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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共享的多元实践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过渡礼仪群的中国春节*

孟令法

摘 要：节日是自然时序的一种文化反映，体现了人类对天象规律的把握以及对生活环境的改造。作为

“过渡礼仪群”的“中国的节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春节——中国人

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则在国际法的确认下成为“世界的节日”。中国春节是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体，它为

人类提供了相互尊重的文化典范，且在国际社会共享时间的同时，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成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并助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媒介。春节习俗的文化内涵与当今人类社会的重大议题紧密相

连，它不仅承载了“和合”的中华文明观，也传承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共同价值观。

因此，保护并传承中国春节文化，就是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最优质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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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是自然时序的一种文化反映，体现了人

类对天象规律的把握以及对生活环境的改造，

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某些特殊时间节点所

发生周而复始的天象或一次性巨大事件的理解

密切相关。人们为表达自己对这种自然现象的

敬畏和期许，或对这些社会活动及相关人员的

纪念和祭奠，会于一定空间内循环举行由集体

商定的仪轨，继而部分地演变成集商贸、娱乐、

祭祀等于一体的集体行为模式。随着时代的发

展以及世界人口的跨时空流动，节日突破了原

有民族和地域限制，为其他民族或地区所接

纳。然而，节日的外在形式虽在本土化过程中

发生诸多变异，但除时差影响，节日时间并未发

生任何改变，而起源于中国的春节就是这样一

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多元文化表现形式。进入 21

世纪以来，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春节不仅成

为世界多国或地区的法定假日，还于 2023 年 12
月 22日召开的第 78届联合国大会上被确定为联

合国假日，而在 2024 年 12 月 4 日由中国申报的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

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由此，中国春节的国际化水平得

到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国现代化与国际化的

发展促进了春节文化的多样化，而这无疑易于

国际社会以及当代中国青年对他者文化和自我

传统的接受与传承。如今，涉及中国春节研究

的国内外学术成果浩如烟海，但从文明互鉴的

角度探讨其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论述

却极为少见。故本文试图就此展开思考，以助

力中国春节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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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的礼仪群：中华历法下的

“春节”与“过年”

作为特定时间节点上的文化标志，大部分

节日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娱乐而设置，相反它

们上应天时地利的目的则在人和。虽然在后世

的发展中，各类节日的娱乐性逐渐增强，但其神

圣性基底却没有被当代的精神需要彻底取代。

时至今日，多数拥有千百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节

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

下元节，以及各少数民族节日，如苗族鼓藏节、

彝族火把节、壮族蚂拐节、布朗族厚南节以及京

族唱哈节等，仍保留着十分复杂的祭祀仪轨，而

它们无不象征着特定人群从一种生活状态向另

一种生活状态过渡的中间阶段。虽然后一种生

活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与前一种生活状态并没有

本质性区别，但人们借由这一时间节点举行一

系列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的祭祀仪式，以

祈福纳祥、趋吉避凶。更重要的是，大部分节日

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点”，而是一个具有跨

越性的“时间段”。通常来看，这些传承至今的

节日庆祝活动从开始准备到完全结束，是远超

一般认知的“这一天”，而这一过程显然包含诸

多较之日常生活更为显著的过渡礼仪——经过

民俗教育的广大民众极为清晰“这一天”的哪一

时段举行属于这一时段的仪式，由此形成一条

相互衔接的节日时间线，而这些按顺序举行的

仪式活动则构成了一个典型的“过渡礼仪群”。

相较于其他节日活动，春节在时间跨度上

更为显著。然而，作为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时间

概念，“春节”用于指称一年的“开始”则是在 20
世纪初叶的“改历运动”中实现的。陈连山指

出，“我国各种传统历法（夏历、殷历、周历）的正

月初一就是新年，在古代被称为‘新正’、‘元

旦’、‘正旦’、‘元日’、‘上日’、‘岁首’、‘新年’，

即一年的开端”，而在“1912 年，为了打破封建正

朔观念，并与国际接轨，在公务活动中改用公

历。同时，为了便于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仍保

留夏历。于是，公历 1 月 1 日取代夏历正月初一

而称为‘元旦’。正月初一改称‘春节’。而在中

国古代，‘春节’一词是指立春”［1］。由此可见，

“春节”并非新创术语，但民国之前这一时段的

多种古代称谓则被两种历法——公历（即西历，

为太阳历）和夏历（即农历，为阴阳合历）的统合

使用所取代。沿用至今的“双历并存”凸显了

“中国从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就引出在一

个日历年里有两个新年庆典的问题”，而“新的

公历元旦与废弃的夏历元旦（春节）一直处在现

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官方与民间的文化纠葛

之中”。不过，纵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没有

接受用夏节、秋节、冬节分别替代端午节、中秋

节、冬至节的新命名，却逐渐接受了‘春节’的说

法，尽管他们自己更习惯称之为‘（过）新年’、

‘（过）大年’”［2］。据此笔者认为，尽管传承千年

的“过年”等词已被“春节”置换并为后世所认

同，但前者并未脱离指导中国农事活动的传统

历法——夏历的民间使用。

在“春节”成为一个特定时段的节日名称，

而广大民众依然沿用“过年”这一传统话语时，

就表明从头年“腊八”到来年“正月十五”的时空

跨越，彰显了作为中国第一大节的春节是“一个

时间过程，它包含旧年岁末与新年年初这两个

前后衔接的时间段落”，而“人生仪礼与时间通

过仪式都由分离、阈限与聚合三部分构成，人们

在经历了这样的过关仪式后，就实现了新旧不

同性质的转化”［3］。因此，“过渡”是春节这一

“时段”的核心特征，且需在系列性神圣祭礼中

实现对每个具体时间节点的跨越。在张士闪看

来，“春节所延续下来的神圣意识需要尊重，其

神圣传统需要以种种方式促进在当今社会中的

传承”［4］。由此可知，于春节这一时段中举行的

各种活动都有其神圣性目的，而“娱乐”只是伴

随其间的一类外在表征。正如上文所言，尽管

当代社会的春节仪式已渐渐失去趋吉避凶、祈

福纳祥的神圣功能，但人们之所以还在延续这

些有着内在联系的集体行为，关键在于人们在

特殊时段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基于不言而喻

的“过渡”法则的无理由遵循。就此而论，不论

何地在春节期间举行的系列“过渡礼仪”，俨然

就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仪式群落。对此，有学者

称之为“节日群”，即“我们节日研究中遇到的由

复数节日组合而成，或由多个相互联系的节日

事项结构而成的节日复合体”［5］2。很显然，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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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贯穿各种仪式的节日集群。

何谓“节日群”，它与本文所谓“过渡礼仪

群”有什么关系？最早使用“节日群”概念的是

巫瑞书，其在《“腊日”的衍化及楚地腊月节日群

风俗》中指出：“中国古代的传统节日，往往为祀

典、农事、饮宴、游艺与休闲结合着的社会综合

体。在我国传统节日中，有一个古老节日群，即

‘十月朔’、冬至节、‘腊八’，以及‘小年’（腊月二

十四或二十三）、除夕（‘年三十’）。它与民间的

另一个新春节日群（含‘大年’，人日，立春，元宵

等），正好相互辉映，习俗久远。”［6］由此可见，作

为一个整体的“春节”是由前后两个相互衔接的

“节日群”构成的，它表明在“辞旧”与“迎新”的

“过渡”中，春节得以形成的时间结构得到清晰

表达。尽管巫瑞书并未在行文中明确“节日群”

的概念，但这一术语对生活在节日中的人们而

言并不会产生多大歧义，而“使用这一概念的必

要性在于能够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中国人节

日时间生活中相互之间富有联系的部分展开研

究，进而摆脱节日研究中一大弊端，即因为只从

单一节日固定时间的孤立视角出发展开研究，

而牺牲掉很多拥有时间跨度的丰富的节日习俗

内容”［5］2。诚然，节日是以农历为标准确立的综

合性集体活动，但无法脱离空间的节日纵然有

饮宴、游艺和休闲等娱乐性表现，其存在的根本

目的仍是以祭祀为核心的信俗表达，如祭祖、祭

灶、拜神、游神、贴春联、挂门神、给压岁钱等仪

式活动，其意义远超娱乐性活动，甚至连庙会都

是以神圣性为前提的。

虽然“节日群”已经较为准确地呈现了节日

活动的动态结构特征，但“节日群”的概念所指

却没有从节日的本质属性上给予更清晰的“过

渡”认定。也就是说，节日作为一个由一系列过

渡礼仪构成的复合性集体行动，每个时间节点

的仪式活动才是确定这一“时间”之所以是节日

构成的关键要素。因此，相较于“节日群”这一

略显模糊的概括性术语，对以系列性过渡礼仪

为连接单位的节日而言，“过渡礼仪群”无疑更

能揭示节日的结构性特征。概言之，“过渡礼仪

群”是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把节日视为过渡礼仪

的综合体，因而研究节日中过渡礼仪的结构模

式就是研究节日本身。换言之，虽然节日所在

特定时段并非时刻都处于相对紧张的神圣与世

俗的对立之中，但每一过渡礼仪的展演都是该

节日得以生发神圣指归，并由此转向世俗的媒

介。因此，勘察过渡礼仪的行为表现，就是在这

一时段（季度）明确节日属性的重要参照。不

过，尽管仪式在节日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口的流动，节日

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不仅打破了节日的空间封闭

性和民族自足性，还进一步削弱了节日的神圣

性并逐步强化着它的娱乐性。更重要的是，作

为一类文化表现形式，同一节日在不同地区或

国家共时演绎，充分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和共享

性。中国春节就是这样一个节日，特别是在“除

夕”和“正月初一”两个时间点，国外的华人社区

不仅会举行隆重的集体活动，更会吸引周边社

区的外国人参与其间，共享这份团圆之乐。

二、时间共享与文明互鉴：走向

国际社会的多元过渡实践

中国春节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凸显了其作

为共享文化的包容性特征。虽然中国春节在这

一“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发生适应性自我转

型，但这种以娱乐和消费为主要面向的形式变

迁，并未彻底改变它作为一项由系列过渡礼仪

为构成单位的集体祈福行动。不可否认，国际

社会对中国春节的认识与身处其中的中国人仍

有很多差异，而将之“狂欢节”化则是双方赋予

其更多社会功能的直观表现。更重要的是，纵

然国际社会的中国春节并未像中国本土社会那

样从“腊八”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但相对集

中的“除夕”和“正月初一”，尤其是后者，则成为

世界人民共享中国传统历法的时间反映。从本

质上讲，春节的时间共享性体现了世界人民在

这个时间（段）融入中华文化之中，并成为积极

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在国内各地

区各民族中的外在表现十分多样，而这种多样

性表达却在追求美好生活的信俗目的中走向了

统一，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见

证和文化基因。文化是流动的人类创造，中国

春节在国际社会之所以能被不同国家、不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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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所接纳，继而被定为联合国法定假日，并被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价值观，是对人类社会得以

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认同。

共享于时间之上的传统节日，彰显了人类

社会的文明互鉴。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主

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首次提

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

平发展的重要动力。”［7］此后，习近平主席在一

系列重大场合继续阐述“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主

张，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由此可

见，文明互鉴是一个动态交流过程，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石，需要以诸如节日为代

表的共享文化为基础。有学者认为，“文明的多

样性和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

础，是创新发展的前提。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交

流互鉴越频繁、越深入，彼此之间也就越认同、

越尊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好，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基础也就越牢”［8］，而“文明交流互

鉴以平等互尊、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合作共赢

为主要内涵，作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

案’，不仅是对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和超

越，还是应对现代风险社会的伟大构想”［9］。因

此，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在文化

的流动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中国春节的国际传播虽以近百年的形态变

迁最为显著，但包含在春节中的一系列文化元

素则因之成为他者了解中国、认识中华民族的

有效通道。近些年来，除了舞龙舞狮、贴春联、

吃饺子等年俗，外国友人逐渐意识到烟花爆竹

对这一节日的重要性，纷纷加大对我国烟花爆

竹的进口，从而形成与中国本土相似的节日庆

祝模式。此外，在异国他乡，中国春节也融入了

诸多地方元素，如花车巡游、音乐舞会、沉浸式

艺术体验以及灯光秀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

度的逐渐增大，这些新兴节日元素也在华人华

侨的多国（地区）的往来中，渐趋成为当代中国

人在神圣之外体验春节之“美”的重要方式。正

如巴莫曲布嫫所言，在中国将“春节——中国人

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报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就

如何在 200 个英文单词内完整概述这一节日的

内涵与特征进行了反复斟酌，最终决定围绕迎

新、祈福、团圆的主题讲好春节故事，以传递“和

合”这种中华价值观①。据此，笔者认为接受并

认同中国“和合”观的国际社会，同中国人民一

样，充分感受到春节作为礼仪群的过渡功能，而

这种多元发展的过渡礼仪则凸显了以春节为代

表的中国节日的可塑性和包容性。

中国春节在彰显人类文化的共通认识上，

也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间委员会的一致认同，在将“春节——中国

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决议（DRAFT DECISION
19.COM 7.b.29）中指出，这一被称为“过年”的过

程即春节，“涉及各种社会习俗，以迎新、祈福、

家庭团圆以及促进社区和谐”为目标，“春节促

进了家庭价值观（family values）、社会凝聚力

（social cohesion）与和平，同时为中国人民提供了

一种认同感和持续感（continuity）”，继而强调

“该项目（element）还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理念”②。在中国春节由华人社会走向

国际社会的多元实践中，一系列既有中国元素

又包含在地化因子的过渡礼仪，构成了世界文

化多样性的一个侧面。在多向度的文化流动

中，中国春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

明交流互鉴的有益参考。就此而论，春节已然

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即中国农历正月

的 第 一 天（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Chinese calendar），而是一位借由活态传承的“过

渡礼仪群”在不同国家、地区或民族中搭建互相

尊重之和平桥梁的使者，不仅象征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这一共享时间上的对外传播力和国家

影响力，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基于中华民族共同

体认同的内聚力和文化存续力。因此，作为一

种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符号，春节日新月异的

时代性也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印证，成

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标识。

虽然春节在中国的时间跨度是明确的，其

“过渡礼仪群”的时间表征也是不言自明的，但

现代化与国际化催生了新的节日过渡方式，从

而在原有的过渡礼仪中加入新元素，如电话拜

时间共享的多元实践与可持续发展：作为过渡礼仪群的中国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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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线上购物、抢红包、网络祭祀等，或放弃一些

环节，如做年夜饭、燃放烟花爆竹、集体守岁

等。不过，我们也应认识到，任何人类文化都是

发展的，传承并不代表一成不变，变异并不代表

没有一丝延续，相反形式与内容、外延与内涵的

动态取舍，方是展现人类之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主观能动性。毕竟一切文化表现形式都是人

类为了从基本的生存所需走向追求美好生活的

自主行动，体现为思想变革与技术改革的双重

作用，因而当某些文化模式不再符合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时，自然会被人类自己所改变，甚

至淘汰。以中国春节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所

以在当代社会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现实功

能，不仅在于春节所体现的华夏时序观，即对四

季轮转之于农耕生产的自然法则的遵循，更彰

显于人类社会对辈序和伦理的根本性认同，而

后者对“家庭”和“礼数”的直接实践则成为引领

国际社会并将中国春节本土化——从华人聚居

区（唐人街）逐步转向自我社区的精神纽带。简

而言之，“人之为人，成于‘能群’，基于‘秩序’，

在于‘意义’”［10］。因此，中国春节的活态传承才

有了更为多元的“过渡”实践，其作为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可存续力才能得到更

为有力的多方维系。

三、生态保育和春节的自然知识体系：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传统新年的现代称谓，春节的形

成本就沿革于对四季变化的精准观察，并在传

统历法的多次变革中得以最终确定。中国幅员

辽阔，虽然包含二十四节气的农历在细微之处

并不能完全指导所有地区的农业生产，如藏族、

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依然沿用着本民族传统

历法，但作为一套较之西历更为精准的阴阳合

历，得到前述诸民族基于本民族历法传统所进

行的有效调试，即两套历法的和谐共存共用。

农历之下的时间体系无疑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自然法则。正如《鬼谷子》卷下《持枢》所

言：“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

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

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虽

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11］据此，笔者

认为唯有遵循自然法则，方能实现社会整体的

可持续发展。而在陈建宪看来，“时间意识与空

间意识轨范着民族的生活节律，隐含着集体的世

界观与生活哲学。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时空坐标，

除夕是中国文化在自然时间上标记的元点，家庭

是中国人空间认知的元点。时间元点回归空间

元点，是人类复归生命起点的一种本能”［12］。此

言表明，春节赋予了人们“新生”的“契机”，而这

恰是“希望来年会更好”等话语得以产生的重要

文化背景。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之

一，“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以自然时序为基础，完整反映了《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定义，特别

是前者第二段所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

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

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

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

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③正如上文所

言，春节是一个典型的“过渡礼仪群”，且在不同

地区不同民族中有不同表现，并随着国际化，其

过渡礼仪的地方性、时代性和世俗性愈发突出，

故其对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极为积

极的作用，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肯定，则是推

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023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

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

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13］因此，“尊重文

化差异、包容多样性文化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实现可持续发展显得尤其重要”，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了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 17 项目标，在全球层面强化了文化多样性

的重要地位。因此，促进文化间开展对话，应对

可持续发展挑战以及世界和平发展，推进人类

多种文明的融合互鉴，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已

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实现各国人民美

好生活的必由之路”④。

作为遵循自然规律且凸显文化多样性的节

日，春节也是中国人基于农耕生产创造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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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而这些经验认知既表现在各种敬天法地

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过渡礼仪中，又凸

显于以春联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如“瑞雪兆丰

年，风雨送春归”“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

等。更重要的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和

气候差异显著，各地居民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于

历时性生产生活中形成一系列包括禁忌在内的

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体系。如东北地区能

有效利用冰雪资源开展娱乐活动、岭南地区的

年宵花市等，这些都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景

观；西南地区的腊肉熏制则成为地方社会肉食

储存的主要方式。此外，在处于隆冬之季的春

节期间，将瓜果蔬菜进行窖藏，不仅体现了中国

人民的生活智慧，而且凸显了中国人民对食物

的珍视。兼之前文述及的家庭观念和社会和

谐，同样是春节助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素。

中国春节所呈现的生态观及其实践，不仅源出

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和遵守，也凸显在由此创造

的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

在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文

书（RL 2024-no.02126）中，中国政府也数次强调

了这一节日对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和可持

续发展的作用。

在回答“春节对相关社区的社会功能和文

化意义”时，其文写道：“该项目体现了中国人根

据自然规律和物候变化安排生产和日常生活的

智慧，从而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这

些 实 践 继 续 激 发（stimulate）传 统 文 化 传 承

（transmission）的创造力，从而为美好生活提供

持续动力。”在表明“春节符合社区、群体和个人

相互尊重的原则”时提到，春节既“体现所有人

期望在新的一年里过上更好的生活”，又彰显了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精神”。在具

体回应春节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时，申

报书在 50 个英文单词的限度内十分精准地指

出：“该项目在促进家庭价值观、社会和谐、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合可

持续发展要求。”而在“补充说明”表中，申报书

特别强调了“环境”可持续问题：“在项目实践

中，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伦理得

到 不 断 加 强 ，提 高 了 社 区 对 环 境 可 持 续 性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的认识。”此外，针对

采取哪些措施以促进春节继续发挥其“可持续

发展”功能，中国政府提出将在行政、财政和技术

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将之纳入经济、社会和环境

计划”，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春节在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作用”⑤。这种表述不仅是对《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落

实，也直接对应了《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操作指南》第六章“在国家层面上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⑥的主体内容。

针对中国所申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

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确定将之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决议（DRAFT
DECISION 19.COM 7.b.29）中 ，针 对 列 入 标 准

“R.1 该遗产项目属于《公约》第二条定义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R.2 将该项目列入名录，有

助于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提高对其

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世界文化

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⑦，既肯定

了中国春节“促进了家庭价值观、社会凝聚力与

和平，同时为实践者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持续

感。此外，该项目还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理念”，又指出“该项目有助于粮食安

全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它与粮食的生

产、加工和储存相关，以及作为正规教育的优质

资源。由该项目带来的消费需求为社区的可持

续生计及其获取体面工作提供了重要契机，继

而促进经济发展。该项目不仅促进了和谐、交

融（integration）、信任、包容、社会凝聚力以及和

平，还通过提高认识助力环境的可持续性”，并

在决议最后赞扬中国通过精心准备的各类材料

“ 展 示（convey）了 该 项 目 对 可 持 续 生 计

（sustainable livelihoods）作出的贡献，并彰显了人

与自然之间的联系”⑧。由此可见，作为一类评价

标准，“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春节在国际法领域被

确认，并被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决定性要素之一。

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针对物质资源，而且

在文化领域也发挥着某种规约功能，后者在一

定程度上可成为前者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对

有限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取决于发展的人类

社会形成了怎样的文化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即

时间共享的多元实践与可持续发展：作为过渡礼仪群的中国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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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普遍态

度。有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人类发展

中诸多矛盾的新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

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平等和代际公

平的新实践”，而后者旨在“通过维护自身可持

续发展来助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系统化实

践”［14］。就此，笔者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

是在维系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统一性，二者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互成就的因果关系。作为

全民参与的“过渡礼仪群”，具有文化多样性特征

的中国春节的遗产化过程，进一步强调了人类如

何在共享的自然时序中使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而这种活态传承模式充分说明“文化是

相对稳定的人为程序和为人取向的统一……可

持续发展的文化是自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保

持生态平衡的文化”［15］。总之，可持续发展的实

践面向是多元的，而对文化与自然的协同观照，

则是推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

四、相互尊重原则：从“中国的节日”到

“世界的节日”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春节的每一个构成元素都承载着中华民族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对现代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功能。自 2006 年“春节”被列入中国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 2024 年 12 月 4
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从而在传统历法层面与“羌年”“端

午节”和“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

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等

形成一个具有国际属性的中国时间实践共享系

统。虽然在此之前，就有超过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将狭义“春节”所在的农历正月初一设为法定

假日，甚至进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组

织的假日体系，但其在国际社会的可见度依然

是在以华人社区与中国本土的跨时区共振中对

外输出的。不过，中国春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以其“庆祝传统新年”的“过渡礼仪群”的可塑

性，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近年，随着“坚定

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文化

思想的具体实践，中国人民在多元文明的交流

互鉴中借助各种媒介平台，持续深化中华文化

的国际认同，而由“中国的节日”转型为“世界的

节日”，并为国际法所认定的中国春节，就是这

一过程的典型表现。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中

国春节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不仅在

于中国人的大力推广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文化传

统的适应性发展，更在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春节

所彰显的价值观的赞赏。作为社会良性运行的

传统认识，“家”“国”“天下”的一体同构坚定了

中国人在春节期间将“张灯结彩除旧岁，阖家团

圆迎新春”“家和春永驻，人睦福长留”“家和万

事兴，国盛千秋旺”“国泰家和春意满，民安乐业

福星高”等作为相互祝福的吉祥语，而“和合二

仙”年画则成为这种祈福观念最直接的视觉呈

现模式。此外，中国人十分注重“成双”“对称”

“重叠”类文化，在节日的历法确定中即有直观

反映，如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上巳节、五月五

端午节、六月六天贶节、七月七乞巧节以及九月

九重阳节。还有因电商发展而建构的新节，如

“双十一”“双十二”同样在此文化系统中，而一

月一的狭义春节及其实用物，如春联、门神、窗

花等亦是这种文化的表现。笔者认为，这种文

化反映了中国人识别时空特征的审美观，即协

调统一，是人们追求“天下大同”的重要标准。

上文指出，以家庭为基础的“和合观”是中国将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

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核心指

导思想，而中国人对“和”的理解，并不止于家庭

和睦，还在于国家和谐，天下和平，而这恰与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宗旨相通。

在一定意义上，“和合”就是相互尊重。《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章第一条有两款

明确“尊重”之义，即“（二）尊重有关社区、群体

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在地方、国家和

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

的重要性的意识”，而“（四）开展国际合作及提

供国际援助”则从合作互助角度落实了“在本公

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

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

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表述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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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 年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伦理原则》进一步对“尊重”的实现方式

进行明确⑩，即“互动”，“一则，合作、对话、协商

及咨询是基本的互动方式但当保持‘透明’，方

能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二则，这样的互动须以

‘自愿事先知情同意’为前提，且须保持持续性

知情和同意为条件”［16］。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各种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文书

中并未对“尊重”这一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概念

进行定义，但它并非无源之水，相反《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组织法》和《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等国际文书则为其提供了价值依凭，而“都灵圆

桌会议”形成的五个重要理念之一，即“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努力必须建立在……对所

有尊重其他文化之文化的尊重上”，则为“相互

尊重”最终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

目评审原则奠定了基础。此后，这一原则又被

写入 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和

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相互尊重原则已然成为人类通过文明交流

互鉴构建和平社会、推动平等互惠的重要标

准。朝戈金指出：“过年习俗在文化内涵上包罗

万象，在实践形式上纷繁多样，在精神期冀上始

终不渝，其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

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17］因而把“和合观”作为申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指导思想，既完美诠释了中国春

节自古就蕴含着中国人的“温良”精神，又彰显

了中国人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文化多样性愿景，更以“和而不同”

的君子之风体现了中国人尊重他者的意识。有

学者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一部中

华文化史，‘和合’一以贯之于天人合一的宇宙

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国家观、琴

瑟和谐的家庭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它显现

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谐

状态，是万物繁衍生息的内在依据”［18］。所谓

“衣冠华夏，礼仪之邦”，作为人类文化的心理映

照，“相互尊重”早已镌刻于中华民族对外交流

的言行举止中，而这种以“和合”为基础的“感召

力”切实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印象的转变。

正如刘魁立所言，过年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一个

象征、一个符号。如今，中国年味儿世界共享，将

成为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最直接的文化窗

口之一。它不仅是中国人创造性和自信心的一

种表达，也凸显出人类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各国

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形式。因此，

中国春节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相互尊重的优秀

范本。

春节发源于中国，是中国先民观察天象物

候和四时更迭，并在逐步掌握大自然周期性运

转规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其他节日无法比

拟且不断丰富的“过渡礼仪群”，它是中国人节

律生活的直接写照，呈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模式。上文指出，春节不

是封闭排他的时空自足体，而是开放包容的综

合性社会实践，因而不论其在中国本土的代际

传承，还是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及接受，都在共享

的时间中相对完美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

合，从而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促进奠定

了“相互尊重”的中国智慧——和合观。毫无疑

问，中国春节的国际化是一个持续过程，哪怕在

当下已为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确定为

法定假日，并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但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依

然需要广大中国民众的持续保护与传承。春节

是“中国的节日”，更是“世界的节日”，它在“粮

食安全”“优质教育”“性别平等”“包容性经济发

展”“生态环境”以及“和平与社会凝聚力”等“优

先行动领域”，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互相尊重”的中国典范。总之，中国春节是

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它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了“相互尊重”和“彼此欣

赏”的文化桥梁。

结 语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彰显

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它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为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典范实践。中国人

民对春节的重视反映了自古及今我国各族人民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其在国际社会的

时间共享的多元实践与可持续发展：作为过渡礼仪群的中国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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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则为世界和平创造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

途径。纵然在不同朝代，外在表现形式有不同，

但以迎新、祈福、团圆为核心主题的中国春节，

则在不断丰富的“过渡礼仪群”中，向世界传递

了“和合”的中国价值观。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现代化、城镇化以及中

外交流频次的逐步增加，春节的国际社会认可

度也在迅速提升。因此，我们必须理解和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意义和重要性。尽

管春节所在的中国时间是共享且不变的，但一

切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动态发展的，即没有一

成不变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会以特定人群的生

活甚至生存之需为依据，一旦不能适应社会的

需要，就会被人为改变甚至抛弃。就此而论，中

国春节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存续力，归根结底

就在于这一时段的文化创造是开放、包容且可

塑的。在笔者看来，不论国内传承还是国外传

播，对春节传统的保护，其中坚力量仍是中国

人。对于推动春节从神圣性走向大众娱乐性这

种情形，中国人必须认识到其存在并持续发展

的正当性，即现代社会的思想变迁和技术变革

造成春节外在形态的变化，而由娱乐表象逐渐

深化人们对这一彰显“互相尊重”之文化表现形

式的理解则是主要途径，只不过后者仍需中国

人的自我学习和大力推广。

自 2025 年开始，中国将正式迈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版”春节，而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

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同频共振，则是我们进一

步讲好中国故事，以展现中国春节文化魅力及

中国人和合观的重要途径。总之，春节习俗的

内涵与当今人类社会的重大议题紧密相连，它

不仅承载着“和合”的中华文明理念，也传承着

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观。因此，保护并传承中国春节文

化，就是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最优质

的文化基因。

注释

①《只允许 200个单词介绍 中国春节如何成功入选“非

遗”？》，“央视新闻”百家号，2025 年 1 月 23 日，https：//
baijiahao.baidu.com/s？ id=1822051884810195004& wfr=
spider&for=pc。 ② ⑧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mination

of nominations for inscription 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LHE/24/19.COM/7.
b），Nineteenth Session，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unción，Paraguay-2 to 7 December 2024）. 文中所涉引

文均为笔者自译。③⑥⑦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

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 版）》，内部资料

2020 年版，第 7 页，第 51—60 页，第 24 页，第 8 页。④张

婧：《文化多样性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融合共生》，光

明网，2024 年 5 月 30 日，https：//topics.gmw.cn/2024-05/30/
content_37356780.htm。为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

对接《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第三十三届会议于 2005 年 10 月 20 日在巴黎通过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国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批准加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

性公约〉的决定》）。 2007 年 3 月 18 日该公约正式生

效。⑤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mination file No.
02126 for inscription in 2024 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RL
2024-no.02126）， Nineteenth Sessio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2024. 文中所涉引文均为笔者自译。⑩在《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中，“尊重”共出现了 9 次，

涉及 6 条原则。参见巴莫曲布嫫、张玲译：《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民族文学

研究》2016 年第 3 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

（1945）第一条“宗旨与职能”第一点指出：“本组织之宗

旨在于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间之合作，对

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治及联合国宪

章所确认之世界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

人权与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此外，该国际法“序言”

及其他条款亦多有对“尊重”的强调。《世界文化多

样性宣言》（2001）序言部分指出：“在相互信任和理解

氛围下，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Action plan approved by
the International Round Table：Intangible Cutural Heritage -
Working Definitions，14-17 Mar. 2001，Turin （Italy），

para12.（a）. 文中所涉引文及意思表达均为笔者自译。

如《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第

一章“目标与指导原则”第一条“目标”指出：“（三）鼓励

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以保证世界上的文化交流更广泛

和均衡，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与和平文化建

设”；第二条“指导原则”第三点“所有文化同等尊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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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原则”规定：“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前

提是承认所有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文化在

内，具有同等尊严，并应受到同等尊重”；等等。《“春

节”申遗成功！中国代表团送出什么“国礼”？有被中式

美学惊艳到》，央视一套微信公众号，2025 年 1 月 27 日，

https：//mp.weixin.qq.com/s/6rU1nw297rY7RxHUF0uNw。

从头年腊月初八到来年正月十五，特别是狭义春节

所指的正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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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共享的多元实践与可持续发展：作为过渡礼仪群的中国春节

Time-Sharing in Diverse Practi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hinese Spring Festival as
Rites of Passage

Meng Lingfa

Abstract: Festivals are a cultural reflection of natural time series， reflecting humanity’s grasp of celestial law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s. As “rites of passage”，“Chinese festival”， which is listed i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by UNESCO，“Spring festival， social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celebration of traditional new year” has become a “world festival” under the confi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is a complex of cultural diversity， which provides a cultural model of
mutual respect for mankind. While sharing tim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promotes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s，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pring Festival
customs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jor issues in today’s human society. It not only carries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cept
of“harmony”，but also transmits the common human values of family harmony， social inclusiveness，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erefore， safeguarding and transmiting the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culture is
to provide the best cultural gen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Chinese Spring Festival；time-sharing；diversified practi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rites of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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