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味里的“乡愁”

——乡村传统年俗文化浅见

田潇迪

今年春节，因为有了宝宝的加入变得更加特殊而有意义，对于“年”的关注点较往年也有所不同。除

夕前，收拾宝宝回乡过年衣物，记起小时候过年除夕夜祭祖前都要打水洗脚换新鞋，于是兴致勃勃地问今

年宝宝是不是也要。没想到妈妈漫不经心地答了句“随你”，倒让我有点不知所措。细细想来，洗脚换新

鞋的年俗印象就停留在了孩提时期，现在很难再听到看到了。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记忆、是归期、是情怀，更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最直接的承

载方式就是年俗。记忆里，扫尘、沐浴、理发、祭祖、守岁、贴年画、赶年集、放爆竹、收红包、舞龙灯、

串亲戚，农村年俗多，年味也是最浓的。我们这一代人，一些春节特有的烙印，也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如今，年的情结还在，但年味儿似乎淡了。趁着回夫妻两地老家（萧山、余杭）过年的机会，对乡村传统

年俗文化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两地传统年俗文化现状

核心年俗深入人心。两地吃年夜饭、包压岁钱、拜年这些符合春节团圆、喜庆主题的年俗历久弥新，

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化。年夜饭菜色越来越讲究，微信、支付宝红包大有取代传统现金红包的趋势。

传统年俗日渐淡化。特别是集体年俗，两地都有的村集体舞龙队，或已经实质解散，尚能表演的也就

是年长的村民。通过对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所熟知的传统年俗文化询问发现，三代人对乡村年俗文化

认知的最大公约数在不断下降，同时对继续传承大都持悲观态度。

乡村传统年俗文化淡化原因

乡村城镇化不断加快。按照城镇化建设规划的安排，萧山、余杭两区近 5年征地拆迁力度不断加大。

以余杭区 2017年度为例，全区住宅征迁 11804户、非住宅征迁 635户，完成多高层公寓安置 8250户。征

地拆迁后，原本生活跟土地紧密结合的“乡土社会”逐渐趋同于“城市社会”。一方面，原先家家户户比

邻而居的庭院式格局逐渐被小区高楼单元房式空间格局所取代，一家一户自成一体，“人气”弱了，“人

情”远了，年俗也就淡了；另一方面，部分传统年俗特定的基础条件不再具备，如舞龙舞狮跳花灯这种集

体式年俗，由于原先的村集体被打散了，场地被征用了，想要继续传承变得困难了。

新兴文化的冲击。新兴文化的出现减弱了人们对传统年俗的认同，附带造成了年俗文化的式微。看春

晚不如看抖音，放鞭炮不如打游戏，好像已经成为了不可逆的普遍趋势。猪年春节，最火的莫过于贺岁片

热映，春节七天假期电影总票房 58.3亿元，观影人数高达 1.3亿次。而陪伴我们 36周年的央视春晚收视

率又创了新低。

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过去春播秋收、夏长冬藏的农耕式生产生活方式被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取代。

人们的观念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不愿再遵循繁缛习俗，“一切从简”成了新追求，春节旅行、

逛综合体、窝电影院成了新时尚。特别是对于村民后辈而言，对传统年俗的了解、认知、关注越来越少，

传统年俗活动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危机。

传承乡村优秀传统年俗文化的必要性

践行“八八战略”的需要“。八八战略”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

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乡村优秀传统年俗文化作为基层文化的代表，是建设文化大省不可或缺

的肌体细胞，见微知著，涓涓溪流最终汇成浙江文化大河。传承乡村优秀传统年俗文化，是努力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客观表现诉求，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保护文化本身的需要。2006年，春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诚如作家冯骥才对年文化所

言“由故土、血缘、乡情汇集而成的巨大磁场，遍布大地山川每个城市和村庄。让这磁场产生效力与魅力

的，既是感情的力量，也是文化的力量”。流传千百年的传统年俗文化，不能因时代发展而褪色、消亡，

反而应当因其绵延久远而成为其独具的文化魅力。有些年俗活动本身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余杭滚灯、

大陆花灯、鸬鸟鳌鱼灯、五常拳灯、亭趾高跷等，亟需保护和传承。

巩固春节精神内核的需要。农耕时代人们庆贺丰年，是期盼春播秋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寿吉

祥，表达应时而作、张弛有节的岁时节律、生活规律和文化艺术的审美精神追求。虽然现代人脱离了农耕

时序，春节更多地已不再是对祖先以及上天赐予的感谢，而是休息休闲时间。但团圆、祝福、祥和、感恩、



憧憬的春节精神，在岁月打磨下已经凝结为年的厚重内核。传承乡村优秀年俗文化，凸显专属于春节的“仪

式感”，创造独一无二的春节“集体记忆”，一定程度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年的情怀，有利于春节精神

内核的进一步巩固和发扬。

传承乡村优秀传统年俗文化建议

注重挖掘与抢救年俗文化资源。重新梳理春节原生态意义上的核心元素，净化文化土壤，弘扬年俗文

化里的正能量；系统研究收集乡村优秀年俗文化、摒弃不适宜生存的年俗文化；抓好优秀年俗文化的抢救

性、预防性保护，对濒临消亡的优秀年俗文化，改变老一辈口口相传、以身试教的方式，优先以文字、图

片、影音等现代化记录、复制手段将其物质形态化。

注重保护与培养年俗文化传人。年俗文化是依附于个体、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活态”文化。

一方面要积极践行中央在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城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指

示精神，加强农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等保护，让村民守住根脉、留住乡愁。另一方面应当重视青年人才梯

队培养，做好“引导“”选拔“”培养“”表彰”等文章，为优秀年俗文化传承注入新血液。

注重创新与发展传统年俗文化。一方面要融入现代元素让老树开新花。积极探索“互联网+传统年俗文

化”行动计划，巧用新科技、新媒介丰富传统年俗表现载体。另一方面要利用传统舞台唱新戏。用好用足

镇街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村文化礼堂等平台，办一场“村晚”，把十里八乡的年俗文化搬上农村人自

己的舞台；办一次特色年俗文化节，通过旅游与观光催生年俗文化再发展等。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提高

传统年俗文化精髓接受度，增强传统年俗文化魅力。

注重传播与展示年俗文化活动。优秀年俗文化是地方的“金名片”，是地方文化不可复制的“DNA”，

要在传播、展示上下苦工。如将年俗文化融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财政引导，定期组织开展

年俗文化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将与年节相关的风物、传说、故事、符号、历史渊源、审美价值、思想内

涵等知识纳入优秀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抓好优秀传统年文化教育普及；综合运用网络、报纸、电台、电

视等载体，做好全方位宣传等。多措并举发挥年俗文化活动“二维码”功能，促进年俗文化保护的社会共

识与民众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