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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联盟模式下的节日文化谱系建构
———以清明祭祀为例

田兆元  刘慧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200241)

  摘 要:高校联盟进行清明节日文化祭祀,使清明节日文化与其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社区文

化、高校文化形成多方位互动,同时也实现了节日文化与节气文化的融合。这是对中国清明节日文

化的一次整体性传承与传播,重新建构了当下清明节日文化谱系。清明节日文化的高校联盟重构

实践及谱系建构,促使高校主体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性建构,并自觉、积极挖掘高校空间的文化

传统,对高校整体人文环境的塑造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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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是中国人重要的祭祀节日。慎终追远、祭
奠先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祭祀文

化源远流长,祭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在民

族文化传统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现代考古发掘

显示,先民的祭祀活动极为频繁,祭祀内容极为丰

富,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虫鱼、自然神、民族始

祖神、先贤名人、忠臣良将、清官廉吏和人们心目中

的英雄乃至家族先辈等,都曾是祭祀的对象。[1]有学

者指出,社会需要系列的神圣礼仪来强化文化认同

与文化自信,有国家层面的先烈祭祀和民族祖先祭

祀,有微观层面的家庭先祖祭祀,还需要建立中观层

面的高校与企业先贤祭祀。从弘扬传统节日开始,
高校校园将提升其文化境界。[2]以清明节为例,吃青

团、扫墓园、踏青……传统民俗文化处在不断的传承

之中。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每年清明节,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或扫墓祭祖,追思先人;或踏青

郊游,享受大自然的清新。但是,在现代社会,莘莘

学子多求学于异地,往往不能回归故土,亲身感受清

明传统习俗。因此,需要建构高校空间的清明祭祀

文化,以更好地传承其文化精髓。鉴于清明节日文

化的丰富内涵与当下高校非遗保护的现状,本文提

出以“高校联盟”的模式来分析清明节日文化的建构

实践,并对此实践活动提出反思。

  一、传统清明祭祀的内容

建构当代清明节日文化,首先要厘清传统清明

节日的内涵。清明节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
《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

明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
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
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

后,种瓜点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

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清明

作为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气是我国

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

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

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扫墓俗称上坟,是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

2007年,清明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这是自

唐代建立国家礼仪以来清明节文化发展的重要事

件。清明节的习俗丰富有趣,除了讲究禁火、扫墓,
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

体育活动。相传这是因为寒食节要寒食禁火,为了

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通过一些体育活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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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身健体。清明节,民间忌使针,忌洗衣,大部分地

区妇女忌行路。傍晚以前,要在大门前洒一条灰线,
据说可以阻止鬼魂进宅。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

扫新坟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

有特色的节日。[3]

中国有25个民族有清明节过节传统,虽然各地

习俗不尽相同,但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是核心内容。
全球化语境下的节日文化,呈现出了“传统节日、现
代节日纪念日、新兴民间节日、新兴地方节会以及外

来节日等多种不同类型节日文化共存的局面”[4],在
中国多民族文化共生的语境下,节日文化的变异与

融合更加复杂。因此,针对特定的节日文化,如清明

节,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建构模式,以有效的方式传承

与保护传统节日文化。

  二、由单一走向联盟:中国高校联盟实践

清明祭祀的缘起

  自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通

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高校便成为传承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实践空间。综合十来年的

高校传承非遗实践,有学者指出,“以传承实践的主

体为线索,中国高校非遗传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分别是以教师为主体、课堂传承为核心的理论准备

阶段;以学生为主体、校园传承为核心的多点发展阶

段;以学科为主体、社会传承为核心的文化服务阶

段。相应地,就实践形态而言,中国高校非遗传承可

以分为三大类:非遗文献的知识形态、非遗组织的社

团形态和非遗调查的田野形态”[5]。
从传承主体及传承形态来看,中国高校的非遗

传承已经形成了较好的模式,高校传承主体的自觉

传承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这样的传承基

本上还是“非遗进高校”的模式,即将社区文化引进

高校;从传承空间来看,各传承主体基本上也是立足

于本地的文化传统,没有在空间上形成良性的互动,
是属于单一的文化传承模式。

于是,有学者以传统节日文化的校园传承为例,
指出高校社区文化传统的建构不能是个别院校的

“单打独斗”,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高校社

区的联盟,要将传统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火种”
广泛地播向国内高校,形成“燎原”之势,这是高校社

区的文化使命。[6]因此,为了把清明节中“祭祖拜宗,
慎终追远”的文化情怀、精神内涵、民族特性发扬光

大,使得广大学子能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同时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引领和谐文明的校

园风尚,华东师范大学率先举行了“缅怀学术先贤,
传承民族精神”的校园民俗活动。

自2015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华中师范大

学、江苏大学、山西大学等8所高校,发出清明节“纪
念大学大师,继承传统文化”的倡议,内容如下:

大学大师成就了大学传统,他们以博雅的

学识、精深的涵养、开放的观念,承继优秀传统,
成为人类不朽的精神导师! 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大师已逝,风骨犹存。上下求索,光照千秋。
我们联名倡议:中国高校师生行动起来,缅怀各

校已故学术先贤,学习他们的道德风尚、学术精

神和理想志趣。以一束鲜花,一杯清酒,一篇祭

文,表达学子情怀。以激情满怀的青春,传播中

国智慧,参与和引领世界文化前行!
自此,华中师范大学开始了祭祀先烈恽代英与

先贤光未然的活动,江苏大学祭祀创校先贤张之洞,
山西大学祭祀创校前辈,形成校园先贤祭的呼应之

势。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加入高校联

盟,至此,倡议学校达到12所。中山大学祭祀孙中

山先生,赣南师范大学祭祀先圣孔子与赣南革命先

烈,高校联盟祭祀清明的活动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2017年,西南大学以校园网络文化先行为主题,祭
奠了该校杰出科学家与国学大师,揭开了长江流域

高校清明祭祀先贤的序幕;北师大也开启了祭祀陈

垣校长的旅程,于是形成了20多所院校的中国高校

清明文化传承网络联盟。山西大学、山西师大、大同

大学等山西地区高校的集体参与,体现出寒食清明

文化发祥地的传统弘扬。上海高校之复旦大学、上
海交大等强势参与,形成了上海高校清明节文化传

承新风,体现了浓厚的海派文化氛围。另有梧州学

院以孔圣祭祀为校园清明传承创新联盟活动画上了

圆满句号。与此同时,新建民俗学硕士点的南京农

业大学举办了清明文化论坛,对实践活动进行了学

术反思。至此,中国高校成功建构了联盟关系,以共

同传承清明节日文化。

  三、高校联盟传承与清明节日文化谱系

建构

  高校联盟模式从参与主体至祭祀仪式内容重新

建构了清明节日文化谱系,整体地呈现了当代清明

节日文化形态。民俗学的谱系观念是强调民俗文化

的整体性与联系性,强调互动性的一种研究思路,是
一种有关联的集体行为。民俗谱系关注人类的某些

共性,尤其关注民俗生活的现实联系与互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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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华师清明祭》,“华大在线讯”微博号,2015年4月4日。

② 《追思先贤风范,传承大师精神———我校师生清明祭奠创校先贤》“新闻别动队”公众微信号,2016年4月3日。

③ 《图说荆河———荆河戏捐赠文物明细暨长江大学荆河戏基地诞生历程》,桑俊等主编,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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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没有互动就没有谱系,互动是谱系的重要存在形

式。[7]

用谱系的概念来分析高校联盟的清明祭祀活

动,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主要

由以下内容构成:一是对核心内涵,即清明共同习俗

与文化价值观的共性传承;二是祭祀空间的建构;三
是祭祀主体的身份建构;四是对祭祀仪式的传承。

(一)传统清明节日的传承性建构

传统清明节日内涵丰富多样,有踏青、插柳等民

俗活动,还有神圣的祭祀活动。在高校校园空间,哪
些元素可以恰当地进行传承呢? 华中师范大学与赣

南师范大学依托高校发展与革命先烈的历史渊源,
进行了神圣的先贤、先烈祭祀活动。

2015年4月3日下午,华中师范大学纪念恽代

英烈士诞辰120周年祭典于喷泉广场恽代英塑像前

冒雨举行。华中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会

代表宣读了活动倡议书。倡议书表示,要继承先烈

重塑学识精湛和人文关怀的大师精神,坚定理想信

念和革命气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
升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在庄严肃穆的乐声

中,华中师范大学国旗护卫队向恽代英烈士敬献花

篮,教师代表进行了花篮上缎带整理仪式。在场全

体参与人员向恽代英行鞠躬礼。另有学生代表宣读

了祭文,并朗诵了恽代英烈士纪念诗歌《致校友》。①

在同一时间段,赣南师范大学的师生祭奠了先

贤孔子及革命先烈。赣南师范大学的清明节活动以

“祭先人,承美德,扬文化”为主题,学生们在黄清喜、
穆昭阳等老师的带领下到孔子塑像前进行祭拜。整

个仪式分为九个环节:司仪宣布祭拜活动开始、参祭

人员按古礼步入广场、拭擦塑像尘埃、司仪宣读祭

文、每人鞠躬祭拜、献花、集体瞻仰、深鞠躬、退场。
师生们虔诚祭拜,以表对孔圣人的追思之情,体现了

“感受圣人情怀,弘扬传统美德,传承高尚师德”的节

日内涵。之后,赣南师范大学大学生思源协会、红色

班级“瑞金班”、国旗护卫队、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师

生代表与赣州市湖边实验小学联合组织了祭奠清扫

毛泽东主席岳父贺焕文之墓的活动,以“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红色基因”。②

清明祭祀先贤圣人及革命先烈是传统清明节的

重要内容,当代的高校空间革命先烈祭祀在形式上

相对现代化,比如,参加人员大部分衣着为深色系列

的正装或便装,以鞠躬为主,有祭文和诗歌朗诵,在
传承清明节日文化的同时进行了适当的建构。

(二)校园先贤祭祀仪式的建构性传承

华东师范大学的“清明校园先贤祭祀”活动试图

从仪式上尽可能地建构中观层面的校园祭祀,以丰

富校园清明文化活动为主,以创校校长———孟宪承

先生为祭祀对象。
自2014年首次举办“孟宪承先生清明祭祀”以

来,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生学习了祭文写作,设
计了礼仪程序、献花、行礼。在焚香奠酒礼没有实现

的情况下,巧妙加入了戴柳这项清明民俗程序。清

明戴柳是最为古老的礼仪,相传介子推是在柳树下

为火所焚,戴柳是纪念介子推,通过这个仪式,记忆

并弘扬了忠孝精神;同时,柳树生命力旺盛,戴柳即

预示先贤精神永生,也是对于每个祭祀者的生命礼

赞。2015年,该祭祀活动又增加了上海地区清明饮

食文化———青团,并购买传统服饰———汉服,穿着汉

服的学生遥祭大夏先贤,重读大夏迁校碑文,感悟前

辈在抗日战争时期参与国家拯救的伟大壮举。2016
年,这项仪式活动增添了燃香环节,至此,华东师范

大学的校园先贤祭祀便具有了神圣性,与国家层面、
家庭层面的祭祀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清明祭祀谱系。

(三)地域性传统文化嵌入性建构

非遗保护具有地域性特征,这也决定了“非遗进

高校”的地域特征。因此,清明节日文化进入高校空

间,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地域文化传承的烙印。以长

江大学非遗保护工作中的荆河戏传承为例。长江大

学于2009年成立长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

学社,在近十年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与当地文化事业

单位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尤其是与荆州群众艺术

馆下属的荆河戏剧团建立了长期的交流合作机制。
极具地域文化表征的荆河戏,是荆楚地区的本土戏

种,有长达600余年的流传历史。③基于对地域文化

的传承传统,长江大学于2017年清明前后,分别举

行了“长江大学荆河戏传承基地暨荆河戏剧团师生

见面仪式”、“荆州市‘戏曲进校园活动’”竞演比赛

等,同时,长江大学荆河戏传承基地的学员也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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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西南大学开展“清明时节忆先贤,传统文化聚正气”系列活动,“中国高校之窗”网站报道,201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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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进校园”巡回演出和2017年湖北省高校戏曲

精品展演之荆河戏专场演出。“长江大学建立健全

了荆河戏表演体系,推动了荆河戏成果理论化、科学

化、影像化和数据化发展。特别是自长江大学业余

荆河戏剧团成立以后,荆河戏传承和保护工作得到

快速发展,荆河戏剧团的组织结构也日益科学化。
该校积极响应国家复兴传统文化的号召,在湖北省

率先成立校园荆河戏传承基地,在进行理论研究的

同时,开启了全新的校园师承模式。”[8]

“非遗进高校”常常需要依托特殊的时间节点,
才能进行更好的传播。作为传统节日文化与二十四

节气兼具的特殊日子,清明节无疑是进行地域文化

传承传播活动的好时机。笔者认为,在未来的清明

节祭祀活动中,可以增加对地域已逝文化名人的祭

祀仪式。例如,长江大学清明期间的荆河戏传承活

动可以增设“缅怀荆河戏传承人”环节。对地域文化

名人进行纪念与缅怀,能够引导高校师生更为清晰

地了解传统文化背后传承人的故事。祭祀地域文化

名人的匠人精神,也是对所属行业的敬意表达,比如

戏曲行业、传统手工艺之剪纸行业、蛋雕行业等,如
此,可以进一步丰富高校清明祭祀文化的内容。

(四)祭祀空间的流域性建构

传统祭祀空间具有严肃、神圣的特征,同时具有

相对封闭性与独立性。而高校联盟模式下清明祭祀

呈现出流域性特征,也是文化的流动性、互动性交

流。每个地方都有流域,流域和流域之间是结成网

络关系的,人类文明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一个的流域

网,把流域和流域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了,整个人类文

明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格局就弄清楚了。[9]因此,流
域文化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文化整体观的研究。
以长江流域为例,从长江下游华东地区的华东师范

大学、江苏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到长江中游华中地

区的华中师范大学、长江大学,再至长江中上游重庆

地区的西南大学,形成了空间上的互动。另有北京

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中山大学的南北呼应,整体构

成了清明节日文化在空间上的网络化互动,从而能

够在文化实践中进行文化的对比研究,达到清明节

日文化的整体性空间谱系建构。
除了现实空间关系的建构,西南大学还立足于

互联网空间,设立了“网络中国节”。为发挥高校空

间传统文化研究优势,将传统文化教育与校园文化

建设相融合,响应中央网信办“网络中国节”活动,西
南大学于2017年开展了“中国节·西大结”系列活

动,该活动以二十四节气传统经典文化网络行为为

切入点,充分利用网络的覆盖面与传播力,创新校园

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合方式,充分延展网

络创造力的广度与深度,形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除了启动

仪式、学术讲座外,该校还开通了“清明时节忆先贤,
传统文化聚正气”专题网站,制作了纪念吴宓先生和

侯光炯院士的微视频和 H5页面微场景,网络与继

续教育学院还将线下学术活动制作成网络微课,通
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努力打造学校传统文化品牌

和新型网络文化阵地,营造风清气正、高雅纯粹的校

园文化氛围。①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大学的几位同学也应邀参

与了西南大学的部分清明活动,达成了线上和线下、
中部和西部相统一的互动模式,促进了高校、地域之

间的文化交流。新型清明祭祀空间的建构,使原本

独立、神秘的祭祀空间转为公共空间,充分发挥了高

校空间的公共文化传播功能,并赋予其多样的文化

意义,使之具有了新的功能。

  四、结语:高校联盟传承传统文化的反思

  清明节日文化的谱系建构,既包括对其内涵、仪
式、空间等的建构,还包括形式谱系的建构。形式谱

系是民俗的结构形式,既包括民俗的核心形式、延展

形式和变异形式,也包括其语言形式、行为形式和景

观形式,当下还包括媒体形式。[7]形式谱系的建构贯

穿于谱系建构的各个方面,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

文化建构主体对文化形态及相关价值的认同。清明

祭祀文化的谱系建构,是祭祀主体基于对传统文化、
地域文化、所属高校社区文化等的认同而进行的实

践活动,同时也是自我身份的一种建构。如,华东师

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

学子对学校开创者的认同性祭祀;华中师范大学、赣
南师范大学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江苏大学学子对创

业者张之洞的认同等,这些文化认同是清明祭祀谱

系得以成功建构的关键所在。高校联盟进行清明节

日文化祭祀,使清明节日文化与其他传统文化、地域

文化、社区文化、高校文化形成了多方位互动,是对

中国清明节日文化的一次整体性传承与传播,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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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了当下清明节日文化。清明节日文化的高校联

盟重构实践,促使高校积极挖掘自身的文化传统并

自觉传承,对高校相关学科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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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ructionofFestivalCulturePedigreeunder
thePatternofUniversityAlliance

———TakingQingmingSacrificesasanExample
TianZhaoyuanLiuHui

(FacultyofHumanandSocialDevelopment,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

Abstract:TheUniversityAlliancecarriesouttheculturalfestivalofQingmingFestival,makingQing-
mingfestivalcultureinteractwithothertraditionalculture,regionalculture,communitycultureanduniver-
sityculture.Atthesametime,italsorealizestheintegrationoffestivalcultureandsolarculture.Thisisa
holisticinheritanceanddisseminationoftheChineseQingMingFestivalculture,andreconstructsthecul-
turalpedigreeofthepresentQingmingFestival.TheUniversityUnionreconstructionpracticeandgenea-
logicalconstructionoftheQingmingFestivalCulturepromotetheidentityconstructionoftheself-identity
oftheUniversity,andconsciously,activelyexcavatetheculturaltraditionoftheUniversityspace.Itisof
greatsignificancetotheshapingoftheoverallhumanisticenvironmentinCollegesandthedevelopmentof
relateddisciplinesandtrainingoftalents.

Keywords:Universityalliance;Qingmingsacrifices;genealogical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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