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兴在八十年代后期达到相当大的规模
,

产生 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

,

对圣诞节的传播发

挥了推动作用
。

我们从近儿年的圣诞节对北京天主教南堂和北堂
、

北京基督教会海淀堂

的观察看到
,

圣诞夜礼拜的参加者和旁观者盛况空前
,

算得上是九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

种群众集会
。

外地大城市圣诞夜也是这番景象
,

例如
,

一位记者介绍 1 9 9 3年某海滨大城

市圣诞夜的盛况时说
:

在 市中心的天主教堂
,

人像潮水一样涌入
,

又像潮水一样退下
,

由

于人数太多
,

每个人都不可能在教堂 中央站一会儿
。

从入夜到凌晨三 时
,

就这样一浪一

浪地翻腾着
。

保守地估计
,

人数不下十万
。
爪

中国的基督教徒在 19 88 年 已经超过 80 。万
,

在九十年代又有显著的扩大
,

不仅 在 大

城市
,

而且在许多乡村也形成了可观的阵容
。

我们仅从河北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办的报

纸 《 信德
》
的一期 ( 第 2 0期

,

1 99 3年 12 月 1 日 ) 来看
,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

在河北

和内蒙有 4 个乡村举行重要的宗教活动
,

参加 的教友分别 2 千人以上
,

其中就有 3 次活

动是新建教堂的开堂典礼
.

教徒多
,

把圣诞节作为宗教节 日来过的人就多
;
教徒分布广

泛
,

圣诞节的社会影响面就大
.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圣诞节并不限于各地教徒的圈子之内
,

而是涉及到极

其广泛的范围
,

早已成为时令性的流行现象
,

即非教徒参与的节 日现象
.

我们知道圣诞

节是一个宗教节 日
,

但是
,

我们在此更关心它作为社会流行现象的一面
。

作为流行现象
,

圣诞节主要活跃在城市地区
,

而 以与旅游
、

教育
、

商业和服务业有

关的群体为盛
,

其中
,

受过中
、

高等学校教育的人大多都会或多或少地卷入
。

他们参与

圣诞节的方式主要有圣诞夜礼拜的观礼
,

圣诞舞会和圣诞卡
。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

在圣

诞夜到各地教堂旁观宗教仪式的人不断在增加
,

一些班级和宿舍的同学甚至相约集体前

往
,

这种活动的形式和规模逐渐趋于稳定
,

正在成为一年一度的群众性盛事
。

圣诞舞会

是各种娱乐场所大张旗鼓做生意的良机
,

并且在各大学已经成为新的校园风俗
,

每年必

办
。

至于圣诞卡
,

届时充斥街市
,

除了大小商场把它们作为时令热门商品之外
,

更有无

数的地摊摆在街头和校园
,

城市人 日
、

在校学生大多要与圣诞卡打交道
。

二
、

圣诞卡

如前所述
,

中国近些年圣诞节的流行因素主要是圣诞礼拜
、

圣诞舞会和圣诞卡
,

其

中
,

我们对圣诞卡的流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

其原因一是在于圣诞卡的流行范 围 最 广

泛
,

二是在于圣诞卡的调查研究在操作上比较便利
。

圣诞夜礼拜和圣诞舞会受 时 间 限

制 ( 只有一个晚上 )
,

空间限制 ( 教堂
、

舞厅的地方有限
,

对一些人来说还存在交通问

题 )
、

观念和习惯 的限制 ( 参加圣诞夜礼拜通常需要有较多的宗教情怀
,

参加圣诞舞会

的人一般只限于一部分会跳舞的中青年 )
,

涉及的范围远远比不上圣诞卡的流行范围
.

如果说北京
、

上海
、

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分别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参加圣诞夜礼拜或圣诞

舞会
,

那么
,

这些城市接触圣诞 卡的人则 以百万计
。

在这类大城市
,

小到幼儿园大到研

究生的在校生
、

属于知识分子的成年人 ( 如教师
、

医生 ) 以及其他行业的中青年— 他

们构成了大城市人口的大多数
,

大都要购买
、

寄送
、

拆阅圣诞卡
。

圣诞节过后
,

圣诞卡

还存在
,

我们把它们作为资料来收集既方便
,

又经济
;
圣诞卡上的文字包含着丰富 的信

息
。

因此
,

我们就以圣诞卡为例观察圣诞节的流行伏况
。



在校学生无疑是使用圣诞卡的最大一个群沐
,

尽竹收到圣诞 卜的人分布得很广泛
,

但是
,

在校学生的平均持有量是比较高的
。

在校学生持有圣诞卡的张数能够反映圣诞卡

的流行强度
。

我们 19 9 3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找到两位习惯保留信函的二年级女 同学
,

她

们非常大度地把全部 贺 仁清理出来
,

交给我们作为分析的资料
。

最近我们又在北京大学

收集 了一些学生 的贺卡
,

其中
,

社会学系有两位二年级 的女研究生和一位男研究生 ( 同

学 丙 ) 声称他们保留的贺卡比较完整
。

我们把她们的贺卡分别整理为表 1 和表 2
。

表 l

的贺卡是 1 9 91 年和 1 9 9艺年收到的
,

表 2 的贺卡是 1 9 9 4年和 19 9 5年收到的
。

由于我们的侧

重点是圣诞节与中国的
一

竹日框架的关系
,

所 以我们列表时考虑的是圣诞贺卡和元旦贺 卜

的对 比
。 “

元 旦贺卡
”

包括五花八 门祝贺公历新年的卡片
,

一般都是既有图片
,

又有文

字
;
其中一类是近几年邮局统一发行的贺年 }; ( 元旦前发行

,

春节时摇奖 )
,

称为
“

有

奖贺卡
” ;

另一类还带 音乐
,

称为
“

音乐 ;.l
” 。

如果卡片上有任何提到
“

圣诞
”

的文字

( 印刷的或手写 的
,

中文的或英文 的 )
,

那么
,

我们就把它归入
“

圣诞贺卡
” 。

表 l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两位本科生收到的贺卡 ( 1 99 1和 19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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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北京大学三位研究生收到的贺卡 ( 1 9 9 4和 1 9 9 5 )

圣圣圣诞贺卡卡 元旦贺卡卡 合 计计

张张张数数 %%% 张数数 %%% 张数数 %%%

同同学甲甲 1 111 ? 666 3 222 7 444 4 333 1 0 000

同同学 乙乙 555 呈555 1555 7 555 2 000 1 0 000

同同学丙丙 1000 2 000 4 000 8 OOO 5 000 1 0 000

合合 计计 2 666 2 333 8 777 7 777 1 1 333 1 0 000

大学在校学生都会收到一些贺卡
,

按照我们上述的分类
,

圣诞贺卡在其中所占的比

重在外语专业的学生中要高一些
。

从表 1 和表 2 来看
,

外语专业的学生收到的圣诞贺卡

占贺卡的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
,

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收到的圣诞贺卡则占五分之一到四分

之一
。

大概可 以推论
,

在外界向外语专业的学生传递的节 日信息之 中
,

圣诞受到较多的

重视
,

其重视程度大致与元旦所受的重视近 似
;
在其他专业的学生获得的节 日信 急之

中
,

圣诞节已占一定分量
,

但元旦占有绝对的重要地位
。

描述圣诞卡的文字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赋予圣诞卡什么功能
。

圣诞 卜的文字有



出版商印刷的和送卡人手写的
,

有中文的和英文的
。

我们从九十张圣诞卡中随机抽出十

张
,

每张卡的文字分别照录如下
.

英文均在其后的括号内注明了中文意思
。

一

{: 一 印刷
: “

圣诞快乐
,, 、 “

缤纷圣诞夜
,, 。 “

M
e r r y C h r i s t m a s a n d B

e s t

w i s h e s f 。 r a H a p p y N e w Y e a r
.
”

( 谨祝圣诞美好
,

新年幸福
。

)
“

祝您
;

一年

都如意
,

四季都平安
;
十二个月都幸运

,

三百六十五天都快乐
。 ”

亲笔
: “

不知是不是

真有个圣诞老人
,

在圣诞前夜送给孩子们许多可爱的礼物
。

尽管我已不是小孩
,

也希望他

能降给我幸运
,

因为圣诞前夜我们要考试
。

你呢 ? 是否也如此 ? 圣诞将至
,

祝你快乐 ! ”

卡二 印刷
:

中文是
`

恭贺新禧
,, ,

英文是
“

W
a r n e s t W i s h e s f o r a M e r r y

c h r i s t m a s a n d a H a
p p y N e w Y e a r

.
”

(热烈祝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和一个幸

福的新年 )
。

亲笔
: “

新年即至
,

祝吉祥如意
。 ”

卡三 印刷
: “

恭祝圣诞
” 。 “

扬起生命之帆
,

迈向成功之路
,

掌握自己生命之

舵
,

每天都有新的希望
,

送上我一份诚挚的祝福
。 ”

亲笔
: “

M e r r y C h r i s t m “ “
·

M a y

v o u r d a y s b e m e r r y a n d b r s g h t
.

A n d m a y a l l y o u r C h r i s t m a s b e w h i t e
.

H
a p p y N e w Y ea

r T o Y Q u !
”

( 美好的圣诞
。

祝愿你的日子美好光明
.

并 祝 愿 你

的圣诞有瑞雪相伴
。

祝你新年快乐 ! )

卡四 印刷
: “

新年进步
,

鹏程万里
” 。 “

友谊长青
,

存一份怀念在心深处
,

地

久天长直到永远
” 。 “

献上诚挚的祝福
,

给我最想念的朋友 !
”

亲笔
: “

M e r r y C h r i s t m as
a

dn H a

PP y 仗C w Y e a r ! 愿你在新的一年里拥有更多的快乐 f
”

卡五 印刷
: “

知音
” 。 `

“

忆起往 日的欢笑
,

怀念那温馨的友谊
,

寄语雁儿千里

飞
” 。 “

千万千祝福
” 。 “

飞鸽带信传友谊
,

默默友情长相携
。 ” “

点点蕊语带来点点

关注
。

祝福平安
" 。 “

情深谊长
,, 。

亲笔
: “

M a y t h
e xi g 、 t o f e h r i s t m a s a n d N e w

Y 。 a : s h i n e i n y o 。 : h e a r t a l l y e a r !
”

( 愿圣诞和新年之光全年都在你 心 中闪

耀 x )

卡六 印刷
: “

默默地为你祈福
” 。 “

好友 ! 让我诚心 的为你祈祷
,

愿你平安快

乐 ! 从今直到永远… … ” “

相识相知且相惜
” 。 “

一生能有几回相知
,

能有多少相惜 ?

朋友 ! 别忘 了这份真情谊
” .

亲笔
; “

捎送殷深的缅怀与祝福
, 一

谨探问别来是否无恙 ?

且愿你一年比一年璀璨美好 ! 再祝愿你每一天都顺 心如愿 !
”

卡七 印刷
: “

恭祝圣诞
,

并贺新年
” ` “

愿友谊的手愈握愈紧
,

友情的心愈系

愈牢
” 。 “

H a p p y N e w Y 。 a r
.
” “

丽 日蓝天下
,

唤起深藏的记忆
。

一张贺 卡
,

带 来

远方朋友的问候
。

珍惜往 日的友谊
,

祝愿您一帆风顺
。

并祝新年进步
,

万事如意
” 。

亲

笔
: “

心里深处
,

总有那么一份惦记
。

祝远方的你
,

平安幸福
;
期待你有一个美好的明

天
” 。

卡八 印刷
: “

新年快乐
” 。 “

传递一份友谊的讯息予你
,

这些 日子
,

希望你过

得比我好
。 ” “

一份友谊的关怀
,

一句真挚的祝福
,

给我最好的朋友
,

祝你幸福快乐
。 ”

“
M i s s Y o u

.
”

(思念你
。

)
“
E v e r y p a s s i n : y e a r b r i n g s y o u e l o s e r t o m e

.
”

( 岁月流逝
,

你我一年比一年亲密
。

) 亲笔
: “

不管你身在何处
,

愿这小小的贺卡能给

你带来冰城的间候和安慰
。

M
e r r y C h ir t m a !s ”

`
’

一

I之九 印刷
; “

G l a d T i d i n g
一

5 f o r T h i s H o l i d a y S e o s o n
.

”

( 祝 此 假 期



次乐如潮
。

)
`
愿你亨有欢乐佳节及关好新年

。

别让我的祝福在你的门外徘徊
。 ” . H 0 p e

y o u r C h r i s tm a s 1 5 f i l l e d 二
·

i t h j o y
.

”

( 希望你的圣诞节充满欢乐
。

) 亲笔
: “

m y

d e a r :

M
e r r y C h

r i s t m a s !
”

( 亲爱的
:

圣诞美好 ! )

卡
一

l
一

印刷
: “

朋友
,

因为有你
-

一在灯红酒绿的肚界穿校
, J

吓疑别人 是 否 也

和我一样无所适从
。

不断地找浮那些 曾经属于 自己的事物… … 渐而发现
,

自己 仍 是 幸

运
。

因为
,

朋友
,

有你的支持和鼓励
。 ” “

在这特别的日子里
,

我的祝福却比平常来得

更多
、

更多
。

盼你用一颗快乐的心
,

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时光
。 ” “

M e : r y c h r is t m a s
. ’

亲笔
: “

所有祝福的话都不用再说
。

相信你知道我的心
。

H a p p y N e w Y e a r !
”

表 3
:

圣诞贺卡文字分类统计 表 4
:

圣诞贺卡内容分类统计

类类别别 印刷刷 亲笔笔 合计计

圣圣诞诞诞 333 7 一一

22222 333 555

圣圣诞
、

新 年年 444 444 888

合合计计 l 000 1 00000

类别

祝福

友谊

祝福
、

友谊

合计

丛…兰…竺
一
州

一

上毕一生卜2一卜生
一生卜生

一

…卫生
1 0 { 1 0 1

我们对上述十张圣诞贺卡按宁面分类统计 ( 表 3 )
,

从印刷设计来看
,

有 4 张是作

为圣诞卡设计的
;

有 2 张本来是作为新年贺卡设计的
,

因为送卡人在上面写了有关圣诞

的字样
,

所 以才被我们列入圣诞贺卡
;
有 4 张的设计兼顾圣诞和新年

。

从送卡人的意图

来看
,

有 3 张涉及圣诞
,

有 3 张只着眼于新年
,

有 4 张顾及圣诞和新年
。

各种贺卡的内容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主题
;

祝福
,

友谊
,

祝福及友谊
。

我们再对上述
一

十张 卡按内容分类统计 ( 表 4 )
,

印刷设计表示
“

祝福
”

的 有 4 张
,

表 达
“

祝 福
”

及
“

友谊
”

的有 6 张
;
从送卡人的亲笔内容来看

,

意在
“

祝福
”

的有 6 张
,

意在
“

祝福
”

及
“

友谊
”

的有 4 张
; 因为并不是生 汗卜之类

,

印刷和亲笔都没有
一

单纯表示
“

友谊
”

的
.

三
、

中国节 日框架的建构与重构

节 日是社会文化所设置的时间单位
,

以历 日和季节等组成的历年作为循环的基础
。

如果一定要下一个定义的话
,

我们可 以说
,

节 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

于 日常之间的 日子
,

节 日之所 以不同于一般的历 日
,

就在于这期间包含着特定的风俗
、

习惯
。

节 日的组成要素可 以划分 为下列三项
:

门 ) 特定的日 期
,

( 2 ) 祭祀或纪念的对

象
,

包括相关的神话
、

传说
、

俗信
、

禁忌等观念性因素
,

( 3 ) 人们相沿成习的仪式性

的
、

社交性的以及娱乐性的活动
。

当这三项要素有机地结合的时候
,

一定的历 日就成其

为节 日
。

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
,

成长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

定型于隋

唐两宋时期
。

先秦时期不仅形成了以春社
、

伏日
、

秋社
、

腊 日为主的节 日序列
,

为后世

丰富 } , 日文化奠定了一个框架
,

而且这一时期积累的包括二
一

卜四节气和干支记 日的历法



以及包括祖先崇拜
、

天地崇拜
、

鬼神崇拜
、

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也为后世创设繁复

的节日民俗准备了大量的文化素材
。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

中国的节日习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

新的社会经济条件
、

稳定的历法
、

道教和佛教的浸润
,

是这一时期节 日习俗欣欣向荣的生长点和营养素
.

这

一时期的节 日序列可 以梁代宗凛的 《 荆楚岁时记 》 为代表
,

主要包括正月一日元旦
、

正

月七 日人 日
、

立春日
、

正月十五 日
、

正月晦日
、

二月八 日
、

春分 日
、

社 日
、

寒食
、

三月

三 日
、

四月八 日
、

四月十五 日
、

五 月五 日
、

夏至节
、

六月伏日
、

七月七 日夜
、

七月十五

日
、

八月十四 日
、

秋分
、

九月九 日
、

十月朔日
、

冬至日
、

十二月八日
、

除夕等
.

其中
,

除正月十五尚未成为灯节之外
,

还没有把清明和中秋视为节 日
。

隋唐两宋时期在节日民俗方面 又有重大建树
,

据宋代陈元靓 《 岁时广记 》 所述
,

当

时的节日计有元旦
、

立春
、

人 日
、

上元
、

正月晦
、

中和节
、

二社 日
、

寒 食
、

清 明
、

上

巳
、

佛 日
、

端午
、

朝节
、

三伏节
、

立秋
、

七夕
、

中元
、

中秋
、

重 九
、

小 春
、

下 元
,

冬

至
、

腊 日
、

交年节
、

岁除
.

这一序列基本上囊括了传统社会全部的重要节日
,

元明清时

期对这一体系没有大的突破
。

在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运动中
,

传统的节 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造
,

始终只是重构
l
朴国节日体系的文化资源之一

。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西历
,

并照顾民众需要

而兼用夏历
,

人们习惯于称前者
“

阳历
” 、 “

公历
” 、 “

官历
” ,

称 后 者
“

阴 历
” 、

“

农历
” 、 “

民历
” ,

国家节日由此形成了官方节日和民间节 日两个系列
。

在国家发行

的历书上
,

二历并存
,

公历附带星期
,

农历附带节气
。

政府采用了西式年历
,

但并不照

搬西历的节日
,

而是规定了官方节 日
.

中华民国的官方节日有元旦
、

国庆
、

革命先烈纪

念日
、

国耻纪念 日
、

国父诞辰
、

国际妇女节
、

儿童节
、

国际劳动节
、

学生运动纪念日
、

教师节
、

植树节等
。

中华人民共和国订立的节 日是元旦
、

植树节
、

三
·

八妇女节
、

国际

劳动节
、

五 四青年节
、

儿童节
、

党的生日
、

建军节
、

教师节
、

国庆节等
。

另一方面
,

传

统节 日
,

尤其是春节
、

清明
、

端午
、

中秋等四大节
,

仍在民间广泛沿袭
。

与此 同时
,

一

些西式节日如圣诞节等
,

也时不时地在一定范围流行
。

总之
,

辛亥革命以来
,

中国社会

呈现为多种体系的节日并存的局面
,

其间
,

不同的节 日经历了不同的起伏
、

消长
。

从上述节日框架演变的简史来看
,

中国的节日框架是在长期的历史中经过复杂的社

会互动而一步步建构起来的
,

它在中古定型之后一直延续到近代
,

接着又开始了全面重

构的历程
。

现代的重构主要表现在官方节 日和民间节 日两个系列各自的增减以及对两者

的整合
.

我们对 比一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节 日
,

其中的继承与增删都是

明显的
。

至于两者的整合
,

通常都是采取渐进的方式
,

但激进的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也流行过
,

如政府一方面在官方节日放假并举行庆祝仪式
,

另一方面禁止民众开展传统

的节 日活动
,

两个并行的节日系列暂时被整合为单一的官方体系 了
。 `

文革
”

过后
,

中

国社会的节日框架重新向多样性开放
,

一些传统节 日恢复起来了
,

一些洋节也逐渐流行

起来了
。

于是
,

中国节日框架的重构又开始了一个以多样性发展为趋势的时期
。

四
、

中国节日框架中的圣诞节

西方的圣诞节是具有悠久
、

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制度化节 日
。

圣诞节是基督教最重要



的节 日
,

也是西方国家一年一度最为重要 的诊日
。

圣涎 岁是一个节日
,

也是一段节期
.

圣诞节是公历 12 月 2 5 日纪念耶稣诞生的 节日
,

实际上每年 11 月 11 日马丁节就拉开了圣诞

节的序幕
,

直到来年 2 月 2 日圣烛节
,

圣涎
一

竹才算真正结束
。

从 12 月 2旧 的多马节到 1

月 6 日的三圣王节俗称圣诞节节期
,

但是
,

圣诞节节期并不完全统一
,

有 的地方从 12 月

24 日到 1 月 6 日
,

有的地方从 1?月 : l 日到除夕夜结束
。

各地共同的圣诞节习俗是家人团

聚欢庆
,

举办圣诞盛宴
;
访亲会友

,

馈赠礼物
,

寄送圣诞卡
。

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活动内

容主要有圣诞弥撒 ( 是一年四季的宗教仪式中唯一的午夜 活 动 )
,

圣诞歌 曲
、

圣诞老

人
、

圣诞树等
。

圣诞节也是西方社会一年一度的营销高峰
。

由此可见
,

西方的圣诞节是

社会
、

文化
、

经济体系的一个主要时间环节
。

在中国的节日框架中
,

传统节 日大都是以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
,

它们首先以血

缘群体
、

其次是以地域群体为依托
,

如最重要的春节
、

清明节
、

端午节
、

中秋节等都以

祭祀祖先
、

孝敬长辈
、

家人团聚
、

姻亲往来为主要活动
; 而元宵节灯会

、

端午 节 玩 龙

灯
、 “

鬼节
”

抬神巡境等都是地域性的群体活动
。

另一方面
,

现代的官方节日基本上都

是政治节 日
。

这个框架缺乏为个人后天建立的社会关系提供社交机会的节 日
.

在现代社

会
,

随着个人后天的关系 ( 如同学
、

同事
、

朋友
、

师生
、

对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具有重要

性的熟人 ) 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高
,

对补充这种功能的节 日的需求就会越

来越强烈 ` 我们认为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

才会有情人节
、

圣诞节在社会上流行
。

中国社会流行的圣诞节是被重构后进入中国节 日框架的一个节 日
,

远非原生意义
_

L

的圣诞节
。

除了宗教徒之外
,

中国的圣诞节现象具有明显 的地区性 ( 城 市 )
、

阶 层 性

( 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 )
,

这两个属性都意味着个人后天的社会关系比较多
。

除了

教徒的小团体之外
,

中国社会流行的圣诞节主要是朋友交往的一个节 日
。

如前所述
,

圣

诞节流行的最大表现是向熟人寄送圣诞卡
;
此外

,

圣诞舞会是个人交往与娱乐 的舞会
;

圣诞夜弥撒观礼既是个人面对神性的活动
,

也是个人交际的机会
。

前述对圣诞卡的文字

内容的分析 ( 表 4 ) 也说明了
“

友谊
”

受重视 的程度
。

流行的圣诞节既是对春节之类的传统 竹日的交际局限的补充
,

也是对元旦之类的官

方节 日的现世功能的补充
。

元旦贺卡也能起到现代意义的社交作用
,

但是
,

对于许多 人

来说
,

写在元旦贺卡上的祝福缺乏神性基础
,

而圣诞贺卡的底蕴怡恰是
“

耶稣降临
,

保佑

众生
” ,

祝福的心愿与圣诞正好契合
。

在他们看来
,

元旦卡起不到圣诞卡的作用
,

圣诞

卡却能起到元旦卡的作用
。

因此
,

他们或者在元旦贺卡上加上圣诞卡的内容
,

或者让圣

诞卡还起到新年贺卡的作用 ( 见表 3 )
。

经过中国人重构的圣诞节与西方的圣诞节 大不相同
,

我们 可以把其间的差异相应地

罗列为
:

阶层性的 /全民性的
,

辅助性和补充性的 /首要 的
,

个人选择性参与的 /制度性的

( 以全国放假为标志 )
,

侧重朋友交往 /全社会参与
,

选择圣诞节的部分因素在运作 /作为

社会
、

文化
、

经济的完整体现在运作
,

如此等等
。

中国传统的节 日体系在近代解体之后
,

节 日框架的重构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社

会文化问题
,

圣诞节等洋节 的进入是这种重构的复杂性的一个标志
,

外来文化的优势影

响以及社会内部的需要都是它们得以扎根的原因
。

当代中国的 宵日框架不断处于重构的

过程之中
,

其间
,

不同系列的节日交错并存
,

思思基础的多样性 ( 多元性
,

如祖先崇拜
、



鬼神信仰
、

宗教信仰
、

世俗意识形态 )与文化渊源的多样性 (多源性
,

如传统文化
、

官

方文化
、

外来文化 ) 使重构过程异常复杂
。

重构中国节 日框架的复杂过程包含着无尽的

学术魅力
,

有待我们继续进行不懈的探索
。

我们的探索尤其要处理好传统文化资源
、

外来文化资源与现实和现代化的关系
.

实

际上
,

所谓传统的节月设置与现代 的节 日设置只是极端的说法
.

节 日设置中传统因素与

现代因素并存的格局才是较为普遍的事实
。

欧洲人的时空范畴早 已远离
“

圣经时代
” ,

可是
,

教堂依然存在
,

礼拜依然如期举行
。

西方人对待传统节 日文化因素的一个例子对

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

一个 8 岁的美国女孩在 18 9 7年写信问 《 太 阳报 》 : “

与我们一起

玩耍的几个女孩说
,

圣诞老人是没有的
。

请你们告诉我真实情况
. ” 《 太阳报 》 极为重

视
,

在当年 12 月 21 日发表了 《 有没有圣诞老人 ? 》 的社论
,

文中说
, “

与你一起玩耍的

那几个女孩搞错了
。

她们受到对一 切都表示怀疑
,

对一 切都不相信的理论 的影响
。

她们

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

她们不相信超出她们理解范围 以外还会有什么存在
.

每个人的理解

力都是有限的
、

肤浅的
,

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
。

只要世界上有爱
,

有宽容
,

有忠诚
,

世

界上就一定有圣诞老人
。

虽然没有人看到过他
,

可是
,

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不存在的
。 ”

有资料表明
,

这是世界上一篇被引用率最高的社论⑦
,

因为它揭示 了圣诞老人传说永恒

的人文价值
。

现代化的成功不在于消灭传统
,

而在于善待传统
。

我们重构节 日文化
,

不

仅要善待民族传统
,

而且要善待外来的文化传统
。

我们在此无意把圣诞老人的传说纳入

中国节日文化的主流
,

而是希望从这个例子借鉴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传承圣诞老人传说

的人文精神
.

传统节 日和现代节日的因素经常或者是并存的
,

或者是交融的
,

传统类型的节 日设置

有现代性因素
,

现代类型的节 日设置有传统性因素
。

因此
,

我们可 以说
,

节 日框架的重构

不是一个用现代因素完全彻底地取代传统因素的单纯问题
,

而是一个复杂的间题
,

它既

包括确立现代因素的一面
,

也包括保留传统因素并使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各居其位
、 ;

各

得其所的一面
。

像
“

文革
”

期间那样
,

把传统向现代的重构简单化的做法往往 适 得 其

反
。

我们应该引以为鉴
,

善待民众在多元及多源的文化背景中重构中国的节 日文化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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