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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视角下节日庆祝活动的对比研究

——以春节和圣诞节为例

张佳丽

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省合肥市　230601

摘　要：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不同文化间的节日庆祝活动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春节源于

古代农耕文明与驱邪祭祀，以家庭团聚为核心，红色装饰、传统美食与多样民俗活动贯穿其中，彰显集体主义、家族传承

与现世祈福的价值观；圣诞节起源于基督教纪念耶稣诞生，融合世俗元素，圣诞树、圣诞礼物与宗教仪式结合，体现个人主义、

平等博爱的理念。这些节日差异本质上反映出中西方在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本文以春节和圣诞节为例，

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出发，通过剖析节日起源、庆祝习俗及文化内涵，揭示二者背后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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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

政治、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愈发

频繁。节日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或国家传

统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它承载着历史记忆，

凝聚着民族情感，反映着社会风貌，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

要载体。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

日，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演变，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精神标识。而圣诞节则是西方社会最具影响力

的节日之一，它不仅是基督教的重要节日，也已成为西方文

化的重要象征，蕴含着丰富的西方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 

1. 春节与圣诞节的起源

1.1 春节的起源

春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其历史源远流长，

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涵。在古代，“年”最初并不是

指节日，而是一种传说中凶猛的怪兽。据民间传说，“年”

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每到岁末便会出来伤人、毁坏庄稼。

人们为了驱赶“年”兽，逐渐发现它害怕红色、火光和巨大

的响声，于是便形成了放鞭炮、贴春联等习俗。这些习俗最

初带有浓厚的驱邪避灾的意味，反映了古代先民对自然力量

的敬畏和对平安生活的渴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春节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它与中

国古代的农耕文明紧密相连，成为人们庆祝新一年开始、祈

求丰收和平安的重要节日。春节正值一年之始，人们在结束

一年的辛勤劳作后，在这个时候团聚在一起，祭祀祖先，感

恩过去一年的收获，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

时，春节也是家族成员联络感情、增强家族凝聚力的重要时

刻，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和血缘关系的重视。

1.2 圣诞节的起源

圣诞节是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而设立的节日，具有

浓厚的宗教色彩。据《圣经》记载，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的一

个马槽里。耶稣是基督教教义中的救世主，他的诞生被视为

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和恩赐。为了纪念这一重要事件，基督教

徒将 12 月 25 日定为圣诞节。

随着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圣诞节逐渐从一

个宗教节日演变为西方各国共同庆祝的重要节日，并融入了

更多的世俗元素。在中世纪，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开始走出教

会，进入民间。人们在圣诞节期间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如装

饰房屋、互赠礼物等，这些活动逐渐成为圣诞节的传统习俗。

到了近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圣诞节的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成为全球性的节日。圣诞老人、圣诞树等象征

元素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传播开来，使圣诞节不仅具

有宗教意义，还成为了一个充满欢乐、温馨和祝福的世俗节日。

2. 春节与圣诞节庆祝习俗对比

2.1 家庭团聚方式

春节以家庭为核心，强调家族成员的团聚，是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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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家庭观念的集中体现。它能够加强家庭纽带和巩固文化身

份（Zhenyu Tan, 202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被视为

社会的基本单位，血缘关系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春节期

间，无论离家多远，人们都会想尽办法在春节前夕回到家乡，

与父母、亲人共度佳节。除夕夜是春节家庭团聚的重要时刻，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这是春节最具代表性的习俗之

一，其真正含义是加强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促进家族凝聚

力（任尚仁，2021）。年夜饭的餐桌上摆满了寓意吉祥的传

统美食，如寓意团圆美满的饺子等等。这些美食寄托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圣诞节虽然也强调家庭团聚，但形式有所不同。在西

方文化中，个人主义价值观较为突出，但家庭仍然是人们情

感寄托的重要场所。在圣诞节期间，西方家庭会精心装饰圣

诞树，圣诞树是圣诞节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人们会在圣

诞树上挂满彩灯、礼物、各种装饰品，如彩色灯泡、星星等，

营造出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在圣诞节前夕，孩子们会将

圣诞袜挂在床头，期待圣诞老人在夜晚送来礼物。共进圣诞

大餐也是圣诞节家庭团聚的重要活动，家人共同享受丰收成

果。圣诞节大餐主要有火鸡、姜饼、糖果等佳肴（肖桃华，

2014）。

2.2 节日装饰特色

春节的装饰充满了喜庆和吉祥的氛围，红色是春节装

饰的主色调，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红色的特殊情感和寓意

密切相关。在中国文化中，红色象征着好运、繁荣、幸福和

喜庆，被视为吉祥之色。春节期间，人们会在门口贴红色的

春联，春联上写满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门上还会贴倒“福”

字，这一习俗有着有趣的寓意。“福”字倒贴，取其谐音“福

到”，寓意福气到来，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祝愿。

此外，人们还会挂红灯笼来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窗花也

是春节常见的装饰之一，人们用红色的纸张剪出各种精美的

图案，如花鸟鱼虫、吉祥文字等，贴在窗户上，增添节日的

喜庆气氛。

圣诞节的装饰以绿色、红色和白色为主，这些颜色的

选择与圣诞节的文化内涵和宗教背景密切相关。绿色的圣诞

树是圣诞节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圣诞树通常选用松柏等常绿

植物，象征着生命和希望，代表着耶稣的诞生给世界带来的

生机与活力。人们会在圣诞树上挂满各种装饰品，如、星星、

铃铛，还会在树顶放置一颗星星。红色的圣诞帽、圣诞袜也

是圣诞节常见的装饰元素，红色象征着热情和喜庆，给人带

来温暖和欢乐的感觉。白色则代表着冬季的白雪，营造出一

种纯洁、祥和的氛围。在西方一些地区，人们会用白色的雪

花装饰品来装点房屋，使整个环境充满冬日的浪漫气息。

2.3 传统活动内容

春节期间有丰富多样的传统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具有

娱乐性，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除了家庭团

聚和吃年夜饭，拜年是春节的重要习俗之一。拜年是人们在

新年期间相互拜访，送上祝福和问候的活动，体现了中国人

重视人际关系、追求和谐的价值观。在拜年时，人们会穿着

新衣，携带礼物，到亲朋好友家中拜访，相互祝福，表达对

彼此的关心和祝愿。长辈会给晚辈发压岁钱，压岁钱寓意着

压祟驱邪，保佑晚辈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

圣诞节的传统活动包括唱圣诞颂歌、参加教堂弥撒、

圣诞老人送礼物等。圣诞颂歌是圣诞节期间人们表达欢乐和

祝福的重要方式，大街小巷都能听到悠扬的圣诞颂歌，如《平

安夜》、《铃儿响叮当》等。教堂弥撒是基督教徒在圣诞节

期间的重要宗教活动，人们通过参加弥撒来纪念耶稣的诞

生，在教堂中祈祷、诵经、聆听牧师的布道，感受宗教的神

圣和庄严。圣诞老人是圣诞节最受欢迎的象征之一，他的形

象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欢乐和梦想，也传递了关爱、分享和

给予的精神，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对美好愿望的追求和对他人

的关爱。

3. 春节与圣诞节文化内涵对比

3.1 价值观差异

春节体现了中国文化中重视家庭、和谐、集体主义的

价值观以及人们高尚的生态自觉和对文化与生命的敬畏（刘

晓春，2020）。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守岁、拜

年等活动，都体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和互助。在拜年过

程中，人们注重礼仪和辈分，晚辈向长辈行礼、问候，长辈

给予晚辈祝福和教导，这种传统习俗体现了中国人对长辈的

尊敬和对家族秩序的维护。在传统习俗中，人们注重对祖先

的祭祀和对长辈的尊敬，反映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

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圣诞节则反映了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平等和博爱的价

值观。在圣诞节，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换礼物，每个人都能

得到关注和重视，体现了个人主义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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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礼物，也期待收到符合自己心意的礼物，

这种礼物交换的过程强调了个体的独特需求和情感体验。圣

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礼物的传说，也传达了平等和关爱的理

念，无论孩子的家庭背景如何，都有机会得到圣诞老人的礼

物，体现了对每一个个体的关爱和公平对待。

3.2 宗教与世俗影响

春节原本与古代的祭祀和驱邪活动有关，但在发展过

程中逐渐淡化了宗教色彩，更多地成为一个世俗化的节日。

虽然在春节期间人们会祭祀祖先，但这种祭祀更多地是一种

对祖先的缅怀和感恩，以及对家族传承的重视，而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宗教仪式。春节的各种习俗和活动主要围绕着家庭

团聚、祈福纳祥、娱乐休闲等世俗需求展开。例如，贴春联、

放鞭炮、吃年夜饭、拜年等习俗，都是为了营造喜庆的节日

氛围，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满足人们在物质

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中国人更关注当下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

福，通过春节这一传统节日，人们可以放松身心，加强与家

人和朋友的联系，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也满足了人们

在社交、娱乐等方面的需求。

圣诞节起源于基督教，具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在西方，

圣诞节最初是基督教徒纪念耶稣诞生的宗教节日，教堂弥撒

是圣诞节的核心活动之一。基督教徒通过参加弥撒，祈祷、

诵经、聆听牧师的布道，来纪念耶稣的诞生，表达对上帝的

敬仰和感恩之情。弥撒活动体现了圣诞节的宗教本质，是

基督教信仰在节日中的重要体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圣诞节也逐渐融入了许多世俗元素。这些世俗元素的加入，

使圣诞节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还成为了一个充满欢乐、温馨

的世俗节日。商业的发展也对圣诞节的世俗化起到了推动作

用，商家通过各种促销活动、广告宣传等手段，将圣诞节打

造成一个消费盛宴，进一步强化了其世俗属性。

4. 结语

春节与圣诞节作为中西方文化的典型符号，其差异不

仅体现在外在习俗，更深刻反映出不同文化体系的内核。春

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对家庭、亲情和民族的深刻

中华文化情感（赵立娜，2024）。春节以血缘为纽带，将家

族团聚、祖先祭祀与现世生活紧密相连，红色装饰、吉祥

美食、传统民俗等元素，均围绕集体和谐与家族延续展开。

圣诞节以宗教信仰为根基，通过圣诞树、圣诞礼物等符号传

递个体关怀与神圣祝福，强调个体在信仰中的平等与对他人

的博爱。这种差异源于中西方历史发展路径的分野。中国长

期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以家庭为核心、重视集体秩序的文化体

系；西方宗教传统与商业文明的交融，则塑造了注重个人价

值与精神追求的文化特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差异既是

跨文化交际的挑战，更是文化交流的契机。

对比春节与圣诞节，有助于促进不同群体间的理解与

包容。通过节日文化的互鉴，人们能更深刻认识本土文化价

值，推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未来，应进一步发

挥节日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桥梁作用，尊重文化多样性，推动

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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