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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俗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兼论湖南的研究成就与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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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端午节是中华各地最主要的传统岁时节日之一，对端午节俗历史性的考察由来已久。其成果多从社会学、

民俗学及政治学功用出发，注重民俗事象的缘起与变迁，为今天的端午节俗文化生产力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

件。对其经济意义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生产力理论与端午节俗文化研究之间的结合，是新的时代背景

下的必然要求和必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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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and the expectation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culture 

——relating research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defects of researches in Hunan 

LI Hong-qiong，HUANG Zheng-q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NAU,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people has 
studied it for a long time.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folk origins and changes of the festivals from the view of sociology, 
politics and folklore and provide a sufficient precondition for today's culture productivity research on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But the research on its economic significance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t is an inevitable and necessary attempt in the 
new era that a combination between cultural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study on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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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端午源头、龙舟故里——湖南汨罗申

报“汨罗江畔端午习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功。汨罗一直被公认为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发

祥地之一，端午节俗文化成为湖湘文化的品牌之

一。早在 2005 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

就引起了国人对保护节俗文化遗产的重视。加上近

些年假日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08 年端

午节被确定为法定假日，端午节俗文化生产力的研

究与开发有了更广阔的发展潜力与空间。 

一、端午节俗文化的研究动态 

端午节是中华各地最主要的传统岁时节日之

一，其节俗文化内容丰富，对端午节俗历史性的考

察，由来已久[1-3]。其成果多从社会学、民俗学及政

治学功用出发，注重民俗事象的缘起与变迁，这些

累积为今天的端午节俗文化生产力研究与开发提

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 

(一) 端午节俗文化的社会学、政治学表达 

自魏晋以后，众多古代文献对端午节俗进行各

种记录与描述，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宝贵信息和资

料。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所引《武陵竞

渡略》一文，详细记载端午风俗和龙舟造法，堪称

研究端午岁时文化最为详尽的历史文本资料。 

近代以来，众多学者在当时社会流行的“革命”

语境影响下，主张改变以往政治家与教育家看问题

的眼光，转而将注意力投向民众生活，到民间去发

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出路。他们积极搜集民间歌

谣、故事与传说，进行各种民俗的采录与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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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形成大量早期民俗学成果，其中主要有胡朴

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和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

俗事物考》，它们都曾涉及端午岁时的内容。这一

时期，专门研究端午节俗文化的学者中，最著名的

应该是闻一多(闻一多．端午考[C]//闻一多全集．北

京：三联书店；闻一多．端午的历史教育[C]//闻一

多全集：(五)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0-14)、

江绍原[4]和黄石[5]等人。他们开始注意到官方节日

与民间传统之间的二元结构的差异与冲突，着重考

察与还原端午节俗文化的民间生活意义，认为端午

节渊源于民间的祭神、祈福与送灾，是一种民间生

活祭典，而非官方的政治祭典，从而对追悼屈原之

死的政治学传统功能提出异议。这一论点也得到现

代台湾学者凌纯声[6]的进一步支持。 

现代学者继承近代研究传统，继续关注端午节

俗文化的二元结构话题。其中，关于端午节俗与屈

原的关联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依然是

一个热门的话题。围绕这一话题，端午节俗文化的

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屈原与龙舟方面[7]。但也有很多

学者在继续强调端午节俗文化的民间生活功能的

同时，开始趋向对其经济、娱乐与卫生等多元功能

的综合分析。乌丙安先生就认为端午节如果只是一

个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未免过分强调了特定

地方的纪念性内容，夸大了利用其政治性的功利目

的，这从整体上冲淡并损害了一个全民共享的祝福

祝寿、期盼吉祥的美好节日，应当抢救并保护端午

节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8]。另外李瑞岐、杨培春等

主编的《中国龙舟文化研究》[9]和日本学者直江广

治的《祭典与年节活动》[10]，就认为竞渡是防涝抗

旱的生产礼仪。同时，因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各种不

同流派影响，端午民俗文化研究开始趋向对节俗文

化的内部结构分析。如李亦园关于屈原与端午习俗

的结合研究[11]，以及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道森对两

湖地区龙船节的考察[12]。萧放则在通过对明清端午

节俗变化的研究，强调北方端午主要是辟邪和游

赏，南方端午主要是避瘟与竞渡，但不管南方北

方，端午的信仰心理都趋于弱化，娱乐功能在持

续增强[13]。中国幅员辽阔，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和人

文环境的差异，多多少少地都会呈现出自身的端午

特色，个案的研究可以说举不胜举。另外，学者们

也从民俗学、社会学出发，对端午节俗的各个侧面

进行清理，其中尤其是对端午食俗及驱邪避毒之俗

给予了特别关注[14]。 

世纪交替之际，尤其是2004年韩国的江陵端午

祭申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

不断加强，在各地不断兴起的申遗浪潮中，湖南、

湖北、浙江等省也就端午习俗展开申遗工作，端午

节俗文化研究者也随之展开一系列的整理与研究

工作，并围绕端午节俗文化议题，召开了多次专题

研讨会，如2004年北京民俗博物馆的端午民俗研讨

会、2006年厦门的“海峡两岸端午文化学术研讨

会”、2008年湖南汨罗的端午文化论坛等，专家、

学者们就端午节俗文化的源头、变迁以及端午习俗

的文化意蕴、现代价值及其开发保护等问题进行讨

论。他们认为端午习俗具有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的

意蕴，发扬端午文化，保留端午习俗，有利于让世

界人民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有利于传统文化与当

代文化的沟通与互补。此时的学者们开始改变过去

的二元对立观念，他们虽依然强调端午节的社会凝聚

力作用[15]，强调对端午节俗文化的心理与精神分析，

但也力图趋向将端午节俗文化的个人生命关怀与家

国情怀融为一体[16]，在开始关注端午节俗文化的经

济意义[17]的同时，也形成一定的文化保护意识[8]。

另外，因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地对传统文化的重

视，传统岁时节日也开始获得人们空前的关注，端

午节俗文化事象也从专业的学术探讨延伸到休闲

类报纸、杂志等大众刊物中，以节日事象和民谣、

传说为主要内容的普及类读物也屡见不鲜(彭国

梁．我们的端午．长沙：岳麓书社，2004；孙正国．端

午节．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冯骥才．我

们的节日·端午．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陈

连山．话说端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等等)。 

(二) 端午节俗文化经济视角的研究 

现代社会，因为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地位的提

升，端午节俗文化中的经济性与生活性表达日趋浓

厚。这影响到端午节俗文化的研究，也出现这一发

展趋向。在节日民俗的经济价值的开发中，端午节

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反映在国内各地对端午申遗

问题的热衷和重视，也直接导致端午节在2008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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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法定假日，成为假日经济的一部分。所以，

围绕其经济意义，关于端午节俗文化的研究，也形

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假日经济中的商机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目前

假日经济正方兴未艾[18]。假日经济不仅是一个物质

消费过程，也是民族文化再生产过程。与假日经济

相关的产业，可称之为“民俗文化产业”。目前，

民俗文化产业重点考虑的是，如何将假日经济中的

经济消费活动有机地融入潜藏的民俗文化消费中，

使欢度假日的人们能够从自身的经济消费活动中

明显感受到民俗文化的消费。就目前的民俗文化产

业开发状况看，重复性、复制性、表演性项目多，

品牌性、标志性产品少。要改变这种局面，集合专

门人才加强对民俗文化、民俗生产的研究、总结，

甚至成立相关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民俗文

化产业的开发与利用，最重要的工作也许是对民俗

文化产业的文化总量进行精炼式提纯，将全国性

的、地域性的、区域性的民俗文化要素进行研究、

归纳，从而获得对民俗文化产业进行开发的理性思

维框架，并在这种理性框架的范围内进行民俗文化

产业的开发[19]。 

端午民俗文化产业也是如此。端午节俗文化虽

依然不同程度地延续着，但今天，年轻人知道的端

午节的原生状态已经越来越少了。当前的端午节庆

活动已浸染了浓厚的现代文化色彩，在一些地区也

卷入了“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创造环境，繁荣经

济”的热潮，明显地反映出现代经济发展的功利内

容和商业价值，这可能造成其无形的文化价值被忽

略和掩盖。端午节俗文化能否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得

以延续和发展而不被异化，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必

须综合研究[20]。而韩国端午申遗的成功似乎显示，

我国的端午节俗文化研究与保护工作更为急迫。 

端午节蕴涵着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丰富的文

化资源，但端午节不是单纯为经济生活而存在的。

端午节俗文化完全可以在新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语

境中，利用现代物质基础与经济技术手段，获得

更大的适应力和感召力，谋求新的生命活力和舞

台[21]。总体来说，文化与经济的结合，不仅作为经

济发展的途径，更是民俗文化繁荣的手段，这一点

在学界、政界，也在商界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文化

资源的价值再发现方面也似乎也正形成一种力量

的合流，政界开始加强政策支持、资金扶助和媒体

宣传；学界则在民俗学普查和整理中，以文本史料

的新发现、新梳理、新总结为基础，开始走向社会，

结合文物发掘、田野调查、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等实

感性文化资源，整合精神、制度、器物等诸文化层

面，去发现和梳理更多、更新的文化资源价值[22]；

商界也公开倡导学商联营的文化创意，申明其有志

于“为文化在当今资本时代找到价值体现，挖掘中

国文化的产业价值”[23]。这种呼吁和建议，学术

界、产业界目前正在行动中，但其真正的进展还有

待时日。 

二、端午节俗文化研究展望——文化生

产力的理论考察
①
 

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现代社会一

切经济领域无不渗透着文化因素，文化生产力成为

当前生产力发展的主题形态。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

成为21世纪核心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党的十六届四

中全会明确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方

向和任务以来，文化生产力更引起众多学者关注，

成为研究热点。 

联系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范畴，我们对文化生

产力的理解，也形成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

文化生产力仅仅只是指精神产品，主要是观念形态

的能力。这主要是承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将

体现于生产过程中的智慧、知识、科学、思维等等，

称为“精神生产力”、“智慧生产力”或“知识形式

的生产力”，将其与种种“物化生产力”相对应[24]，

认为文化生产力不是直接生产力，而是知识要素凝

结而成的潜在生产力，它是与现实生产力相区别的

一种生产力状态，其内涵包括能够作用于生产力并

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文化要素，如哲学、教育、

科技，以及潜藏于人类群体生活方式之下的共同观

念和系统，即文化的核心特质[25]。它是创作和制造

文化产品及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26]，是生产满足人

们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的水平和力量[27]，是文化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促进社会经济、政治

协调发展的能力[28]。从广义上讲，文化生产力包

 



 
 
第 11 卷第 1 期                   李红琼等  端午节俗文化生产力研究回顾与展望                            75 

括人类的历史成果(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

产品在内)的全部能力。著名学者金元浦就强调文

化不仅仅作为物质生产力的渗透要素，而是作为

一种产业(一种经济形式)而存在[29]，认为不能把文

化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简单相等同，文化生产力

也是一种物质生产力，它具有一切生产力所共有

的物质特性[30]。 

 可以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形式。文

化生产力不但指生产文化产品的能力，而且还指提

供文化服务的能力，以及文化资源在非精神领域或

非文化产品中的作用。这种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生产力的一般论述，文化生产力应该包含：文化生

产主体——人，生产主体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

将自身强烈的主观因素，诸如思想、意志、情感、

愿望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文化生产对象——

文化资源；文化生产中介——文化体制、文化创意、

文化消费等；文化生产成果——文化产业与文化产

品等等各种要素共同组合而成。而文化产品只有通

过传媒等手段进入社会领域，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

求，创造了某种价值，才转化成现实形态的生产力。 

当前，文化生产力理论还未涉足节俗文化领

域，但随着假日经济的升温，节俗文化生产力研究

就极显必要。由此，文化生产力理论与端午节俗文

化研究之间的结合，有利于端午节俗文化研究及其

在未来的延伸，更拓宽了众多节俗文化的研究范

围，具有极为现实与深远的意义。 

综观端午节俗的历史探究，可以发现，关于端

午节俗文化研究成果众多，其丰富多彩的节俗文化

不仅为其后续研究创造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与前期

基础，也为其后续开发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但

在研究中也存在诸多不足，如节俗事象研究过分集

中于龙舟竞渡，对端午食俗的关注还有一定距离， 

对端午节俗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表达有些生硬，文

化保护流于形式与表层化，而在相关史料的发掘

中，实证性研究方法与学科交叉性研究方法也有待

进一步拓展。因此，端午节俗有几个特别值得注意

的方面: 1) 端午节俗与农耕生活方式相联系，其一

方面构成现代生活的基础与源头，作为传统在现代

社会中的延续性需要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它也与现

代生活方式存在重大隔阂。韩国申遗的成功经验就

表明，必须在传统文化活动中注入现代元素，实现

现代转型，使传统的端午节俗与现代文化共融耦

合，才能真正将传统延续到将来。2) 端午节俗的真

正意义不仅在于家国情怀的表达，也在于个体生命

的关怀。其存在与发展历程充分表达了生存智慧的

内容，展示了文化生态的内涵。其价值开发，也不

仅存在于经济利益之中，也体现在文化体验之中。

端午节俗文化生态的价值体现应该是全方位多层

次，才能做到合理利用其中所蕴涵的文化资源。3）

以跨学科的姿态面对端午节俗，通过跨学科的沟

通，包括理论范式和思维方法的互相借鉴，对端午

节俗进行整体性探究。4）把握端午节俗的空间特

征，通过地区差异对比，充分揭示中国端午节俗的

区域性内涵。5）从区域社会、日常生活诸侧面对

端午节俗进行个案实证研究，丰富端午节俗文化的

内涵，体现端午节俗文化的整体性。 

总之，端午节俗文化资源丰富。但作为一种与

农耕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传统岁时节日，其意义与价

值在现代社会正发生巨大变化，有些正在逐渐被年

轻的人们所遗忘。因此，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亟需对这一传统节俗文化加强研究与保护工作。从

文化生产力角度入手探讨端午节俗文化，就是在这

一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也是必要的尝试。 

三、湖南端午节俗文化研究成就与缺陷 

区域性民俗研究对民俗学而言，意义极其重

大。但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民俗学尚无显著的区

域研究成果，80 年代以后，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

才相继问世。其中，中南地区民俗学以南楚沅湘民

俗为对象，形成以华东师大和武汉大学为主的民间

文艺学、比较故事学流派和以湖南师大等为主的南

楚民俗学派。 

(一) 湖南端午节俗文化研究的基础 

端午节在起源上虽有种种传说，但通常其与屈

原之间的联系更为一般人所了解。根据考证，端午

节地位的上升确实与屈原有着莫大的关系[31]。两千

多年来，荆楚之地的人们每逢端午节，都要吃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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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龙舟、挂菖蒲，用传统方式来纪念屈原。其习俗

和文化场景自汉以来就有零散的文字记载，如颜延

之的《祭屈原文》[32]、吴均的《续齐谐记》及稍后

宗懔的《荆楚岁时记》[33]、《隋书·地理志》中均详

细进行了相关描述。同时也记载于岳阳等地的地方

志中，如《岳阳风土记》[34]、《潇湘说古》②、《洞

庭湖》[35]、《渔街志》[36]等。还可见于一些相关研

究著述中，如何培金《中国龙舟文化》[37]、屈纯久

《南湖之光》[38]等等。但这些关于端午节俗文化的

记载仅只限于节日习俗活动内容的一般性描述， 

缺乏理论深度，不大能满足人们真正科学认知的需

要，难以为端午节俗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2006年，湖南汨罗江畔端午节习俗申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此，岳阳市对端午节俗文化进行

了大量文化普查与研究整理工作。2008年湖南汨罗

端午文化论坛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们就端午节俗

文化变迁以及端午习俗的文化意蕴、现代价值及其

开发保护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当然，学者们在

研究中依据端午节俗文化的传统特色，依然着重强

调端午节与屈原之间的关系，强调其政治与社会学

意义[39]，这多集中于屈原精神与龙舟竞渡研究(秦

文兮．端午节与屈原——屈原爱国主义思想新探

[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2)：33-37；李亦园．端

午与屈原[J]．宗教与神话论集．台北：立绪文化有

限公司，1999；孙适民．屈原、端午与龙舟文化[J]．邵

阳学院学报，2003(1)：79-84；谭绍兵．端午龙舟

的形制与竞渡规仪[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8(1)：37-39．等等)。同时也开始主张端午节俗

文化意义的多元化[21]，倾向于端午节日经济学价值

的探求与开发，这样，有关端午节俗文化的其他内

容也日渐增多，并使端午节俗文化也日益丰满起来

(杨树帆．采草习俗与献身祭神仪式[J]．西南民族学

院学报，1996(3)：116-121；孙永义．“端午”食粽祭

屈原说源流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1996(3)：91-92；易炜．端午探源及其祭物

考[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3)：43-47；曾再

新．端午闲语菖蒲酒[J]．药膳食疗研究，2000(3)：

18；汪曾祺．端午的鸭蛋[J]．教师博览，2007(6)：

51-52)。只是在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汨罗江畔端午节俗的文化内涵日益为年轻的人们

所淡忘，文化抢救和保护的责任随之也日益沉重。

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增强的今天，人们开始努

力于端午节俗文化意义的追溯，他们从不同角度，

通过端午节俗文化意义的历史阶段性条分缕析
[40-41]，以谋求其文化意义的还原与保护。其中，王

利华教授更从社会生态史角度，在端午风俗变迁中

考察人类生命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极其密切的历

史关联及其演变，其中便隐含了端午节俗文化生产

力要素。他认为在长期流传的历史过程中，因为医

疗技术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增强了人们应对

各种环境威胁的能力和信心，改变了人与环境之间

的关系，端午风俗文化意蕴也不断被转注，甚至其

主题亦被更换[42]。而为了端午节俗文化的保护与开

发，社会各方力量，包括网络都开始致力于搜集和

整理端午节俗文化相关的端午传说、诗话、逸闻、

歌谣、对联及其他文化素材，比如红网就作了相当

的工作③。 

(二) 湖南端午节俗文化研究的缺陷 

端午节俗文化在洞庭湖地区，尤其在岳阳，一

直是其蜚声中外的文化品牌。因此，关于端午节俗

文化的开发，也一直为岳阳市所重视。80年代以来，

学者们对于端午节俗文化的经济与产业价值的研

究也一直在持续之中(舒圣祥．让端午真正成为“经

济”[J]．企业文化，2004(8)：150；何俊阳．环洞庭

湖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研究[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6)：50-52；杨丽娟．端午节文

化及其旅游价值探析[J]．宜宾学院学报，2005(4)：

9-13；郑晔、刘英杰、郑如赐．龙舟赛事的城市经

济效益与社会影响[J]．中国体育科技，2001(增刊)：

99-100；鲁银．话说资源大端午[J]．当代广西，

2007(8)：56；张劲松．端午源头，龙舟故里[J]．新

湘评论，2008(6)：37-39)，而围绕端午节俗的文化

产业，也已奠定了一定规模(其中主要是旅游业)。

尤其是在汨罗江畔端午节被公示为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后，汨罗市每逢端午节都在筹划包括粽子文

化节、国际龙舟邀请赛在内的龙舟月活动，并以此

为契机，造就充满锐气的汨罗文化劲旅，打造龙舟

文化品牌，发展优势产业。他们将屈原、龙舟、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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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丽的汨罗江有机联系，烘托出端午节俗文化的

闪亮“名片”，营造一种大众参与的地域节俗文化

氛围[43]。但在营造过程中，以政府为主体，以招商

引资为重点，关注龙舟文化产业园的打造，建设国

际龙舟竞渡中心，抢修春秋战国古存遗址，重建屈

原书院，构筑楚人风情街，营造中国屈原博物馆，

开辟龙舟艺术怡情园，增设水上休闲娱乐项目平

台，与汨罗工业园、再生资源产业园、现代农业科

技园相呼应，追求汨罗经济社会的新风貌，却忽略

了端午节俗的传统与生活意蕴。在围绕龙舟文化的

文化产业开发中，也忽视了端午节庆的主题。加上

端午节本身存在的时间限制，这些都使得龙舟文化

的影响也似乎再难上新的台阶。 

这种状态在很多方面都有反映。远的如湖南省文

化产业的发展研究[44]，虽提及屈原，但有关端午节

俗文化并未进入湖南省文化产业的规划之中。近的如

洞庭湖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与规划，以欧阳涛教授的

《洞庭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为代表，并未提

及端午节的文化品牌[45]。尤其突出的是，端午民俗

旅游一直作为岳阳的品牌项目，存在一定影响，可在

洞庭湖区域旅游产业开发研究中，却也并未充分考虑

端午旅游文化资源的处理[46]。不仅如此，端午节俗

文化历来与饮食文化相关联，内含丰富的饮食文化资

源，如粽子、鸭蛋等等，可在有关洞庭湖地区民间饮

食的研究中，居然也欠缺端午小吃与食俗的部分[47]。

这些现象虽在表面上只显示端午节俗未受到学界的

广泛重视，但也充分证明，关于端午节俗文化的宣传

力度与影响有限，端午节俗文化的系统研究不够充

分，也不够深入。洞庭湖地区端午节俗文化的系统梳

理与研究工作还仅仅只是起步阶段。 

注释 

   ① 李怡心．近年来文化生产力研究综述[J]．思想理论教

育导刊，2007(7)：76-79；李校利．新世纪文化生产力

研究概述[J]．科技和产业，2007(6)：13-15．这两篇作

为文化生产力研究综述中的主要成果，对文化生产力

的理解存在重要参考价值． 

②  笔者所见《潇湘说古》为 1973 年翻印本，藏于岳阳市

图书馆． 

③   红网 http://www.rednet.cn 上就有很多这一类的文章和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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