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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斐斐：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作为“春节”的延

续、高潮与结束，无论从岁时、物候转换的特殊时间节点意

义来看，还是从其历经封建时代农耕社会的漫长历史演变

所逐渐形成的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来看，元宵节都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节日。而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影响，全国人民响应减少外出、控制疫情的号召，即将在

家中度过这个迎接新一年生产生活正式开始的节日。本报

特邀几位专家学者与大家一起主要回望历史上的元宵节

并展望未来，以此在这意味着结束也意味着开始的时刻，

祈愿病者早日康复，疫情早日结束，并期待来年一个更美

元宵节的到来。首先，关于元宵节的起源与形成在民间和

学界流传的种种不同说法，请问各位持何见解？

萧 放：元宵节是农历新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春

节”这台民俗大戏的压轴节目。它的地位凸显与正月初一

“岁首”的确立有密切关系。正因正月初一岁首的确立，正

月十五的圆月才具有了“一年明月打头圆”的特殊意义。关

于元宵节俗的起源民间有诸多说法，如汉武帝在正月上辛

日到甘泉寺燃灯祭祀太一神系其起源一说；有佛教月半燃

灯法会随佛教的传入进入中土，“燃灯表佛”逐渐成为正月

十五重要习俗的看法；此外还有道教的“三元说”等。其实，

立春附近的圆月之日可能是古代历年的开始之日，所谓

“天官”日。当然对于农业中国来说，汉武帝制定颁行“太初

历”后，正月十五之夜即成为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元宵节遂成为了民众祈求雨水丰沛、农桑丰收，女性祈求

婚姻美满的节日。由此“元宵”受到了历代社会的重视。

林继富：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之所以会把元宵节视

为重要、独立的节日来看待，我想主要是因元宵节的起源

和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是其命名具有独立性。元宵

节过去只称正月十五、正月半或月望，隋朝以后称元夕或

元夜。在历史上它有时又被称为“灯节”或“上元节”。“上元

节”的称法始自唐代，中国人一年的时间体系中开始出现

“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是受了道教的影响。二是关

于其起源的解释具有独立性。比如流传较广的汉文帝为庆

贺当年正月十五平息“诸吕之乱”，此后每年逢此时便率大

臣出宫游玩、与民同乐等。三是元宵节有其独特的习俗。围

绕“灯”形成的元宵节系列习俗构成了丰富的祈愿、娱乐生

活传统。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日，人们

对月亮的情感虽在此日会有所寄托表达，但在汉代和唐代

的典籍中都未曾记载中华民族自原始时代就有的祭月习

俗也放在了这一天。

元宵节虽可作为独立的传统节日，但我更认同其作为

“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的是春节的高潮与结束。中

华民族的春节包括迎接新春和辞别旧年两部分，民间常说

的“过年”，“过”即指跨过，其中跨过的既有旧年也有新年。

旧年从农历腊月初八开始到大年三十，而新年则从正月初

一开始到正月十五。因此，中华民族的“过年”习俗实际上

包括了忙年、过年、辞年和迎年的

活动，辞旧和迎新不可分离，所以

就有大年三十“一夜连双岁，五更

分二年”的道理了。如果将“年”作

为仪式来看，大年三十的“守岁”

就是春节的第一个“阈限”期，至

正月十五人们则迎来了春节的又

一高潮，许多地方将此日称为“过

月半”，这与大年三十的“过”新年

构成了生活实践的一体化和情感

表达的一致性。元宵节的一系列

活动尤以“闹”为核心，诸如玩龙

灯、花灯，踩高跷及各类祭祀活

动、文化活动等，一般都是集体性、村落性的，作为人们在

新一年里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活动，集体“闹”元宵与以家

庭为单位的“守岁”形成了对比。元宵节的热闹、红火是带

有祈愿性质的，它既意味着“年”的结束，也意味着人们的

生活行为和生产活动将走向正常化，民众将回归到新的日

常生活的时间循环中去。

综上，我认为元宵节的起源包含着中华民族早期的历

史记忆，这些记忆常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却

非真实的元宵节起源事实；元宵节的习俗活动丰富多样，

但构成元宵节谱系性的节俗活动却并非起源于同一时

间。因此，元宵节究竟起源于何时在时间点上是很难确切

界定的，通过文献记录只能判断元宵节的发展进程，而对

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应充分考虑中华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

周期、天文历算与生产生活的关系、民众对月亮的信仰态

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活格局以及独特的“年”的构

成、“年”的时间体系等，这样才能更加清楚元宵节的起源

与发展。

路斐斐：作为一个超越地域界限、有着几千年历史的

节日，有关元宵节的传说及围绕这些传说和当时的社会风

俗、时代愿景等所形成的节俗、民间艺术等在隋唐时期即

有很多，至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崛起，

元宵节作为一个寄寓了团圆、自由、丰收、幸福等众多美好

情感与愿望的节日发展至极，成为了极具中国特色与文化

内涵的狂欢节。您如何看待元宵节的节日意义？

林继富：“元宵”一词最早起源于北宋。“元”意为开始，

“宵”指夜晚。在宋代周必大的《平园续稿》中就有“元宵煮

浮圆子”的记载了。浮圆子就是汤团、汤圆，元宵煮食浮圆

子即意寓团圆。早在汉代，有关元宵节的习俗就有文献记

载了，随着节俗渐丰，节俗本身又在记录着时代的历史。比

如元宵节的燃“灯”习俗，其起源在不同时代就有着不同传

说，至清代，元宵节又被称为“灯节”，可见“灯”在历代元宵

节中的重要意义。在民间，正月十三张灯叫“试灯”；正月十

四之灯称为“神灯”，即祭祀祖先所用之灯；正月十五的灯

才叫“正灯”，也叫“人灯”，此灯要放在门窗、床笫、几案等

处，用来避除蝎虫等。由于“灯”与“丁”发音相近，所以在我

国很多地方，元宵节期间的灯笼也常用来“求子”。宋代陈

元靓在《岁时广记》卷十二的《偷灯盏》中就记叙了时人于

元宵节偷灯的情景：“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除求子

嗣绵延外，民间还有观察悬于田间之灯的火色预测一年收

成的习俗等。总体而言，元宵节的主要活动是大众娱乐，却

又不仅如此。在民间，正月十五还有很多跟信仰有关的活

动，人们藉此来祈求神灵护佑等，如在很多地方都有的“走

百病”习俗（或叫散百病、走桥等），说的就是元宵节晚上妇

女们会相约结伴出游，见桥必过，认为这样就能祛病延年。

萧 放：元宵节作为年节的一部分首先沿续传承的是

年节祈福迎祥的文化内涵。春节是以家庭为主的亲人团聚

的节日，元宵是村落、街道、社区居民共享欢愉的时间，人

们由庭院走向社区公共空间，是年节庆祝活动走向落幕前

的高潮。“闹”是元宵活动的主题，“闹”的形式多样，有游人

喧哗之闹，有锣鼓音乐之闹，有灯火光彩之闹，元宵之夜是

光明的不眠之夜。“闹”的精神内涵就是在岁首的第一个月

圆之夜祈求岁美年丰。人们通过人的活动与自然交流，以

喧闹苏醒冬眠大地，鼓动大地回春；通过人员在公共场所

的娱乐、集聚、交流，以增进社会团结，激发人们自身的生

命力量，以此实现人在立春时节与天地的和谐以及与社会

的协调。元宵作为一个社会性节日，是人们走出家庭融入

社会的传统佳节，同时也是整合社会的重要时机，不同阶

层的人们通过观灯、走桥与吃元宵等习俗共享元宵节日时

空，从而完成了生活共同体的构建。

万建中：民众在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举行灯

会，让月华与焰火交相辉映，以狂欢的形式进行人与天、地

的交流，书写一年美好的开篇——这宁静夜晚中的狂欢首

先体现了静与动的统一，符合中庸之道；而一贯履行日落

而息生活原则的古人在节日期间却打破常规，这稳中求变

的处事态度体现的又是一种智慧、辩证的生存哲学。在农

耕生产时代年复一年的不断重复中，人们需要有“例外”和

变化的刺激，元宵等节日就是对日常生活惯制的反拨。

另一方面，月亮之神的地位和影响在中国是远远超过

太阳之神的，从颂扬月亮的诗篇远远多于赞颂太阳的就可

见一斑。“元宵”之形就是对星月的模仿，寄托了古人对

宁静、和谐和平安生活的向往。在星月的照耀下，传说

故事一一诞生，祖先的历史也通过口口相传得以传承。

辞旧迎新的春节结束之后，古人以狂欢的形式开启了新一

年的生产生活，这是极具乐观向上精神的民族才会形成的

文化行为，而月圆的美好则寄托了人们对新一年吉祥、圆

满的祝福。

路斐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元宵节作为一个不分

阶层、民族共同参与的盛大节日已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时空

场域与文化意象，在深度参与并影响着中国百姓生活的

同时，亦承载并激发着无数人对美好生活、情感的向

往，与之相关的内容在文学、戏剧等各类艺术作品中均

有所展现，同时，特殊的节庆活动也促生了不少特殊文艺

样态的诞生。

万建中：如果说过年是具有一定行为边界和封闭性的

家庭内部或家庭之间的文化活动，那么在元宵节人们则可

说是突破了家庭的藩篱，实现了全民的集体狂欢，节日气

氛极富感染力。庙会、社火、巡游、焰火、灯笼、舞狮舞龙、猜

射等活动使人们在沉浸于美感享受的同时，也为各地民间

文艺传统的传承提供了优越的时空机制。元宵佳节为民间

文艺的集中展演营造了浪漫环境，而传统的民间文艺又进

一步增添了节日的狂欢性质。在这种语境的激发下，人们

诗意情愫的爆发实属必然。诸多以元宵为主题的文人诗篇

的流传于世仅是元宵节文艺创作活跃的一个表现，“元宵”

本身就是丰富艺术想象的结晶，人们也更倾向于用文学和

艺术来寄托这种想象，因此在汉族的所有传统节日中，元

宵节的文学和艺术品性也是最为突出的。

林继富：元宵节之所以受到中国历代文人的青睐，并

以元宵节为题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我认为跟“元宵节”是

一个“开禁”的节日有关。春节期间的许多禁忌在此时逐渐

打破，人们的活动变得自由，没有禁忌的创作也活跃起来。

在宋代就专门出现了以“元夕”为主题的“元夕词”。不同作

者对“元夕”的体会自然各有不同，其作品的意境也大相径

庭，如辛弃疾和李清照所写的元夕词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留

下了千古绝唱。元宵节期间各类民间文艺活动也进入高

潮，人们在增进交往、交流的同时，美好的情感亦得到了释

放。当此时，明月高悬，播撒人间，勾起了人们无限遐想，因

此古人对元宵夜自然就有了“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

夜似昼”“灯火家家有，笙歌处处楼”“东风夜放花千树，更

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

鱼龙舞”这样动人的描写，这些精致美妙的诗词也让我们

得以想象彼时节日那动人心魄的力量了。

萧 放：作为传统社会难得的“开放日”，元宵节的“开

放”使青年男女们于此时也获得了绝佳的交往机会，所谓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因此元宵节也被称为中国人

的“情人节”，元宵自然也就成为了许多文艺作品描写男女

爱情发生的时机。著名的戏剧作品如泉州传统剧目《陈三

五娘》，描写的就是陈三与五娘在元宵赏花灯时偶遇并产

生爱情的故事；川剧《春灯谜》叙述了宇文彦与韦文凰灯会

相遇结缘的故事；此外还有南朝陈朝乐昌公主与丈夫徐德

言在亡国之后的正月十五“破镜重圆”的故事等。这些戏剧

故事都以元宵节灯会、灯市为生活背景，说明元宵是男女

故事发生的大概率时机。围绕元宵产生的文学作品充满了

浪漫奇幻的想象，表现了人们对礼法社会禁锢人性的不满

与冲击。人们以元宵作为突破日常礼法秩序的时间，并以

男女私定终身的戏剧化情节表达对婚姻自主的人性追求。

欧阳修的《生查子》即是元宵作为男女追求爱情时机的经

典描写：“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借助这些文艺作品对元宵节的节日价

值进行重新认识。

路斐斐：作为一个“节中之节”，元宵节在当代中国人

的生活中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就文化传承与民

俗民风的发扬等方面而言，元宵节又当如何更深入地参与

当代生活？传统节日文化如何在当代文化的建构中发挥切

实作用？

林继富：历史上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娱乐。《隋

书·音乐志》就有记载：“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

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至清代，元宵

节节期虽已缩短至四五天，但节俗活动中却增加了舞龙、

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极大地丰富

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作为迎接新年的重要节日，元宵节

历来也承载着祈愿新一年风调雨顺的诉求，因此节日期间

除庆贺活动外各种占卜活动也较多。比如特殊的“迎姊姑”

这个习俗，参与的就主要是女性，过去女性在一起通过占

卜年成、家庭成员的健康等来迎接新一年的开始。以女性

为主的这些正月十五活动与以家庭男性为主的大年三十

的活动形成了阴阳的呼应搭配，也凸显了在万物复苏的时

节即将来临之际，女性作为孕育象征的重要地位。随着时

代发展，元宵节的习俗一直在变化出新，但其中延续的中

华儿女生生不息的浓浓情愫，至今仍是元宵节最具魅力的

文化特色，它也时刻提醒着我们，节日文化的创新发展只

有与当代人的生活紧密结合才能具有不竭的生命力。说到

创新性发展，我想举元宵节祈福求吉的燃灯传统为例，在

新技术时代我们完全可将电子、建筑、声学、光电等新技

术、新工艺用于彩灯的设计制作，以形、色、光、声、动的结

合，将花灯制作的知识性与趣味性、思想性与艺术性、传统

性与现代性相结合，让丰富多样的“灯市”为民众的生活带

来新的满足。

万建中：节日文化传统的延续主要在于继承。现在春

节至元宵节期间，有关部门广泛组织的送欢乐下基层和

“文化进万家”活动，以及诸多表演艺术家在城镇和乡村的

慰问演出等其实都起到了继承的作用。现在年节期间，往

往乡村比都市欢乐，都市的节日气氛相对并不太浓郁，所

以我想是否可开展“民间文艺进城”的活动，以增添城市的

节日氛围。尤其在元宵节期间，可以合理安排郊区民间文

艺队伍到都市的庙会、公园等公共场所演出，让市民感受

浓浓的乡土风味，这样同时也促进了民间文艺的传播。文

化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既能自上而下，也可自下而上。从

当前节日文化的发展走向来看，创新还是比较充分的，若

要与社会的发展同步还需加强继承，只有继承好传统，创

新才有基础。

萧 放：元宵节自古就是一个追求岁美年丰、婚恋爱

情的重要社会节日，其节俗内涵与节俗方式与其他传统节

日比较起来更密合当代社会，因此元宵节成为当代生活的

一部分就自然而然。我们可以利用元宵节重视社区成员密

切交流的集体娱乐活动这一传统，创造更多让社区成员参

与的机会，如开展街道社区灯会，集体包煮、分享元宵等活

动，可增进社区成员间的熟悉程度，将新城市社区的陌生

人变成熟悉的邻里，重建社区共同体。我们还可在元宵节

组织单位之间青年男女的集体联欢活动，比如集体游园观

灯、走桥或假面舞会等。在圆月的见证下，为城市里的青年

男女们缔结良缘，那是何等的浪漫与幸福。传统元宵节的

婚恋主题在当代城市生活中应创新性地复活与传承。同时

我们还可传承发扬元宵夜欣赏明月、亲近自然的传统，将

元宵之夜视作是人与春月的约会，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密关

联，为我们关注自然、和谐天人关系提供重要时机。明人唐

寅有诗咏《元宵》曰：“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元宵之夜，春灯温馨、

银月照天、玉人影动，好一幅绚丽元宵画卷。这样诗意的元

宵教我们如何不爱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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