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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嘉兴端午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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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2．海盐县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浙江 海盐 314300) 

【摘 要】：“2021 嘉兴端午全国学术研讨会”以常态化疫情防控为背景，围绕端午与现代文明生活这一主题，

从端午背后的古代知识体系、端午节俗与防疫辟邪关系、端午节俗的当代变迁以及端午与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关系四

个方面展开讨论。通过民俗文化与公共卫生、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深刻挖掘，研讨会多层次彰显了端午的特殊文化内

涵和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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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12-15日，“2021嘉兴端午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嘉兴市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民俗学会和嘉兴市人民政

府主办，嘉兴市文联和中国端午文化研究基地办公室承办，嘉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嘉兴市非遗保护中心协办。研讨会以“端

午与文明生活”为主题，聚焦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社会背景，梳理端午传统节日习俗与现代文明生活的关系演变历程，讨论与

公共卫生关系密切的节日习俗的形态嬗变、核心特征、文化源流和精神内核，从而更好地传承与发扬端午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

涵，倡导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生活方式的融合，推进先进文明理念和健康生活方式。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国内 30多家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近 40名专家学者。现将部分内容及观点进行整理，作一简要概述。 

一、端午背后的古代知识体系研究 

与会人员通过对留存的历史资料进行梳理，分析端午背后的古代知识体系。清华大学刘晓峰重点关注端午节所映射出的中

国古人时空观，他以日本杂志《亚细亚大观》中一张名为“端午节的布猴”图片为线索，通过分析万佛堂、园仁多等相关历史

遗迹和古籍记载，结合对端午布猴的当代田野调查后认为，想象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想象建构了古人的生活空间，真正

理解中国文化就需要了解古人的想象;古代宇宙万物的变化发展节律都可以纳入统一的时间体系，端午从夏至日发展而来，而依

据古人的想象，汉代铜镜丙午火燧、水心镜传说、五月五日子不举、蟾蜍入药、水神和艾草等与端午有关的遗迹和节俗，都有

被合理解释的可能。理清文化发展脉络，沿着中国特色文化发展路径，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世界，更好地回答“我们是什

么”“我们为什么”的问题。中山大学杨镕对刘晓峰的“艾”研究加以补充，其从艾草分布范围广和燃点较低两方面的特性发

现新的认知线索，认为今人主要通过端午挂艾节俗和艾灸两方面了解艾草，这正契合了古人从驱邪避邪和药用两个层面来认知

艾草的传统。至迟到南北朝时期，艾草就已成为端午的象征物。通过梳理先民对艾草的应用、艾草辟邪功能的来源和艾草与端

午节的融合过程，杨镕得出“艾草-辟邪功能-火”和“艾草-端午-驱疫”两种密切的关系链条。复旦大学郑土有以更宏大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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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分析端午节反映出来的古人智慧，他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包含感恩、协调和指导三大功能，这三大功能是中国民众在长期社

会实践之中形成的，体现了古人的生存智慧。端午节最突出的是“协调”功能，古人采集药草以消毒防疫或驱瘟辟邪正是协调

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化解不利气候影响的重要手段。 

也有学者从具体的文献记载中挖掘古人关于端午节的认知，如:兰州大学朱国立对敦煌文献《珠玉抄》和《节候物赏》中涉

及节俗活动的记录进行研究后发现，唐宋时期人们认为“邪恶”是致病的重要原因，因而会在节日期间采制草药、服用药物性

食物、佩戴符咒和开展治病仪式等，防患于未然。这种病因观和预防观是当时人们卫生防疫思想的重要体现，表现出人们趋吉

避凶、治病防病的朴素追求。嘉兴学院李瑞明研究发现，历代嘉兴方志对端午节俗有着非常丰富详尽的记录，这种不断重复记

录的端午记载存在共时层面的同一性和历时层面的连续性。而历代方志对端午节俗的记录，实际上是在强调防疫护生这种地方

性知识的重要性，也是在委婉表达建构理想生活秩序的想象。北京博物馆学会于奇赫以明人汪珂玉《西子湖拾翠余谈》记录的

端午杭州五瘟神祭祀(龙舟竞渡)场景为切入点，结合明代水陆画中的五瘟神形象、五瘟神产生历史和图像逻辑推理，认为其神

格为凶神;通过明代水陆画和文献能够明显解读出明人与瘟疫“共存”的状态，这是一种面对瘟疫最糟糕的心态，属于盲目自信、

依靠巫术防疫辟邪的落后心理。 

从流传的民间故事文本中发现端午线索，寻找端午的古代知识，是端午知识研究的方法创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祝秀丽认

为，“黄巢不杀鲁义姑”的传说解释了端午插杨柳仪式的由来，传达了在灾难面前存公义的伦理观。这一故事类型以特定叙事

内容和思维结构为端午增添了避害全生和爱人全义的文化内涵。而施立学则将端午有关传说重新排列组合，解构各个故事的独

立内核，重新建构了端午天人合德、祛瘟辟邪的人间“大戏”。 

二、端午节俗与防疫辟邪关系探讨 

以某一具体区域为调查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和问卷访谈等方式寻找地方端午节俗与防疫辟邪之间的联系，是参加本次会议

的学者们研究的重要方式。宁德师范学院陆思萍以台湾青草巷的药用植物资源为研究对象，利用“文化认同”概念，认为端午

药用植物有驱邪避瘟的重要作用，而端午药俗可以提醒公众注重公共卫生阻止病毒传播，端午中草药防疫药俗应当应用于当下

的日常卫生防疫之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贾海鹏以晋南地区某村落为田野考察点，发现当地流传着白蛇传、偷子说、好心义母

和屈原投江的端午传说，保留着煮粽子鸡蛋、挂香包、放艾草和系红绳等端午节俗，这些防疫辟邪的节俗具有鬼神共佑的祭拜

思想、防守式温和的全生避害和以保护孩童为核心的特点。但目前村落里面的一些端午节俗如今仅留存在老人口头，亟须得到

保护和传承。曹国选调查湘南地区一村庄后发现，当地在端午时节有上山摘粽叶梧桐叶、上墟买雄黄、在家做米酒、做粽子和

糍粑等习俗，还有新嫁媳妇端午回娘家送香囊的风俗。药草、圣水和防疫饰品等端午物品蕴含着强烈的防疫信仰，传承与弘扬

端午节俗仪式在弘扬民俗文化、发展民族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也有学者聚焦于某一特定的端午节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张丛军对山东半岛农村的端午洁目习俗进行分析:洁目来源于常见

的传染性“红眼病”，端午用艾蒿露水洗眼这一习俗与清水、香气驱除邪味有关。浙江农林大学潘城认为，茶叶因与养生保健

的结合，被民间引申为驱邪祟的物品，食用“端午茶”抗拒邪气污染，维持自然与人体的平衡，是端午茶俗的根本逻辑。特殊

的社会环境和密集的社会性焦虑，使得不少公众将饮茶习俗与防治病毒相结合，从而引发谣言与争论。孙润之则将端午卫生习

俗与钟馗画像研究相结合，认为江淮地区民众在家中悬挂钟馗画像来镇宅驱邪、祈福迎祥的意图和端午防疫避瘟的文化内涵密

切相关，钟馗信仰研究有利于强化公众的卫生健康认知，对当今建立民众心理防控体系具有实际而深远的意义。 

还有学者将研究视野集中在特定的群体之中。韩丽英关注嘉兴海盐地区的儿童群体，其经过田野调查后发现，当地针对儿

童端午防疫有草药沐浴、猪油擦身、雄黄画“王”字、挂香囊、穿虎衣等节俗，其内蕴文化与食物、服饰、住所等外在形式构

成的“治未病”式的节俗特征。儿童在端午习俗中既是被保护的对象，又是端午习俗的实际参与者。沉浸式体验有助于儿童在

认知模式和思维记忆中烙刻端午特色，帮助儿童产生传统地域文化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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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端午节俗的当代变迁研究 

一些学者从历时角度分析端午节俗的当代变迁。中国艺术研究所杨秀认为，嘉兴端午节俗以驱虫避毒、保健卫生为核心诉

求世代传承，包括蜘蛛煨蛋、穿五毒衣和屋内打蚊烟等。当今，受民众生活变化、政府引导、科普宣传和法律条文影响，一些

传统习俗遭遇挑战，甚至被逐渐移除。沈月华认为，嘉兴、湖州地区的龙舟竞渡实际是在蚕桑文化大背景下，人们为祈祷田蚕

丰收和实现族群认同而举行的一种群体性仪式。面对当下河浜被填、通婚圈扩大等环境改变，嘉兴龙舟竞渡以“民间娱乐+官方

组织”的形式活跃于民众生活之中，指向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地方性端午与传统端午之间的渊源与区别。北京大学陈岗龙利用问卷和田野调查后发现，蒙古族有喝无

根之水、下河游泳、登高望远、打猎、吃黄米糕、祭龙王等端午节俗。但端午节俗在蒙古族中并不普遍，内蒙古地区端午节的

气氛从东向西逐渐减弱，部分蒙古族端午节俗中消灾祛病的信仰民俗尤为突出，并与水关系极为密切。蒙古族原本没有过端午

的习惯，如今的节俗是后期形成的。香港大学关志和发现，传统民间信俗端午和澳门鱼行醉龙节都是同样以“龙图腾、龙崇拜、

龙信仰”为核心元素，经历史文献资料整理发现，鱼行醉龙节起源于端午节，两者为同宗同源的关系;应以鱼行醉龙节申遗成功

后功能上升为切入点，合理利用“非遗+”的规划优势，团结海内外华人，实现“澳门鱼行醉龙节+多维度创新、多媒介传播、

多区域协作、多专业合作”的目标。 

另外，赵建民对端午粽子食俗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发现，这一节俗经历着从小区域传播到被大区域全面接受、从多重

文化意象到固定文化内容、从节日标志性事物的简单制作到加工繁复多样的发展过程。端午节俗的发展变化，实际上是一个民

族生活环境、人文历程、文化底蕴的积累、嬗变和升华的过程。 

四、端午与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关系探析 

端午节俗和端午文化对现代文明生活的影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李婷宜对端午节不能说“快乐”而要说

“安康”的说法进行了分析，借助谣言产生作用的机制以及个体和社会的心理状态，认为“端午安康”的说法并没有任何事实

依据，但单纯作为社会通用的祝福语并不存在任何问题。“端午安康”是对节日祝福语的解构与重新建构，讨论这一问题可以

窥探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心理变化和文化流变，从而以一种更好的方式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疫情这一特殊环境之下，端午节防疫避害的核心特征也被公众愈发重视。中国艺术研究院常睿认为，在快节奏的都市生

活之中，除饮食习俗以外的端午节俗正在脱离人们的生活，但疫情暴发重新唤起人们在端午期间驱邪避害的心理情感需求。根

据某电商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端午香囊消费高峰提前 10天到来，这一情形表明，公众的焦虑恐慌心理和希望利用端午

避瘟意识化解危机的愿望。嘉兴非遗保护中心王晓涛认为，端午节作为一种“卫生节”与“抗疫”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端午

节集驱瘟送灾、祈求平安、消遣娱乐于一体的主题与当下人民的基本需求相契合。作为端午节习俗难以替代的分支，龙舟竞渡

在传统节日中表现出了应有的作为:不但丰富了民众的节日文化生活，还成为城市宣传推广的良机，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另有学者对近 20 年来的端午研究展开综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晨以 2000 年为分界线，认为端午近 20 年来的研究较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范围变广，涉及端午的文化内涵阐释和节俗的历史性研究;研究视野扩大，以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为代表

的端午国际视野考察日渐丰富;研究方法增多，在民俗学和历史学基础上增添哲学社会科学、人类社会学、美学等的学科逻辑指

导。总体而言，近 20年来对端午节俗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跨领域和宽视角的特点。 

总之，这次端午学术研讨会内容丰富，新老观点碰撞，各议题得到充分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各参会代表利用不同

的文本资料，从不同的视野切入，运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在端午防疫节俗、端午与文明生活、端午与古代知识体系、端午节俗

当代变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既有老课题的重新解读，也有新内容、新方法的引入，必将对端午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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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是经世济民之学，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问，是通过用脚来丈量土地以后形成的一种学问，目的就是了解社会，了

解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现生活中的问题，然后提出建议和想法，为普罗大众服务，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服务。”1嘉兴端午学术研

讨会的召开，契合当前公众的心理需求以及社会环境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非遗传承保护和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提供

十分积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郑土有在“2021 嘉兴端午全国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