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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七夕情人节取向动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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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传统节日的演化与流变，既与内在的起源意义有关，也与后起的文化理想相连，二者的

互动影响，成为传统节日不断变迁的动力结构。七夕节在当代的演变，最为重要的取向是情人节形

态越来越典型。这种取向，与节日的起源意义和时代的文化理想都密切关联，尤其在文化交流深度

开展的背景下，强势西方文化中的情人节观念巩固了这种取向。其主要动因在于，节日传统固有的

爱情因素，崇尚个性情感的时代因素，西方情人节的文化交流因素，高度技术化的穿透性的大众传

媒因素，商业资本因素，政府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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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夕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其形态丰富，影响深

远。［１］《迢迢牵牛星》所描绘的情感世界，以大胆而瑰

丽的想象，为原本毫无浪漫色泽的七夕节浸润了诗

学之光。［２］自此，文人骚客加入到其节日的诗意与情

怀的建构之中，为节日平添了较为坚实的情人节逻

辑。这一逻辑，正是传统节日建构的两条主线：一是

民间生活逻辑，一是文人想象逻辑。二者互为渗透，
将节日的意义与形态不断充实、编织和丰富，最终构

成了节日强大的文化力量。
当代社会，七夕作为女儿节的色彩逐渐减淡，而

以爱情为主题的七夕节则迅速发展。随着西方情人

节在中国民俗生活中的普及，从民间到官方，都开始

着力打造中国的情人节，这个节日，首推对七夕节的

改造与建构。［３］七夕节传承的当代取向中，情人节倾

向有两个明显的动力要素，一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

的七夕情人节传承；一是商业社会中企业主导的情

人节取向。政府主导的七夕情人节活动不断增加，
民间力量也积极地参与，发挥着推动作用。两种力

量的融合，使得七夕节传统内涵中的爱情元素得以

强化，并成为都市文化中七夕情人节传承的主要路

向。七夕节的情感取向，一个正能量应该是，唤起人

们对爱情的崇仰，对美满自由的向往，对婚姻幸福的

追求，对人生理想的坚持，而不是让大家在娱乐中享

受感官的刺激，最后只留下沉浸于商业消费之中的

快感，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七夕文化变成了一种政府

与商业运作的对象，七夕节传统失去了丰富多样的

习俗形态，从而走向单一化与表面化。对于节日的

生命力而言，这将给其带来长久的伤害。

　　一、当代七夕情人节内涵

当代七夕显著的情人节取向，与当代文化的总

体面貌密切相关。那么，情人节究竟在什么意义上

被界定呢？我们从两个维度讨论：一是从文化语义

学维度，考察汉语传统中情人的寓意；二是从解释民

俗学维度，考察节日语境下当代七夕情人节的内涵。
（一）文化语义学维度：情人的多重语义———知

己、恋人、婚外情人

感情真挚、志同道合的人生知己。鲍照 是 较 早

使用“情人”一词的诗人。其笔下的情人指彼此情感

相重、性情相知、往来密切的知己，没有性别指向，也
没有两两对应关系，更没有性关系的寓意。其《玩月

城西门廨中》述诗人赏月之时与知心朋友酌酒甚洽，
尽管时间已晚，仍留连难返，希望继续与好友知己对

饮闲聊，共享良辰美景，真情深沉互动，以消解忧愁

无奈的人生意绪。“留酌待情人”，情人即知己，可以

倾诉最隐秘的情怀，可以时刻对酒长聊，还可以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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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不可能理解的心境、理想。此后的唐诗与宋

词多沿用这一词义。这一词义的形成，其实表达了

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文人重性情，往往寄寓其理

想于浪漫想像之中，然而，这种与现实多有抵触的诗

意情怀，常也成为文人苦闷的根源。如此际遇下，文
人寻得一二知已，常可达成其解惑、逸情、舒心的多

重诉求。所以，情人之情，实为情感与志趣兼重，甚

或可以说，志趣相投是情感共鸣的基石，没有志趣之

合，情感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长久。
两情相悦，情深意笃的未婚恋人。随着 社 会 文

化观念的日益开明，制度环境越来越宽松，两性关系

得到文人的大胆表达和诗意想像，于是，情人一词出

现了从知己的义项中分离更精微语义的可能，情人

的词义狭义化，专指未婚异性之间的情感及其性关

系。郭茂 倩《乐 府 诗 集》收 录 的《子 夜 四 时 歌 之 春

歌》，较早使用了未婚恋人意义上的情人：“光风流月

初，新林锦花舒。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裾。”诗人把

自己眼中独特的春意视为情人的化身，情人就是春

天的女神，不仅情深意笃，而且貌美如仙，纯洁无瑕。
突破伦常，追求情性的婚外情人。婚外 情 人 现

象由来已久，但是作为情人所对应的语义而言，其出

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唐宋一些诗词中情人的语义就

是已 婚 的 外 遇。现 代 汉 语 中，情 人 又 称 作 情 妇、情

夫，从狭义的恋人概念向更小的语义发展，即合法婚

姻以外的男女关系的代称，含有性关系的指向。
（二）解释民俗学维度：七夕情人节的多重内涵

七夕情人节的这种取向，与节日的起源意义和

时代的文化理想都密切关联，尤其在文化交流深度

开展的背景下，强势西方文化中的情人节观念巩固

了这种取向。当代七夕情人节内涵主要有：轻聚重

情的爱情观念，天人合缘观念。这些观念并存于节

日仪式中，显现出西化情人节的外在特征。
轻聚重情的爱情婚姻观念。这一观念，早 在 宋

代即已成 为 七 夕 爱 情 叙 事 的 重 大 主 题 了。秦 观 的

《鹊桥仙》将原本痛苦悲怨的两地之思，升华为“两情

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寓意博大的理想爱

情观，成为中国理想爱情的经典观念。《鹊桥仙》所

建构的艺术世界与爱情观念，成为当代七夕情人节

超越婚姻，追求自由情感的逻辑基础，进而形成了婚

姻与爱情分离的观念，是浪漫主义思潮在节日发展

中产生主导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天人合 缘 观 念。七 夕 的 仙 妻 叙 事 形 态 较 为 丰

满，侧重于现实矛盾的幻想性达成，以及救弱自立的

朴素价值。经汉代天人思想的渲染，故事逐渐传说

化，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结构关联，与中国

古老的天文经验与想象结合，将牛郎定格为善良村

夫，仙女定格为贤能织女，叙事主题发展为中国传统

社会嘉勉贫穷善良者可获良缘的美好祝愿。这份祝

愿，既是无缘家庭温暖的牛郎们的自我慰藉，也是中

国社会平衡现实矛盾的叙事策略，更是中国家庭价

值观的生动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七夕的仙妻

叙事，成为七夕节影响深远，家喻户晓的民间叙事主

体。［４］正是基于这一传说的叙事记忆，当代七夕情人

节逐渐形成天人合缘观念，同时受到佛教情缘信仰

的深刻影响。这种天人观念，推崇情缘的无功利性，
强化情缘的自然与巧合，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婚姻的

人为制度与利益关联。

　　二、当代七夕情人节的主要成因

节俗传统的演化，既与内在的起源意义有关，也
与后起的文化理想相连，二者的互动影响，成为传统

节日不断变迁的动力结构。七夕节在当代的演变，
最为重要的取向是情人节形态越来越典型。这种取

向，与节日的起源意义和时代的文化理想都密切关

联，尤其在文化交流深度开展的背景下，强势西方文

化中的情人节观念巩固了这种取向。其主要动因除

了上文提及的政府制度与商业资本外，还有以下四

个因素。
第一，节日传统固有的爱情因素，决定了七夕情

人节取向的生成。七夕节因为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

事关联一体，因此必然内涵了爱情因素，正是这一因

素，为中国情人节的形成奠定了决定性的内在因素。
牛郎织女传说构成了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模式，虽然

以婚姻为其背景，但后来的天河守望，则与爱情建立

了深刻联系，并在秦观的文学想象中将其升华为中

国文人的爱情理想。这种提升，将过于简单的婚姻

悲剧哲理化、诗意化、爱情化，在牛郎织女传说的历

史流变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原有的传说突显的是

婚姻结构中的强权与抗争，善良与报应，而唐宋以后

的传说则将爱情作为传说的核心主题之一，隐藏了

悲剧婚姻的历史影响，将浪漫爱情移置到原本僵硬

的婚姻之间，使牛郎织女的悲剧不再只是生活悲剧，
更不是婚姻 悲 剧，而 是 考 验 人 生 爱 情 的 美 好 传 说。
七夕节正是在这样的浪漫主义传说的改造中，内在

地生长了爱情理想，为当代中国情人节的最终形成，
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二，崇尚个性情感的时代因素，催生了七夕情

人节取向的发展。节日是一个民族传统经典的活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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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在历史实践中，对于族群认同、价值建构、
文化交流以及文化传承都是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之

一；同时，这种文化遗产，也是民族共同体进入当代

生活之后继承其娱乐享受，促使社会和谐的有效途

径，因此，节日文化是特定民族的文化象征。节日作

为当代社会依然延续的生活文化现象，除了自身来

自传统的重要习俗之外，也必然受到时代因素的深

刻影响，因为人们生活的时代性关注，无时不在地要

进入节日传统，这也成为广大民众关注节日的焦点

路径。其实，政府组织也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强化

着节日的时代性变化，因为节日可以完成对传统与

现代、官方与民间、民族与国家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协

调与处理，所以，节日的时代性因素，成为节日变迁

的重要动力。根植于传统的节日能否在当代继续生

存，最根本的选择在于节日对时代精神的接纳与消

化。当代中国社会，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个主流的

价值 引 导，就 是 崇 尚 个 性、自 由、民 主 等 西 方 观 念。
当这些启蒙观念不再担负阶级对抗与制度创新的紧

迫任务时，个性情感与自由选择等与爱情有关的观

念，就成为最为人们所推崇的观念了。这一观念与

七夕节内在的爱情因素结合，便很快碰撞出强烈的

变迁火花，快速地推动着节日向情人节取向的发展，
从而得到了在新时代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社会群体的

接受。他们还创造出了节日的新载体，新方式。他

们快乐地改造节日，使其与洋节相近，对七夕这类传

统节日也多了一份温存和热爱。
第三，西方情人节的文化交流因素，决定了中国

七夕情人节取向的深度接受。西方情人节从爱情出

发，扩展到对真挚、纯洁、深厚的情谊的珍视，因此，
情人的概念是以广义为主，爱情为辅。这种背景，却
在中国文化的交流中发生了变异，接受了中国情感

的分层过滤。广义的情感，在语词界定与伦理框架

中都有相对的指向，而情人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

念。由于２月１４日情人节的强势影响，情人节在中

国年轻人中间最终凝聚成为与恋情、婚外情有关的

节日，而与其他情感无关。这种偏向性传播，又最终

进入中国七夕节的建构之中，固化了其爱情主题，从
而决定了中国七夕情人节取向的深度接受。

第四，高度技术化的穿透性的大众传媒因素，巩
固了七夕情人节的影响与广泛传播。近年来，全国

各地围绕传统的七夕节，兴起了炒作中国情人节的

热潮，几乎所有媒介都在报道中明确七夕是中国情

人节。［６］在大众传媒风起云涌的不断推动中，七夕情

人节最终得到广泛传播。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对

中国情人节极尽能事的宣传与策划，七夕节的情人

节取向很可能就渐渐消失了。大众传媒是节日当代

演化中的生力军，它们突显的方向，一定会在时代生

活中响亮地表达出来，尽管也可以将七夕传统习俗

引向回归之路，然而，青春的时尚，已定格了大众传

媒的选择，那就是爱情，或者说情人节的传播。
在我们结束当代七夕情人节取向的讨论时，还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被称为中国情

人节的七夕，如何区别于西方情人节的问题。这种

区分，严格而言，不仅是一种文化态度，更是一种生

活需求。事实上，日常观念中的节日，在大多数普通

人的思考中，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必要做出区分，因
为，不管是我们传统的情人节，还是西方文化背景下

的情人节，作 为 一 种 行 为 方 式，都 只 是 一 种 文 化 符

号，不具有特别的差异，于常人而论，可能没必要去

做本质上的异同分析。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文化

融合现象。也就是说，当文化交流进入到深层次融

合的时候，文化来源本身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
要的是这些文化所带给人们的实际影响。然而，从

文化心理学的行为理论上讨论，这些差异总是潜在

地存在着，尤其当一些重大事件出现时，这些差异将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如，西方情人节对于整体

社会结构中个体情感的崇尚，并不限于恋人或婚外

情人，更扩展到了真挚情感世界的每一个领域，使情

人节成了一个广义的在社会诸多领域可以被仪式化

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中国，当代七夕情人节的取向显

然是狭义的，它在社会整体情感中只属于一个小众

范畴，其行为的仪式化也就显得浪漫而多与社会规

范相冲突，因此，这种区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

是当文化交流越来越普及的时候。我们如果片面地

忽视这种差异，或者说只借用西方情人节的部分内

涵来接受中国七夕节，就会造成节日的扭曲，最终把

中国七夕节的文化传统引向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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