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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节庆文化
更多戏剧性表达

既看得见乡愁又玩得转时尚

作者：邓昆

明天，又是一年中秋节。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专

家萧放说，传统节日是在数千年
的文明传承中形成的时间生活
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段落
标志，在节日之上，人们赋予其
丰富的文化意义。节日表达着
中国人的情感与信仰，与中国人
的精神联系紧密而强烈。

随着过节成为人们最具仪
式感的文化生活，以中秋为代表
的节庆文化悄然融入国人的精
神血脉。或热闹或温馨或庄严
的节日图景，也成为了中国影视
创作中的重要内容，有明月与乡
愁，也有家国与时代。今明两
晚，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2023中秋奇妙游》《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2023年中秋晚会》将
相继播出，“带货”节庆文化。

多年来，丰富多样的影视作
品引发观众情感共振，营造符合
时宜的节日氛围，传播恰切熨帖
的节日文化。中央民族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赵睿认为，随
着创作者对节日内容的持续深
耕，影视作品不仅能普及节日知
识、渲染节日气氛，还能勾画世
情、温暖心灵，挖掘并展现节日
蕴含的文化内涵、精神力量、社
会价值。用镜头一笔笔绘就中
国节日的当代价值和独特魅力，
讲好中国故事。

大年三十，全家人一起看央视
春晚，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新年俗；
从机灵可爱的“唐宫小姐姐”到“翩
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水下洛神，爆
款频出的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
节目，已是过节的“刚需”⋯⋯每逢
佳节，电视台、视频网站等平台都会
围绕节日主题，推出主题晚会、纪录
片、微电影等形式多样的作品，对节
日相关内容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展
示，渲染浓郁的节日氛围，加深大众
对节庆文化的理解。

节庆文化还成为日常影视创
作不可或缺的内容，赋予作品更多
戏剧性表达。比如宋朝的很多民
间传统节日保留至今，如元宵节、
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电视
剧《清平乐》就带我们穿越到北宋，
把 春 夏 秋 冬 各 大 节 日 都 过 了 一
遍。剧中俊逸少年曹评吸引官家
长女徽柔公主的注意，是在中秋节
的游乐队伍中扮演射日的后羿。
在剧中嘉祐二年（1057 年）一鸣惊
人的苏轼将在十九年后神宗熙宁
九年（1076 年）的中秋写下他传颂
千古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奇思妙想
中满寓超达和放旷。而王拱辰的
外曾孙女李清照日后也曾留下咏
月怀人的绝唱《一剪梅》：“云中谁
寄 锦 书 来 ？ 雁 字 回 时 ，月 满 西
楼”。出宫观赏灯彩和女子相扑，
是徽柔记忆里最开心的事情。每
至元宵，宫廷和百姓会一起欢庆佳
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云：

“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
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
里。”苏东坡有诗云：“灯火家家有，
笙歌处处楼。”辛弃疾也曾有一阙
描摹元宵盛况的《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网剧《长安十二时辰》也把元
宵节作为叙事情境，但表现的是浮
华背后的危机：在人潮汹涌的长安
街市上、张灯结彩的氛围里，张小
敬要在十二个时辰之内查明一起
谋逆大案，拯救百姓。作品借助元
宵节的氛围，让盛世长安、灯火通
明与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交织在一
起，让影像充满戏剧张力，也让元
宵节的文化底蕴得到了淋漓尽致
的展现。

可见，电视剧作为普及性最强的
大众艺术形式之一，其“带货”能力不
言而喻，所带之货，决不仅限于剧中
出现的某种实物，而是已上升到文化
的层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扬声
器”。“这些作品对节日场景进行精心
设计，并将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节
庆文化、节日习俗有机融入故事讲
述，自然而然地推动情节发展，让观
众对节日的认识有了更多的历史纵
深感和空间延伸感。”中央民族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赵睿说。

“每逢佳节倍出圈”，河南卫视
“中国节日”节目制作工作记录中，
有这样一行字：“找准中国人的‘文
化 DNA’，带领人们‘深入’优秀传
统文化的浩渺图景，而后在奇特美
妙之处‘浅出’。”可舞、可视，让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可知、可感。三年
来，河南卫视这样讲述“中国节日”，
别有一番意趣，打开了大众选择过
节方式的新思路。节目主创路红莉
分享了用“科技赋能传统文化”的思
路打造出的多个文化爆款。“一路摸
索下来，我们明确了始终要追求视
觉奇观的目标。”她认为，用新技术、
新样态丰富节日内涵，这样极致化
的中国审美可以引起强烈的文化自
信与文化认同。

一年一度的央视秋晚邀全世界
华人咏月、赏月、拜月，诗酒言欢，共
度佳节，已成文化盛景。明日 20
点，央视秋晚将如约而至。今年秋
晚在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四
川宜宾举办。晚会主舞台位于金沙
江、岷江、长江三江交汇处旁的长江
公园，也是“长江干线航道零公里”
处。一向以篇章式结构为特色的秋
晚将紧紧围绕长江文化谋篇布局，
分设上篇《月涌大江》、中篇《江水三
千》、下篇《江月年年》三个篇章，借
此展现中华民族“星垂平野阔，月涌
大江流”的豪迈气势，抒发“江水三
千里，家书十五行”的乡愁思念，挥
洒“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
似”的厚重情怀。总导演李申、景欣
介绍，今年秋晚将首次实现四个演
区拍摄，围绕“诗、酒、月、水、竹”五
种文化意象展开，着力体现“思想+
艺术+技术”融合传播，非常值得期
待。比如宜宾崔科山下的流杯池，
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北宋诗人黄
庭坚取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曲水
流觞”的意境，于此凿石饮水为池，

“流杯池”因此得名。相传这里是黄
庭坚读书会友、挥毫泼墨之地。在
峡谷之间，身着古朴服饰的自得琴
社的青年乐手们，抚古琴、击大鼓、
吹笛箫⋯⋯伴随着谷底缓缓流出的
清泉，与青年演员碰撞出“今月曾经
照古人”的浪漫共鸣。

“以节日为媒，影视创作给中国
文化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也让观
众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
根脉。影像对节庆文化进行多层次
呈现，引出了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一
脉相承的文化底蕴、经济发展成就、
社会繁荣图景等诸多内容，使中国
人的节日故事变成了具有时代意义
和国际视野的中国故事。这些契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视作品经
由国际传播，触达更多海外受众，在
润物无声中助推中国的节庆文化乃
至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央民族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赵睿还期
待，更多以节日入题的优秀影视作
品涌现出来，为节庆文化添加这个
时代的专属注脚，为中国文化传播
打开更加广阔的天地。

在奇特美妙
之处“浅出”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
授杨洪涛认为，节庆文化是中华文
化的载体和浓缩，蕴含着民族性格、
价值观念和处世之道，为影视作品
拓展了别样的内容表达空间和审美
空间。

“对个人而言，节日都是对生命
旅程的标记和阶段性总结。电视剧

《人世间》开篇就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
春节。简陋、杂乱的棚户区‘光字片’
里，春节的气氛却红火热烈。据统
计，这部剧中至少呈现了 13 次春节
场面——生活条件一次比一次更好，
少不更事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父母
的脸上多了几分沧桑，春节让团圆的
概念更加强化。对民族而言，节日是
对岁月更迭的集体回首和族群式告
白。纪录片《记住乡愁》里有许多关
于节庆文化的深情表达。每当清明
时节，同一姓氏的宗族兄弟就会从四
面八方汇聚到故乡，缅怀祖辈、致敬
先人，完成一场赓续家族血脉、守望
精神家园的庄严仪式，在城市化进程
中完成对故土和祖先的身份认同和
情感归附，让人们不忘来时路，认清
根和魂。对国家而言，节日是对时代
精神的生动阐释和仪式化点题。电
影《我和我的祖国》以国庆节为背景，
再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7
个历史性瞬间，不断强化家国叙事中
个人命运与国家、时代的关系，让每
个人都能够感觉到自己与祖国同呼
吸、共命运。”杨洪涛细细道来。

进一步拓展
影视的审美空间

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里，
总有一轮明月朗照其上。从秦砖汉瓦到唐
风宋韵，一轮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文
化乡愁。

如何深入认识中国传统节日，并把中华
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其
生命力，使其持续焕发时代光芒，对业界而言
既是考验也是机遇。

梧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何华湘教授认
为，融合是传统节日的底色，应用融合思维为
传统节日赋能，通过具象、情景、仪式、互动等
多元符号的引入或重新组合，创造出既看得
见乡愁又玩得转时尚的文化产品，建立起传
统与现代、艺术与生活、节日与日常之间的连
接和对话，推动传统节日可持续发展。

何华湘教授表示，中国传统节日有着与
生俱来的融合特质。这种特质首先体现在
舌尖上。譬如春卷、汤圆、青团、粽子、月饼、
腊八粥，这些最有代表性的节日食品没有一

样是“单纯”的：不仅用多种食材配伍，而且
以和合手法制作。其次，中国人过节，讲究
吃，讲究穿，讲究视听之娱，也讲究各种各样
的礼数。过节是调动了人的全部感官兴趣
和整个社会力量来对待的，是对个体和集体
的全方位检视和调适。春节、元宵、清明、端
午、中秋，这些重要的传统节日必定是全家
老小和社会各界乃至举国上下一齐张罗着
来过的。从人的团聚到社会关系的连接，再
到资源的整合、功能的融合，中国传统节日
在整体上是由多个层面文化载体融合而成
的产物。“既要满足身心享受的需求，又要经
营各种社会关系，这就使得传统节日在功能
上也呈现出明显的融合特征，兼有巩固伦
常、维持秩序、促进经济、培植艺术、传承文
化、养成教育、娱乐社交等多种显性功能，渗
透着中国人的物质需求、精神追求、审美趣
味和价值取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
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以春节、清明节、
端午节、中秋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承载
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何华湘教授进一步认为，今
天，激活传统节日的生命力，融合思维的创
新应用，能为传统节日快速赋能。具体体现
在两个方面：第一、寻回价值归属。传统节
日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部分，具
有多重价值。人们通过节日的集体参与来
传递情感、寄托愿望、繁荣经济和娱乐生活，
同时也通过节日周而复始的年度演绎来铭
记历史、传承知识及教化童蒙。近年来，持
续部署开展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作为
当下数字文明大时代对中华传统节日和节
庆文化的统称，呼唤传统文化回归，掀起了
一场反响热烈的全民行动，传统节日的形式
越来越丰富，文化内涵越来越彰显，人们过
节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涨，传统节日的价值伴
随着过节的味道重新回来了。人们惊喜地
发现，搭上“融合”的顺风车，当端午节不再
是“粽子节”，中秋节不再是“月饼节”，传统
节日的价值也就有了更丰满的内在，构筑起
牢固的情感纽带和价值认同。公开资料显
示，这两年来，年轻人在传统节日出游的兴
趣上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再单纯是为了“逛
吃”，而是更倾向于寻求对“仪式感”和民族
文化的体验。民俗、国风，成了不少旅游项
目的吸睛卖点。这是传统文化的回归之旅，
也是融合思维的创新应用之旅。在“我们的
节日”活动部署中，“不断创新传统节日活动
的形式和载体”是明确的工作要求，这本身
便是融合思维在文化工作中的创新应用，充
分体现了尊重文化传播规律、与时俱进的创
新精神。毕竟，老百姓上了网，传统节日也
不能掉线。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
泼泼地融入当代，文化传承发展弦歌不辍、

历久弥新——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那朵
“人类共同的雪花”，那份“折柳寄情”“黄河
之水天上来”的东方美，彰显中国气派。河
南殷墟、浙江良渚、广汉三星堆、眉山三苏祠
里，身着传统服饰的年轻人穿梭于历史遗迹
间，自然、美好⋯⋯

第二、开辟“双创”路径。近几年来，一直
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要如何才能实现“双创”呢？从
系统论的角度看，要么引进新的要素，要么建
立新的连接。融合思维正是一个有力的工
具，它允许我们打破传统和常规的边界，从生
活习惯中培养新的认知，尝试新的行为，一方
面勇于接纳新生事物，一方面对传统元素重
组利用，双轨并行，为“双创”开辟一条便捷可
行的途径。

当下，大众对中国传统节日火“出圈”已
习以为常，而且对相关创新表达的期待值也
已普遍提高。比如从 2021 年河南卫视春晚
节目《唐宫夜宴》横空出世后，“奇妙游”等“中
国节日”系列爆款不断。如何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中国节
日”给出了答案。14 名宫廷乐师，从《簪花仕
女图》《捣练图》等一幅幅名画之间穿行而来，
组成《唐宫夜宴》；8 匹战马，在昭陵六骏和唐
三彩的意象色彩中奔腾前往，气象高远，化身

《梦幻天马》⋯⋯在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文
艺形式的创新和科技的助力加持下，“中国节
日”成为河南卫视的一张王牌，网友评论其

“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充分展现了中国传
统节日的强大生命力，证明了其“活”在当下、
火在当下的现实性，为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当然，无论是深耕传统文化、聚焦传统节日的
内容选择，还是一个个惊艳的创意，都并非一
日之功，不仅要带着礼敬之心学习，还要增强
自我突破的勇气，才能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
息，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

影视为节庆文化

带货 我们为什么要过节？
谈及中秋，脑中会自然浮现“月”的意象。

古人以此为题留下诸多诗句，虽事随时迁、跨越
千年，今人赏读仍有共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
度假过节、享用节日美食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
个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在过传统节日？这
些传统节日究竟有什么样的文明价值？

节日与节庆文化的形成、传承与延续，表现
出中华文明价值的广域化继承与持续性发展。
中华文明体系的节日节庆，最早建构于三皇五
帝时期，这是中华文明的开创时代，从伏羲到黄
帝，传说或记载，说明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
关系这种文明价值的建构过程。

节庆文化学者认为，今天的许多节日礼俗
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状态，而在汉代找
到其源头。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
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邓平等人制订了《太初
历》，于是，如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
午、七夕、重阳等成为全国性的节日。到了魏晋
时期，民族大迁徙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大交流，促
进了节庆文化的融合。

唐宋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节日向礼
仪性、娱乐性、养生性的方向发展，演变成为真正
的良辰佳节。春节放爆竹原是一种驱邪手段，此
时全部变成了欢乐的音响；元宵节祭神灯火变成
了游艺观灯的活动；中秋节祭月变成了赏月思乡
的佳时；重阳节由登高避灾演变为秋游赏菊的心
旷神怡等。在节日风俗的演变中，还增添了许多
体育和文娱活动，如放风筝、拔河等。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内容丰富的节日
生活画卷。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让今天的人
们对于宋代元宵佳节的灯火充满了无尽想象。

据节庆文化学者研究，唐宋以后，节日的发
展比较平稳，元时期，融入了一些少数民族习
俗。明清时期，节日风俗出现了三种变化：第一
是更加讲究礼仪性和应酬性，礼仪变成了礼俗。
逢年过节，人们出于礼尚往来而互相拜访送礼。
第二是明代沿海经济大发展，一些以个体农户经
济为基础的节日风俗逐渐被人们所冷淡，如祭土
地神的习俗逐步弱化。三是游乐性继续发展，如
元宵节观灯，由宋代的五天增加到明代的十天，
昼市夜灯，热闹异常。清朝又增加了舞狮、舞龙、
旱船、高跷、秧歌、腰鼓等“百戏”活动。

近年来，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深入人心，这有
两个标志，一是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与元
旦、五一、国庆等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序列。二是
主要的中华传统节日，包括全部少数民族的主
要节庆文化都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正如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所说：人们在
每一个传统的节日里，把共同的生活理想、人间愿
望与审美追求融入节日的内涵与种种仪式中。因
此，它是中华民族世间理想与生活愿望极致的表
现。可以说我们的传统——精神文化传统，往往就
是依靠这代代相传的一年一度的节日继承下来。
这传统就是对美好生活不懈的追求，对大自然的感
恩与敬畏，对家庭团圆与世间和谐永恒的企望。这
便是我们节日的主题。我们为此而过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