剩余时间增长 ， 节庆中的创造力越来越反映着

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文化需妥，对传统节日的研究，史是成为从理念到方法

上提高现代公共丈化服务水准的基础工作。

作为一个丈化艺术领域的"老兵"，或思考文化，或感受艺术，或体

位
木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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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丈化艺术与大众生活的和谐，或了解民众的创造和需妥，节日这个均丽

多彩的"舞台

纠结，总是让我受益匪浅。故j良愿意尽一点绵薄之力，为从事文化研完的

专家和有志于此的后来者提供一点方便。因此有了《中国节日志》这样的

学术聚集，也有了我这个"老头"在这里的几句唠叨。想的是传统与未来

的和谐，也算是国家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的一砖一瓦，不敢言志在千里，

但十分期待《中国节日志》能够成为典籍，能够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留下

一点印记，以无愧于我们的历史和未来，这当然妥仰仗所有参与者的辛勤

和智慧。

有幸与诸公为伍，共襄盛举，很是有些不合时宜的兴奋。算是一个老

人的祝愿吧。足以为序。

周巍峙

2013年 12月(葵巳年甲子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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