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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在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中的应用及传播力调查

报告——以重庆地区为例

陆维佳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400067）

摘  要：我国是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具有丰富而悠久的传统文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国际接轨的趋势下，民族文

化面临着消失和消失的危机。传统节日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怎样才能以节日为载体，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使其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是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本文将以重庆地区为例，开

展中国传统文化在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中的应用及传播效力的调研，以期在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培养群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习惯，更好更有效地借助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传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节庆活动；传统文化；弘扬与传播 

 

引言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节日丰富

多彩，蕴藏着许多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比如传统的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端午节，蕴涵着

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对巩固国家统一，增强凝聚力，推

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调研内容 

（一）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的行业调研 

1.调研对象 

查阅《重庆市 2022 年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中国文化产

业年度发展报告》等专业机构年度统计分析报告。通过电话访

谈两江新区、九龙坡区、渝北区、巴南区等地的公共文化服务

机构、行业协会等，了解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2.主要调研内容 

国家及重庆地区文化发展战略及公共文化中的节日庆典类

文化活动发展的政策导向；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媒体环境下的融

合状况；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通过文化生活来体现的。 

（二）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创作者调研 

1.调研对象 

本调研对象覆盖的各个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企业等，共回

收 83 份问卷。采样单位部分名单见表 1： 

表 1 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创作者调研采样单位部分名单 

序号 单位性质 行业名称 

1 巴南区图书馆 

2 龙洲湾街道龙海社区 

3 重庆两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4 巴南区文化馆 

5 

文化事业单位 

大渡口区博物馆 

6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 

7 永川博物馆 

8 北碚区文化馆 

9 三峡博物馆 

10 龙海社区 

11 重庆柏伦文化传播公司 

12 重庆拓步传媒公司 

13 

文化传播公司 

重庆两江国际影视城 

2.主要调研内容 

文化事业单位和文化企业等单位在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创

作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相关企事业单位的活动策划实施

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及掌握情况；相关企事业单位的活动

策划实施者选择何种传播渠道开展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庆

典类文化活动。具体调研提纲、调研内容、调研目的见表 2。 

表 2 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创作者调研内容 

调研提纲 主要调研内容 调研目的 

活动策划实施

者在节日庆典

类文化活动创

作时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应用 

1.策划实施过哪些具有中国传统

文化的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 

2.组织的活动中，中国传统文化以

何种形式融入文化活动中； 

3.主要使用哪种中国传统文化，如

非遗技艺、传统文化思想精神、古

风文化等； 

4.针对线上及线下人群，在中国传

统文化的策划上有何不同？ 

5.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参与者，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应用有何不同？ 

掌握在策划组

织层面，中国

传统文化在节

日庆典类文化

活动中的应用

方式及应用现

状 

活动策划实施 1.策划实施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为在节日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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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了解及

掌握情况 

了解或喜爱的程度； 

2.策划实施者是否拥有某样才艺；

3.策划实施者是否拥有某样非遗

技能或中国传统文化技能； 

类文化活动中

融入多样化、

专业化、深度

化的中国传统

文化提供依据 

活动策划实施

者选择何种传

播渠道开展含

有中国传统文

化的节日庆典

类文化活动 

含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庆典类文

化活动主要通过线上还是线下活

动开展（传播）； 

线上及线下活动的群众参与和评

价情况如何？ 

选择活动开展或传播的渠道主要

受什么因素影响或决定？ 

为含有中国传

统文化的节日

庆典类文化活

动确定目标受

众、有效传播

渠道、传播效

果等提供依据 

（三）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参与者调研 

1.调研对象 

面向重庆市渝中区、两江西区、巴南区、南岸区的各社区、

街道的群众，以及重庆某高校学生，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问

卷调研，共 205 名群众参与。 

2.主要调研内容 

大众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多深的理解和热爱；大众对于

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文化活动中的态度和观点；大众对具有

中国传统文化成分的文化活动的参与性；具体调研提纲、调研

内容、调研目的见表 3。 

表 3 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参与者调研内容 

调研提纲 主要调研内容 调研目的 

大众对于中

国的传统文

化有多深的

理解和热爱 

1.群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或喜

爱程度； 

2.群众是否拥有某样非遗技能或中

国传统文化技能； 

3.是否有特别喜爱的中国传统文化

类型，如非遗技艺、传统文化思想

精神、古风文化等； 

研究大众对

中国传统文

化的理解和

热爱 

大众对于将

中国传统文

化融入到文

化活动中的

态度和观点 

1.怎么看在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中

融入传统文化； 

2.是否会主动搜索参加包含中国传

统文化的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目

的是什么； 

3.喜欢在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中看

到什么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 

4.喜欢参与什么类型的中国传统文

化活动； 

了解群众对

于文化活动

中融入中国

传统文化的

需求、态度，

提供内容创

作的方向。 

大众对具有

中国传统文

化成分的文

化活动的参

1.参加过线上还是线下的含中国传

统文化的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 

2.对参与过的含中国传统文化的节

日庆典类文化活动印象如何？ 

了解群众参

与含中国传

统文化的节

日庆典类文

二、调研结果分析 

（一）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的行业调研 

2022 年中秋节期间，各博物馆精心策划组织了 30 多个临

时展览、近 40 项社教活动和近 200 个基本陈列展览，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开展非遗展演、非

遗体验、宣传传统工艺匠心匠艺等，以及“月满庆团圆·非遗

话中秋”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开展“我们的节日·中

秋”诗歌民乐雅集，进行国风舞蹈、顶技表演、汉服巡游、嫦

娥送月、手绘团扇等民俗活动，累计接待观众 83996 人次。 

据资料分析，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结合节日庆典及特定的

举办单位，大多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并且这一现象

在近年来逐步明显。根据活动参与人数及活动主办地来看，重

庆主城区中国传统文化活动的举办相对频繁，在活动形式上新

颖，节目丰富多样，参与人数比例高于区县地区。 

（二）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策划组织层面调研分析 

通过问卷、访谈及资料的综合分析可见，目前重庆地区的

含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在策划实施上已

经有全媒体营销的意识，创作者们普遍会主动运用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进行宣传，有的大型活动还会邀请直播团队全程直播，

以提高民众对活动的知晓率，但在宣传内容上多为新闻报道式

的单一化传播，在话题讨论、策划噱头等方面尝试较少。同时，

目前在活动开展渠道或形式上，还相对单一，大部分策划实施

者考虑的是传统形式，即活动在线下举办，同步在线上直播，

活动进行中的线上互动环节较少，整体线上营销思维还停留传

统媒体思维之上。 

（三）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参与者层面调研分析 

大部分群众对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是

持支持态度的，认为借助文化活动这一载体能让中国传统文化

得到更好的传播，并且多数群众也在文化活动中得到了来自中

国传统文化为洗礼，通过参与活动有了主动了解、传播传承的

想法，同时，广大民众也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感受到一种独

特的魅力。同时，群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力也有一定要求，

他们更愿意看到富有创意、耳目一新、与时代接轨的作品，能

以自身特点契合文化活动的调性，并且用年轻人也能读懂的方

式深入浅出揭示内涵，降低群众的观看、参与成本，就不会曲

高和寡了。 

三、建议对策 

（一）与区域特征相结合，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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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的深度结合 

要注意发挥地域特色和地方文化，把地方资源优势与节庆

活动结合起来，加快节庆与区域经济的结合，打造出具有新内

涵的区域性节庆产业。例如：重庆石柱土家族的“毕兹卡”节、

“年节”、“舍巴日”等等，除跳摆手舞外,此外，还有汉戏、西

戏、阳戏、车儿灯、龙灯、狮舞等，这些节日的举办，除了宣

传地方旅游资源外，也是为了推广土家族的传统文化，还带动

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石柱的黄连，比如石柱的长毛兔，比

如石柱的莼菜，比如四川的刺绣，都是通过将民族文化与雕塑、

刺绣结合起来，打造出一种具有民族风的旅游文创产品，通过

旅游资源来弘扬当地的文化，让文化传承和当地经济和谐发展。 

要提升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在区域内的影响力推广力，需

要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入手，注重大众文化价值的培养，

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管理的重要途径。它不仅为社会大众提供

了一种公共文化服务，而且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于人民的日

常生活之中，公共文化服务的突出表现手段就包括力节日庆典

类文化活动，这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道路。 

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要基于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需求和

生活需求，融合具有重庆特色的传统文化，做好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工作和社会文化服务工作，将其应用于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建设工作中，结合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在为群众提

供文化服务的同时，提高人民群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

信。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要明确自身的文化背景，抓住群众的文

化心理背景和心理需求，将重庆地区特色优秀传统文化应用到

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中，构建具有地区文化特色的节日庆典类

文化活动服务体系，探索打造一批“精文化、有趣味、懂巴蜀、

可推广”的特色文化活动品牌。 

（二）创作者团队加强优秀文化的融合和交流，创新节日

庆典活动的形式 

创作团队应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加强主人公

意识，让节日庆典类文化活动作品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

领。在全球化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们还应进一步深化中国传统

文化同外国优秀文化的交融与交流，使中华文化和其他国家的

文化互相融合，并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

目前，可以通过介绍各种国际性的比赛、文化讲座和展销会等

形式，把节日办得有声有色。要重视提高创作队伍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增强获得感，强化文化自信，变被动为主动，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展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展现，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优化“政-市-社-企”互容互通的传播环境，丰富传

播途径 

根据调查，地方政府是各种节日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运营

者，在举办节日的过程中，政府应在服务职能上进行转换，从

主办者变成监督者、服务者，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产业化

发展”的节日发展和利用模式逐渐形成。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

充分利用地方的民族传统文化和节日资源，深入挖掘传统文化，

引入社会力量，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方案，并在制定政策、选

择主题、开展活动的项目、节日的环境以及外部的宣传五个方

面，做好总体的指导，让普通民众意识到节日的重要性，感受

它所包含的文化遗产，使其成为一张家喻户晓，极富感染力的

城市名片。 

在媒介环境下，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传统的离线活动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文化活动可以通

过更多热点话题提升讨论度、与流量博主互动合作、明星直播

互动、多平台跨界合作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全媒体狂欢氛围，

提高群众的参与欲望与热情，将“国潮”的概念也纳入节日庆

典类文化活动的品牌打造理念中，从而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在国

际上的影响力，使其更好地发挥其教育人的作用。 

（四）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在节气庆典类活动中的融入度，

促进线上活动提档升级 

传统文化能够在人们心中扎根，无法割舍，所以才能得到

传承与发展。在春节的时候，人们会放鞭炮，吃饺子，在中秋

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到月亮，吃月饼，这些都是一种传承，一

种对家庭文化的传承，一种对社会细胞的滋养。中华的传统文

化，应该渗透进每一个家庭，渗透进孩子们的内心，这就是中

华文化的未来。探索更新颖创意的线上活动形式，摒弃单向传

播的传统思维观念，选择多渠道、多维度跨越式合作，开发多

向协同的线上活动参与形式，利用 VR、3D、互动视频、360 度

全景视频、线上互动交流式展馆、云端活动等，提升线上活动

的可看性、可玩性、可体验性，真正做到线上线下有机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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