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章  中国传统节事活动

22级会展策划与管理



一、古代节俗活动的起源与发展

   节事活动的起源与发展是人类社会“逐渐形成、逐渐完善

的文化过程”，是由猿到人类文明进化发展的产物。

   节事活动承载众多人文与自然文化内容，是中华民族悠久

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节俗活动的发展历经以下几个时期：

（一）岁时节日与节日萌芽——先秦时期

（二）古代节事活动的定型——汉魏时期

（三）古代节俗活动的发展成熟期——隋唐



二、中国古代节俗活动的内容及特点

（一）先秦汉魏时期的岁时节日民俗

1. 先秦时期——时令性的宗教祭祀活动

2.汉魏以后——宗教性节俗的世俗化，禁忌日向民

俗良日的转变。

3.节日的纪念意义在汉魏时期初步形成。



（二）唐宋节日民俗活动内容及特点

1. 唐朝全盛时期，岁时节日趋向成熟，节日的娱乐

性、

世俗性及广泛性增强。

2.宋代节日民俗承上启下，形成普遍个性化、异节

同习、世俗节日与宗教节日融合、不同地域的民俗

差异化等特征。



（三）明清时期的节日民俗活动

1. 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节事活动中“庙会”的定型

及完善时期。

2.清代，庙会出现了迎神赛会与多内涵庙会的区分

。



一、近现代节事活动的传承与变革

（一）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

习俗。

（二）民国改旧历为新历后，传统岁时节日的随之改变，西方节日对

中国传统节俗的影响冲击。

（三）新中国后，民国时期一些重要的变革成果得到了继承，也有局

部的改动。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节事活动



二、近现代传统节事活动的分类及内容

（一）从内容和功能的角度来看，近现代传统节事

活动的几种类型

1.生产类节庆

2.宗教信仰类节庆

3.纪念类节庆

4.喜庆类节庆

5.社交娱乐类节庆



     俗称冬节 "长至节 "亚岁等，是中国
的一个传统节日，曾有“冬至大如年”的
说法。宫廷和民间历来十分重视，从周代
起就有祭祀活动。
     在近现代，一些地方还把冬至作为一
个节日来过，北方地区有冬至宰羊 !吃饺
子 "吃馄饨的习俗；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
吃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各个地
区在冬至这一天还有祭天祭祖的习俗。

（二）近现代具有代表性的节事活动

                冬至



     又叫踏青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

也就是冬至后的第 108天，是中国传统

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是

祭祖和扫墓的日子。中国汉族传统的清

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两千五百

多年的历史。

    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是现代清明节

的基本主题。

               清明节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

节、五月节、龙舟节、浴兰节等。是中国首

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端午节最初为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

之地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

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诗人屈

原抱石自投汨罗江身死，又成为华人纪

念屈原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



        是汉族民间宗教及岁时风俗，

一般在春节、元宵节等节日举行，也是

我国集市贸易形式之一。在寺庙的节日

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多设在庙内及其附

近，进行祭神、娱乐和购物等活动。

       庙会的主要内容是大量的各色

小吃、各种小商品和游乐项目。庙会在

中国北方保留的较为完好，在南方则在

1949年后逐渐消逝。   

庙会



本章小结

节事活动的起源与发展是人类社

会“逐渐形成、逐渐完善的文化

过程”，是由猿到人类文明进化

发展的产物。

我国古代节俗活动的发展历经先

秦的岁时节日的萌芽期、汉魏古

代节事活动的定型期、隋唐节俗

活动的成熟发展期、明清世俗化

时期。

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

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

俗。现代的节事活动在新中国成

立后有了新的定义和改革。

从内容和功能的角度来看，近现

代传统节事活动可分为生产类节

庆、宗教信仰类节庆、纪念类节

庆、喜庆类节庆、社交娱乐类节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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