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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袁 闽南

节庆活动是闽南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袁 节庆活动

是在固定或不固定的日期内袁 以特定主题活动方

式袁约定俗成尧世代相传的一种社会活动遥 本文通

过对闽南传统文化的介绍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袁提
出了提升闽南传统文化节庆水平的具体策略和创

新之道遥
闽南主要的传统节庆活动

闽南人除了继承和发展春节尧端午尧中秋等传

统民俗节日袁 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具有闽南特色

的节庆活动袁传统民俗节日大大小小数十个遥 下面

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闽南节庆活动遥
1. 泉州元宵节

元宵节有上元野小年兜冶之称袁闽南人对元宵

节的重视袁不亚于春节袁举办的活动十分隆重遥 在

泉州袁元宵节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日子袁闹元宵的

习俗至今依然根植于人们的心中遥 元宵之夜许多

海内外的闽南人纷纷赶到泉州野闹元宵冶要要要赏花

灯尧踩街尧游灯尧烟花袁举城同庆袁共享欢乐遥
2. 农历七月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是道教的中元节袁 佛教称为

盂兰节袁 现民间俗称为鬼节袁 闽南人称之为 野普
渡冶遥 闽南人的中元节最重要的文化核心是报本反

始袁也就是祖先崇拜遥 活动内容多彩多姿袁包括祭

祖尧焚楮送亡渊楮是祭祀时焚烧的纸币冤尧布田祈

谷袁渊布田也叫插彩袁 就是在田里谷穗上挂五色小

旗袁以祈祷谷物丰收冤尧娱神赛会渊有的地方把城隍

老爷抬出来袁彩车游行袁伴以舞龙尧踩高跷等活动冤
等遥

3. 中秋节博饼

中秋节与春节尧清明节尧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

大传统节日遥 中秋节是上古天象崇拜要要要敬月习

俗的遗痕袁由传统的野祭月冶演变而来遥
厦门家家户户及各企业单位在中秋节基本都

会举办野博饼冶活动遥 野博饼冶也叫野博中秋饼冶野博会

饼冶遥 这一风俗的形成与民族英雄郑成功有关遥 据

传是三百多年前袁郑成功屯兵厦门袁每到农历八月

十五月圆之时袁满怀反清复明壮志的将士们袁亦有

思乡思亲之情遥 为排解和宽慰他们在佳节思念家

乡亲人之苦袁 郑成功的部下洪旭发明了一种博饼

游戏袁让士兵赏月博饼遥 这一独特的游戏袁后来逐

渐在民间流传并改进袁成为一项有趣的民俗活动遥
4. 祖师祭

祖师祭也是闽南民间最重要的节庆活动遥 祖

师信仰是闽南人最重要的信仰遥 闽南人的祖师信

仰主要有厦门保生大帝尧泉州安溪清水祖师尧漳州

平和三平祖师等遥 3 位祖师均为民间名医出身袁生
前悬壶济世袁 死后均成为闽南地区有较大影响力

的俗神遥
5. 送王船

闽台送王船是福建省厦门市古老的传统民俗

活动遥最早可追溯到明初遥 厦门野送王船冶的活动规

模以同安西柯镇吕厝村尧海沧钟山村尧湖里钟宅村

这 3 个地方为首遥 而在海沧地区袁石塘所举办的活

动规模最大遥 该习俗一般 3耀4 年举行一次袁通过掷

筊来确定在农历月份中的某一天举行遥 送王船习

俗寄托了中国劳动人民有关祛邪尧避灾尧祈福的美

好愿望遥
6. 浴佛节

农历四月初八袁 是佛教创始人祖释迦牟尼的

生日袁 为纪念佛祖诞生而举行的佛教仪式叫佛诞

节遥 闽台民间有洗太子 渊释迦牟尼原为尼泊尔太

子冤的习俗袁故又名浴佛节遥 该日佛教寺院和闽台

民间将举行浴佛尧斋会尧结缘尧放生和求子等诸多

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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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传统节庆活动对闽南社会生

活的重要意义
1. 是闽南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许多闽南节庆活动袁 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时

期袁从中原等中国传统聚集地起源袁随着民间迁徙

逐步形成袁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袁是中国古代

文化的活化石渊如拍胸舞等冤遥
2. 深刻影响闽南人的经济文化生活

闽南的节庆活动内容广泛袁丰富多彩袁贯穿全

年袁深刻影响人民的生活遥
3. 是闽南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目前袁 闽南节庆活动已经成为闽南人商业活

动的载体尧旅游会展的支柱袁进一步升华了城市品

牌建设袁 对促进闽南地区经济的创新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遥
4. 是闽南人海内外交流的重要形式

由于地缘相近尧人缘相通尧信仰类似袁海内外

闽南人常常在节庆活动期间走亲访友袁 成为闽南

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闽南传统节庆活动发展存在的问题

1. 缺乏政府主导

政府对传统节庆活动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袁
没有充分的重视和相应的政策指导袁 尚未建立起

有利于节庆活动健康发展的环境遥
2. 缺乏目标体系

当前闽南节庆活动没有有效的规划袁 只停留

在民间自发阶段袁往往只是就活动而活动袁没有整

体的目标袁没办法对各个节庆活动进行目标分解遥
3. 缺乏时代特色

闽南传统节庆活动的形式大多停留在原始状

态遥 首先袁活动的内容和表现方式没有融入现代文

化的特色和内容曰其次袁现代科学技术如灯光尧音
响等在活动中的融入程度不够曰最后袁与现代经济

结合较少遥
4. 各地区各种节庆活动缺乏联动

同样的节庆活动在不同地区缺乏联动袁 同一

地区在不同节庆项目之间也缺乏联动遥 总之袁各地

区各种节庆活动各自为政袁缺少整合遥

5. 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缺乏互动

节庆项目可以通过多样的活动形式把各地的

人尧财尧物进行有效的聚合遥 通过这一平台袁不仅可

以刺激消费袁还可以有效地进行城市营销尧地区特

色产品营销遥 但目前的情况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果遥
闽南传统节庆活动的创新与策略

研究
1. 确定目标

渊1冤发展为我国规模最大的节庆活动之一

闽南节庆活动历史悠久袁 国内外祖籍闽南的

人口众多袁据不完全统计高达 8000 万人遥 闽南人

向来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袁 对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

节庆活动有强烈的参与感袁 如果将其进行有效的

整合袁 完全可能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节庆活

动之一遥
渊2冤确定为野一带一路冶文化推广的核心内容

闽南祖籍的人口分布在世界各地袁在野一带一

路冶沿岸国家更为突出袁比如菲律宾尧马来西亚尧缅
甸尧新加坡及印尼等袁将闽南节庆活动作为野一带

一路冶的文化推广形式袁具有很强的可行性遥
渊3冤确立为海内外经济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借助闽南节庆活动的平台袁 还可以促进海内

外企业进行展示尧推介和贸易往来袁成为海内外经

济交流的重要渠道遥
2. 提升闽南传统节庆活动水平的创新之道

渊1冤政府加强支持尧引导和资源整合

政府应加强对节庆活动的组织引导遥 如前所

说袁节庆活动来源于生活袁散落于民间各个角落袁
各自为政袁缺乏整合遥 因此袁政府应责无旁贷地承

担相应的责任袁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遥
淤将节庆活动融入地区的发展规划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 节庆活动对地区经济

文化的发展日趋重要袁比如西方的狂欢节尧澳大利

亚的阿德莱德艺术节尧德国的啤酒节尧中国乌镇的

戏剧节都成为了城市的名片遥 发达国家和地区都

有专门的节庆活动发展规划遥 但由于闽南大部分

地区对此不够重视袁 没有将节庆活动列入城市发

展规划之中遥 鉴于节庆活动的影响力之大袁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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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率先将节庆活动列入城市发展规划遥
于指定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

目前节庆活动的管理部门极其混乱袁 甚至存

在多头管理和重复指挥的乱象袁 同时在资源利用

方面缺乏有效的整合袁造成无意义的浪费遥 在这样

的情况下袁节庆活动难以形成品牌规模遥 建议应由

专门的部门管理袁 如在各级的文化旅游部门成立

专门的机构进行指导和管理遥
盂加强资金支持袁鼓励民间组织举办节庆活动

资金的投入也事关节庆活动的成败遥 建议政

府设置专项资金袁列入预算袁并督查每年的资金使

用情况遥
同时袁民间组织由于信仰尧习俗和生活环境的

原因袁对具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热情有加袁所以

举办节庆活动时容易发动相应的人群参加遥 政府

应在资金投向予以支持袁 鼓励民间组织举办节庆

活动遥
渊2冤平衡和整合各类资源袁提升节庆活动的影

响力

在节庆活动中袁各利益相关体的目标各异袁比
如袁政府要达到政策与文化目标袁企业想获得活动

宣传机会袁 表演团体要获得在媒体版面展出的机

会袁 民间组织要通过节庆活动寄托宗教信仰遥 这

时袁资源整合显得非常重要袁活动的组织者要让各

利益相关体共同参与创新袁 让活动有效地为各利

益相关体创造价值遥
淤海内外尧各地市跨区域联合

闽南人不仅居住在厦尧漳尧泉袁他们的足迹还

遍布全世界袁其中以东南亚各国和港尧澳尧台等地

区居多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除中国大陆外袁世界各地

的闽南人约有渊6000耀7000冤万人袁他们都保留着闽

南的传统习俗袁也积极参与到各地的节庆活动中袁
是各类节庆活动的重要吸引对象遥

厦漳泉三地作为闽南节庆活动的发源地袁应
有效整合各地的资源袁联合举办一些节庆活动袁并
吸引各地区和海内外闽南人参与遥

于增强节庆活动主题策划内容的融合性尧创
新性尧时代性和专业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袁人类的生活模式尧
生活习惯也随之改变袁价值观念呈现多元性尧差异

性袁对节庆活动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变化遥 年老一代

对节庆活动的参与更多地与传统信仰相联系袁而
年轻一代更侧重节庆活动的娱乐方式和体验感遥
如何在节庆活动中兼顾不同年龄层次的价值观

念袁增强主题策划的融合性尧创新性和时代性是摆

在节庆活动主办方的一个重要课题袁 需要聘请专

业的策划人员主导策划袁 并让各利益相关体参与

其中遥
盂增强节庆活动的体验设计

体验经济已成为一种新经济价值的来源遥 体

验的内涵是以服务为舞台袁以商品为道具袁环绕着

消费者袁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遥 由于节庆

活动的特殊性袁体验更应该被精心设计遥 体验的环

节包括主题体验尧事件体验尧双向互动尧角色体验尧
体验服务等袁体验的内容包括活动尧美食尧娱乐尧解
说尧表演等遥 一场成功的体验设计可以增强节庆活

动的粘性院比如西方的狂欢节遥
同时袁 节庆活动还可以和大型旅游会展活动

相结合袁增加会展的体验性遥
榆与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袁 打造地区产品的

交换尧交流与交易平台

节庆活动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平台袁 借用这个

平台袁特定的人群可以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遥
由于具有共同的文化爱好尧文化信仰和审美观点袁
使得沟通和交流更为融洽袁 因而节庆活动能成为

天然的交流尧谈判和贸易平台遥 利用这个平台袁可
以促进地方商品的流通袁 并走向海外闽南人集聚

的地方遥
虞将节庆活动与城市营销相结合

闽南地区的厦漳泉三地袁 历史悠久袁 人文荟

萃袁产业各异袁节庆活动是进行城市营销的大好机

会遥 在节庆活动中袁通过各种媒体的大力宣传袁不
仅可以宣传各城市的历史风貌尧 自然资源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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