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传统节日传统节日传统节日传统节日的的的的““““终结终结终结终结”””” 

————————读吉登斯读吉登斯读吉登斯读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失控的世界失控的世界失控的世界》》》》之所思之所思之所思之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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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存在于传统终结以后的社会。传统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像启蒙

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的传统消失。相反，传统以不同的形式到处继续繁荣发展。” 

——安东尼·吉登斯 

 

【摘要】 

吉登斯，是与哈贝马斯、布迪厄齐名的“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马丁·奥

布莱恩语）①。他以研究结构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著称于世，出版了包括《现代

性的后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失控的世界》等经典著作。

笔者通过阅读吉登斯《失控的世界》一书，对吉登斯在书中就第三章——“传统”

的论述非常感兴趣，特撰此文，首先对吉登斯关于“传统”的观点进行了简单概

括，其次就“传统”这一概念的要素进行了结构和重建，最后以中国为例结合吉

登斯关于“传统”的观点描述了中国传统节日“终结”的特点，并进行了分析和

评述。 

 

一一一一、、、、    吉登斯眼中的吉登斯眼中的吉登斯眼中的吉登斯眼中的““““传统传统传统传统”””” 

在《失控的世界》的第三章当中，吉登斯着重就“传统”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洋洋洒洒几万字，道出了他本人眼中的“传统”。在笔者看来，其观点大致可以

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吉登斯认为，“传统”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传统并非我

们所想象的那么古老而悠久。和他在书中第二章所强调的“风险”一词一样，“传

统”只是近二百年来才出现的。笔者认为，在提到“传统”一词时，大众之所以

普遍会有一种古老而沧桑的感觉，主要是因为我们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太

                                                             

① 李慧敏，胡成功:自我认同理论的“缺失”——吉登斯社会学思想研究[J].社会科学论

坛.2009(07):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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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家们，在批判和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礼仪和其他

“旧”事物并希望所谓的“传统”消失的同时，也使得大众在提及这类事物时，

往往会把它们当做一种很古老的存在来看待。 

其次，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前半部分的论述中有一句非常让人信

服的话——“这是一个存在于自然终结以后的社会”，意即现在的物质世界，没

有纯粹自然的，都多多少少受到了人为地干预和影响。相应的，在论述“传统”

的时候，他又提出了“这是一个存在于传统终结以后的社会”，他认为根本不存

在完全纯粹的传统，所有的传统都是被发明和不断重新被改造的。 

第三，吉登斯认为，传统常常与科学相结合，常常屈服于现代性，而现代社

会也理性的意识到社会需要这种给生活以连续性并形成生活的传统。这一切，都

使得传统以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到处继续繁荣发展。 

 

二二二二、、、、    ““““传统传统传统传统””””概念概念概念概念要素要素要素要素的的的的解构与重建解构与重建解构与重建解构与重建 

吉登斯指出，“传统与众不同的特征在于仪式和重复，并且传统总是群体、

社区或者集体所具有的特征”①。 

在笔者看来，吉登斯对“传统”要素的界定，更多的是从一个大的视角入手

进行的，主要包括了“仪式和重复”、“为群体、社区或者集体所具有”等两个要

素，同时也包含了两个层次的维度：首先，“仪式和重复”着重从形式和时间的

角度，强调“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必须有确定的方式并历经长久的沉淀；

其次，“为群体、社区或者集体所具有”，从组织和空间的角度强调了“传统”的

形成，必须得到大众的接受和相当地域内的推广。 

但是，在吉登斯对“传统”概念要素进行界定的同时，还追加了这样一句话：

“个体可能遵循传统和习俗，但是传统并不像习惯一样成为个体行为的特征”。

即吉登斯并不认为“传统”的概念要素中包含微观层面的个人因素，但是在笔者

看来，在对“传统”概念要素进行界定的时候，不应当单纯的只从一个相对大的

层面出发，还应当考虑到人的因素。因为一方面，作为“传统”的接纳者和传承

者，一个人会从内心认可和接纳这种传统；另一方面，一个深受传统影响的个人，

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中，也会更多的受制于传统的影响。 

                                                             

①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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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对“传统”概念要素的界定当中，不仅应该考虑到形式、时间、组

织和空间等宏观层面，还应当从人的心理、行为等方面进行完善补充，因而在笔

者看来，对“传统”概念要素的界定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传统与众不同的

特征在于仪式和重复，总是为群体、社区或者集体所具有，并被受众从内心接纳

和认可，对个人的实际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三三三三、、、、    中国传统节日的中国传统节日的中国传统节日的中国传统节日的““““终结终结终结终结”””” 

根据上文的陈述和笔者对于“传统”这一概念要素的界定，笔者认为，所谓

的“传统节日”，是一种在广泛的地域内为广泛的群体从心底所接纳和认可、对

个人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且不断被重复和发生的仪式。另外，笔者还认为，与“传

统”所不同的是，这种“传统节日”，由于增加了“节日”这一名词，因而也就

加上了一个时间上的限定。所以，对于“传统节日”概念要素的界定，除了上述

的界定之外，还应当加上“在特定时间内发生”这样一个要素。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传统节日的数量不胜枚举，几乎每一个农历

的月份都至少有一个被大家所知晓和认可的传统节日。若按照影响力的标准来划

分的话，这些节日可以分为诸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影响

力较大的传统节日，以及诸如七夕节、中元节、腊八节、重阳节和寒食节等影响

力相对较小的传统节日。但是，不管怎样划分，正如吉登斯所说的，“这是一个

存在于传统终结以后的社会”，“根本不存在完全纯粹的传统，所有的传统都是被

发明和不断重新被改造的”。对于传统节日，亦是如此。中国的传统节日，无论

其历史长短、影响力大小，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都在不断被改造不断被影响，

笔者认为，具体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传统中国节日的传统中国节日的传统中国节日的传统中国节日的节日节日节日节日气息日渐淡化气息日渐淡化气息日渐淡化气息日渐淡化。。。。对于这一特点的论证，最为典型

的例证有两个：首先，中国人最为看重的节日——春节，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充满

年味儿，虽然人们依旧团圆、吃饺子、走亲戚，但是生活的日渐富足使得人们没

有了从前过苦日子时候对于春节改善伙食改善衣着的一种憧憬和向往、新鲜而富

有激情的西方节日的大举“入侵”也使得本身就比较崇洋媚外的国人趋之若鹜，

因而绝大多数人在这些因素的驱使下已经从观念上将春节看的平常化，春节的气

息也日渐淡化；另外一个例证是重阳节，在中国快速发展和现代文明迅速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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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社会不再像从前一样以长者为权威、以长者为重，中青年成为社会的中坚，

加上新观念新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和社会尊老爱老风尚的缺失，重阳节这样的节

日，被很多人所忽略，节日气氛基本没有。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传统传统传统传统中国中国中国中国节日的庆祝形式发生变化节日的庆祝形式发生变化节日的庆祝形式发生变化节日的庆祝形式发生变化。。。。从前自家人写的春联，已经被批

量化生产印制的对联所代替；从前父辈们精心制作的元宵、腊八粥和糯米粽子，

已经被各式品牌的汤圆、八宝粥和机器粽子所取代；从前的登门祝福变成了如今

的短信问候；就连近 30 年来才逐渐兴起、逐步成为中国人春节一项传统活动项

目的央视春晚，也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承受着来自网络春晚的巨大冲击。

所以，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传统中国节日的庆祝形式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

化。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传统传统传统传统中国中国中国中国节日的庆祝地点发生改变节日的庆祝地点发生改变节日的庆祝地点发生改变节日的庆祝地点发生改变。。。。一方面，现代化因素的渗透，使

得很多人在决定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地点时，有了与以往不同的选择：原先家人

回家团聚的端午节、中秋节，很多已经在国家法定小长假的规定下变成了一家人

浩浩荡荡外出旅游过节；原先清明节、中元节去祖坟的祭扫，随着丧葬制度的革

新变成了前往殡仪馆等场所进行；原先一家人围拢在家中炕头共吃团圆饭的场景

很多已经变成了除夕夜举家出动前往酒店就餐。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在

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伴随它们的是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中

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流行以及演变：我们可以看到，除夕夜，纽约帝国大厦点灯

庆祝，伦敦唐人街舞狮摆龙；也可以发现，韩国江陵人多少年来一直在庆祝源自

中国端午节却具备自己文化特色的端午祭。中国的传统节日，在现代性的影响下，

没有消失，反而“以不同的形式到处继续繁荣发展”。 

 

四四四四、、、、    对中国传统节日对中国传统节日对中国传统节日对中国传统节日““““终结终结终结终结””””的的的的分析和分析和分析和分析和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通过上文的梳理，笔者认为，吉登斯关于“这是一个存在于传统终结以后的

社会”和“传统以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到处继续繁荣发展”大的论断在中国传统节

日这一问题上得到了鲜明的印证：中国的传统节日，的确正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经

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正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洋节受到热捧、

端午节商标被抢注、一些传统节日被“边缘化”等等。诚然，这些现象是值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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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注意和警醒的，但是，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首先，传统节日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上文已

经提到，中国传统节日的产生和发展，大多是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而进

行的。因而，在农耕文明逐渐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配角的时候，这些伴随着农耕文

明兴起的中国传统节日的主流地位受到现代性的冲击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现代性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会给也正在给中国传统节日带来

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中所提到的，“传统和科学又是以

一种奇特而有趣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是的，科技在中国传统节日“终结”的过

程中起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吃还是玩，科技都给中国传统节日带来了

巨大的改变。 

再次，现代社会的发展让身处于社会之中的人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不

仅仅满足于传统节日中的娱乐、休闲方式，追求现代、新鲜、刺激的节日氛围，

因而产生了一种改变传统节日的内在驱动力，这也是传统节日发生改变的一个重

要原因。 

此外，学者高丙中（1997）还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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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五五五、、、、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总之，笔者认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终结”，是现代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

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这种“终结”会进一步

深入，中国传统节日不会消失，反而会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以一种新的不同的

                                                             

①高丙中：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J].民俗研究,1997(02):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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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各地继续存在，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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