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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节日的功能和治理建议
于学斌*

根据地域特点、文化特点创立具有地域

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节日，已然成为当前的重

要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各地纷纷挖掘与创

办。仅就黑龙江省而言，就有达斡尔族的库

木勒节、开江节、抹黑节、敖包节，赫哲族

的乌日贡、开江节、渔猎文化节，鄂伦春族

的古伦木沓节、开江节，鄂温克族的瑟宾节；

满族的颁金节、柳母节，柯尔克孜族的东迁

节，等等。本文概称这些新兴的节日为现代

民族节日。

现代民族节日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

民族政策的落实而同步出现的，但有些深层

次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首先，实效性需

要考量，为举办节日，国家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投入就需要产出和效益。

但是，就目前情况看，收效甚微。每次节日

仅是一股风，风过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因此未来的现代民族节日的发展要明确举办

目的和要达到的效果。其次，升级换代也是

民族节日面临的主要问题，单一性和浅层次

循环影响了节日的发展和效果，提档升级是

目前节日文化必须解决的问题，现代民族节

日应在维度方面多元化、向度方面不断深化

内涵，以提升民族节日的内涵和品味，增加

民族节日的功能和影响力，实现内涵式发展

和时代引领作用。

一、政府主导是现代民族节日的主要特点

现代民族节日是由政府或者民间团体主

导的、以民族为主体、以民族文化为内容而

建立的节日。较之传统节日，现代民族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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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节日是由多维度构成的。凝心聚气是现代民族节日的起点和终

点，文化展演和文化传承是现代民族节日的主要内容，推动地方经济短

期发展是现代民族节日的实际效果，育人化人是现代民族节日的主要功

能。文章建议在现代民族节日的发展方面，政府应切实发挥“主导”作

用，加强对举办现代民族节日的绩效考核、标准化建设和监管服务，助

推现代民族节日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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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现代民族节日是由政

府或者民族团体创造的，如库木勒节是1985

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的

几位同志组织策划的，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

是1985年在几位赫哲族同志提议之下成立的。

而传统节日是在民族内部自然产生的，是约

定俗成的。二是节期通常以公历为计时历法，

有别于传统节日的农历纪年方式。三是节日

的时间及节期由政府决定，同一节日，不同

地区举办时间也不同，如齐齐哈尔市梅里斯

区最初规定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库

木勒”节，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没有严

格执行这个时间，2018年梅里斯区库木勒节

举办时间是6月1至3日，富拉尔基区的库木勒

节举办的时间则在6月10日，黑河市爱辉区坤

河乡达斡尔族库木勒节则在6月15日举行，富

裕县吉斯堡村则在6月30日举行。赫哲族的

乌日贡不是每年都举办，而是四年举办一次，

具体时间和主办地由各方协商制定。四是节

日的内容由政府确定，政府是活动的策划者

和组织者，每个节日都是按照政府安排而统

一进行。五是节日活动集体性强，每一次节

日都是大型的集会。六是政府领导是节日的

核心，每次节日举办期间都搭建大型的会场，

民族群众是观众，少数民族群众是表演者。

七是节前政府都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微

信平台进行宣传。

总之，现代民族节日属于现代节日，节

日的发起、名称的确立、节期、节日的活动

内容都是由政府和民族文化名流确定的，并

由 政 府 负 责 节 日 期 间 的 资 金 保 障 和 秩 序 保

障。由于现在民族节日是政府行为，每次过

节政府都起主导作用，由此也决定了节日的

好坏、成败皆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

二、凝心聚气是现代民族节日的目标

节日一定要有人气，凝心聚气是现代民

族节日的起点，是政府办节日的出发点。现

代民族节日的源头就是民族联谊，最初举办

的目的可能是出于简单的想法，即通过举办

民族节日，加强民族的接触和了解，增进彼

此之间的感情。如库木勒节最初的主办目的

就是促进达斡尔族团结一致，增强达斡尔族

永不分离的民族凝聚力。哈尔滨市双城区的

柳母节举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文化联谊。

但是仅仅满足于联谊还不够，随着民族

节日的深化，还必须赋予民族节日以新的族

众凝聚作用，即增加内聚力的形成。“群体

内聚力（group cohesiveness）又称为群体凝

聚力，指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并愿意留在

群体中的程度，它包括群体对群体成员吸引

力和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力。” 内聚力

是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整体的前提和基础，一

个民族如果没有内聚力便不成其为一个民族，

一个群体是否有力量、是否强大就看其是否

有内聚力或者内聚力的大小，内聚力越大，

群体便凝结为一个有力整体，群体成员和组

织在目标和活动两个方面一致并形成合力。

传统社会的内聚力是靠血缘和地缘的密切联

系实现的，而现在，随着熟人社会的解体，

血缘和地缘的联系松动，核心家庭取代了传

统的大家庭，人们对家乡的附着力下降，离

乡离土现象非常普遍，直接影响了民族的发

展和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因此，激发民族内

聚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内聚力的基础是文化认同、情感归属。

“内聚力高的群体一般具有以下特征：每个成

员都喜欢其他的群体成员；具有作为一个群

体成员的尊严感；群体能帮助个人达到他单

独一个人无法达到的目标。” 民族节日具有

集体性的特点，群体参加共同的节日活动客

观上促进了内聚力的形成，具体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民族的整合。节日仪

式能够“加强信仰、情感和道德责任，从而

促进社会的整合。  ”现代民族节日具有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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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剂的作用，使得分散的个体整合为一个整

体。二是有利于民族感情的加强。一个民族

感情越深，凝聚力越强，而感情的建立和维

持靠沟通、交流。在政府或者民族团体的主

导下，同一时间汇聚到一起，为民族内部之

间的交流提供了条件，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

体育游戏歌舞活动、大型的集体餐饮活动也

能增进族众之间的友谊。通过这些集体性活

动，人们加强了联络、沟通了感情、畅叙了

友情。三是有利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

同。民族认同是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存在的基

础，族众聚集在一起，以我族为中心，其所

形成的宏大人气能够让族众真实感受到民族

的存在和民族的力量，置身于民族大家庭中，

人们自然形成力量感，从而对民族的依托感

增强，民族意识得到强化。因此，现代民族

节日能够催发民族的内聚力，不仅在情感方

面同民族有亲近感，同时会以群体的规则为

准绳，自觉维护群体的名声和利益。

凝心聚气既是政府办节日的起点，也是

一以贯之的宗旨，是确保民族节日永续发展

的保证。正是有了凝心聚气的作用，才能确

保群众积极参与，如达斡尔族经过31年参与

库木勒节活动，已经认同这一节日，库木勒

节真正成为达斡尔族的节日，所以每次活动

都踊跃参加。

为了增加节日的凝心聚气的功能，政府

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改变目前政府唱主角

的现状。政府是配角，仅是组织者和管理者，

职责是精心策划节日内容。节日的主角是民

族群众，在节目的安排上，要增加群众的参

与度，增加集体性和互动性。

三、文化传承是现代民族节日的主要内容

节日一定富有文化内涵，文化展演是现

代民族节日的主要内容。所谓文化展演是指

文化脱离原来的文化空间和语境而在另一环

境和语境内的演出，这种展演是民族生活的

复制，尽管并不是生活本身，但是它以“超

真实”“超现实”的形态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原本碎片化的生活文化经过建构完全完整地

展示出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审视，文化

展演的目的无非是通过这些节日宣传地方文

化、弘扬地方文化、打造地方文化，如“库

木勒”最初的主办宗旨就是通过品尝柳蒿芽

纪念祖先。

节日期间的文化展演活动达到了三个效

果，一是民族代表性文化得到强化，成为民

族的符号。二是民族的集体记忆在活动中得

到强化，通过节日的文化展演重温民族历史，

捡拾历史记忆。三是节日起到了窗口作用，

民族节日不仅仅是本民族的盛会，同时也是

各民族的聚会，每次民族节日，天南地北的

各族群众汇聚到一起，共襄盛会，文化展演

活动为人们认识、了解该民族历史和文化提

供了便利条件。

现代民族节日在宣扬、弘扬民族文化的

基础上还应深化功能，将保护和传承民族传

统文化的功能赋予现代民族节日之中。传统

文化是基于地域特点创造的文化，是民族的

标识。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的基石，是民族

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非常有必要加以有

效的保护和传承。当前，文化趋同、传统文

化濒危，保护和传承文化迫在眉睫。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升到治国理

政的高度。笔者认为，通过举办节日传承民

族传统文化是最好的、最为有效的方式，节

日文化要强化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功能，

使之成为传统文化延续的载体，传统和现代

在节日期间实现有机的联系。为此，要加强

节日期间的文化建构。

节日的文化建构就是把民族传统嵌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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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化的过程，增加节日期间的文化含量，

使民族节日成为民族文化的百宝箱。目前，

现代民族节日虽然有文化展演，但是文化展

演内容过于简单，仅限于文艺表演、大型餐

饮、民族体育、工艺品售卖。未来，要利用

这一平台，将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展演

内容。由此也决定了民族节日是一个动态发

展的过程，虽然现代民族节日已经形成气候

和规模，但是，节日的文化建构不能停留于

此，还需进一步加强，在加强旧有节目文化

含量的基础上，不断地以传统文化为内容推

出新节目，这是民族的文化自觉。首先，要

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深入挖掘民族文

化元素。其次，要探索将民族传统文化嵌入

到节日文化的不同途径、方式、方法和手段，

以有益的、有趣的方式融会于节日文化展演

之中。

许多现代民族节日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如库木勒节、瑟宾节、乌

日贡、古伦木沓节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应该说，按照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标准要求，现代民族节日不够入

选资格，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基本条件是至少有80年的历史，要有完整的

谱系传承关系，这两点现代节日都不具备。

但是，如果从文化保护传承功能的角度出发，

现代民族节日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之中也是实至名归。因此，各个民族节日都

要把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放在首位，作为头

等大事来抓，如此才不辜负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的称号。

由于功能增加、文化展演活动增多，因

此节期要适时延长。现在，节期多为一天，

有的更少，一上午就完成了整个会期，这么

短的时间显然是无法完成如此多的文化展演

活动的。为了增加文化展演的可观赏性、趣

味性、参与性，有必要增强文化展演中的艺

术性、竞技性，以生活文化技能比赛的方式

进行文化展演更能提高文化传承的效能。

四、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是现代民族节日的

成效

发展经济是我国的主旋律，依托民族节

日发展经济是目前地方政府的思路之一，文

化为经济助力是我们赋予现代文化的一个主

要任务。

较之传统节日，现代民族节日的经济目

的的功利性需求更为明显，目前，各地举办

民族节日时多数有发展经济方面的考量，如

2018年7月27日哈尔滨市双城区第二届柳母节

期间举行了企业家论坛，具有非常强的招商

引资之目的。从过往的节日实践来看，依托

节日文化发展地方经济在短期经济效益方面

效果较好，但是长期的经济助推作用可以说

近乎为零。

就 短 期 经 济 效 益 而 言 ， 节 日 期 间 确 实

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利用集会中的大量人流发展经

济。每次库木勒节举行期间，在哈拉草原上

就形成了大型的商品集散地，有卖地产项目

的，也有经营传统手工制品的，还有经营餐

饮的。鄂温克族瑟宾节举办的前几日就有很

多人涌到嘎布喀草原，在这里搭建帐篷。瑟

宾节当日，人潮如流，据黑龙江省鄂温克族

研究会会长涂亚君在2018年瑟宾节论坛上提

供的数据，2017年瑟宾节期间，兴旺乡吸引

游客4.2万人，车辆1.1万辆，进入活动场地

进行营销的互联网企业、农副产品销售企业

20余家、商户161家，收益193万余元，拉动

乡域餐饮业住宿业，收益203万元，有机食品

展44家，收益68.8万元，共计拉动消费464.8

万元。二是节日文化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每到节日，车水马龙，会场内外人山人

海，如库木勒节、瑟宾节时，四面八方的人

涌到草原，交通要靠疏导，民宿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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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新村的民宿家家爆满，一屋难求。三是

提高民族声誉和地方知名度。地产、文化产

品会因节日而扬名，如讷河市兴旺鄂温克族

乡在对瑟宾节的总结材料中说：“（瑟宾节）

提升了讷河市和我乡对外知名度、美誉度和

影响力。”民族节日已然成为当地的名片，这

为其地方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开拓市场

奠定了基础。

但是，节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仅限于节

日期间，节日一过，节日的影响就淡化甚至

归零了，仅就家庭旅店业而言，能够有人入

住也就在库木勒节期间，过了库木勒节，家

庭旅店就显得很萧条。目前我们的节日投入

和产出不成正比，根据哈拉新村多年举办库

木勒节的情况来看，通过举办节日拉动经济

发展的愿景基本没有实现。因此，节日对经

济的影响的长效机制还有待加强。

要实现节日长期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必 须 把 基 础 打 牢 。“ 打 铁 还 须 自 身 硬 ”， 没

有过硬的旅游产品，即便怎么造势，都是枉

然。我们一贯倡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要想把经济这出大戏唱好，必须以丰富多彩、

富有魅力的文化为基础，一方面，对所在地

域的基础设施加强建设，增加文化含量，另

一方面对地方特色产品、特色文化产业等进

行精心的打造。总之，就是要在地方旅游资

源的建设上狠下功夫，增加地方魅力，如此

才能使民族的节日变成民族振兴、乡村振兴

的助推器。

五、育人化人是现代民族节日的主要功能

节日一定要有灵魂和精神。精神对一个

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每个人、每个社会必须

以一定的精神做支柱，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

不可能得到发展和进步，精神是力量的支撑，

精神是动力和源泉，精神是理想和信念，精

神是目标和方向。

现代民族节日具有教育功能，具有育人、

化人的作用，这是由现代民族节日的性质决

定的，现代民族节日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理应是我

国主流文化、主流思想的传播者、实践者、

引领者。因此，现代节日应该注入时代精神、

核心价值理念，起到时代精神引领作用。

要把每个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的民族精

神融入到节日文化之中。将民族精神注入节

日之中就是利用节日盛会讲好民族故事，树

立起民族的良好形象。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民族性格、价值理念，如艰苦奋斗的精神、

勤俭持家的精神、御辱图强、顽强抵抗外部

侵略势力的斗争精神、精益求精、锲而不舍、

求真务实的工匠精神，这些精神是千百年来

世世代代不断积累凝聚而成的，是民族的宝

贵的精神财富，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具有普

遍意义，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需要

我们继承和发扬。

要把时代精神融入到节日文化之中。现

代民族节日要有时代感，爱国主义精神和改

革创新精神是我们当今的中国精神，每次民

族节日活动都要体现出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

的理念。

节日文化之中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

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必须培育和践行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每个公民必须

具备的基本品行。每一次民族节日都要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我们的节日活动之中，

让这种大型聚会变成生动的教育课，通过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

植入每个人的心田。

现代民族节日的精神是嵌入式的，现代

民族节日之中嵌入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核

心价值理念是节日的时代担当和政治担当，

把三种精神融入到我们的娱乐生活之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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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规则，并在日常生活

中贯彻始终，则实现了我们寓教于乐办节日

的本质需求。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核心价

值观如何体现在现代民族节日之中，其具体

操作是难点，比如编成诗歌进行集体咏读、

举办故事大会、有奖竞猜等是比较有效的路

径和方法。

六、政府助推现代民族节日发展的建议

政府在节日期间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

缺的角色，没有政府的提倡、支持、策划、

协调，就无法成功的举办节日。政府部门要

提高认识，站在民族复兴、民族振兴、乡村

振兴、社会进步的大业视野通盘考虑，应该

把举办民族节日作为我们进行民族工作、加

强乡村建设的切入点和舞台。政府要做好顶

层设计，精心规划，不断提升文化品位，提

升精神源泉和动力，发挥民族节日的基本作

用。为此，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助推现

代民族节日的发展。

第一，加强节日文化建设。在节日内容

和功能方面实现多元化，在内涵方面不断深

化，切实把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第二，切实做到“主导”作用。现代民

族节日是政府行为，政府起主导作用，是政

府提议，群众响应，政府组织，群众参与，

所有的策划、组织、都以由政府为主导，因

此在举办活动前政府要做好预案，活动中要

周密安排，节日的影响要有预判并做节后结

果调查和总结。

第三，加强绩效考核。政府行为就要有

效率、有业绩，每次政府在资金、人力方面

的投入都很大。据一位政府领导介绍，2018

年讷河市瑟宾节国家投入300多万，如此大的

投资必须有所回报、要达到一定目标，否则

就是浪费资源。因此，民族节日的举办必须

纳入政府的绩效考核内容之中，考核民族节

日的文化含量，是否起到了保护传统文化、传

承传统文化的功能，是否讲好了民族故事、提

振了民族精神，是否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第四，加强标准化建设。每一个民族节

日都应该建立一个规范的标准化体系，每次

庆祝都要完成规范化的相关动作，并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和深化。标准化的建立有利于民

族节日传承下去。

第五，加强监管。上级主管部门要对每

次节日活动进行全程跟踪，在内容方面，检

查活动内容的完整性、有序性；在资金方面，

检查经费使用的合理性；在实效方面，检查

节日的现场情况和后续的影响。由于许多现

代的民族节日已经被列为国家级或者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中，所以上级主管

部门不仅仅是行政主管部门，也包括各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

总之，民族节日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必须做强、做大，既要注重社会效益，也要

注重经济效益，既要注重眼前的利益，也要

注重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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