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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官方节日是与民间传统节日相对立的一种节日类型!学界一般认为它出现在民国时期!从现今人们对唐

宋节日分类研究以及对该时期节日活动内容"参与者等方面的分析来看!官方节日似应出现在唐玄宗时期!至宋代

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唐宋时期节日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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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节日#从其系统结构而言#唐代以前主

要还是以民间传统节日这一单一结构为主#官府将

一些传统节日予以确定#供职于官府的大小官吏们

也参与对那些节日的庆贺& 学界一般认为#官方节

日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国人面前#是在民国政府推行

西历!现称公历#即格列高利历"纪年之后& 由于西

历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所以这一工作进

展得并不顺利#最终形成了西历和农历!又称夏历#

即传统旧历"两套历法并行的格局#而这一格局又

直接导致了两套节日系统%%%官方节日与民间传统

节日的出现
!

& 事实上#官方节日早在中唐时期既

已出现#至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唐宋时期节日

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唐宋时期节日分类概说

对古代节日的分类#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各种

分法并存& 乌丙安先生就有从节日性质出发而划分

的'单一性质和综合性质节日(以及从节日内容出

发而划分的 '农事节日$祭祀节日$纪念节日$庆贺

节日$社交游乐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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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划分方法& 赵东

玉先生则划分为生产类节日#如立春$添仓节$青龙

节$七夕节的 '赛巧会(等)宗教祭祀类节日#如年

节$清明节$中元节等)驱邪祛病类节日#如年节中的

挂桃符$请门神#元宵节中的度厄#清明节中的戴柳#

端午节#重阳节等)纪念类节日#如寒食节$端午节$

中秋节$腊八节等)喜庆类节日)社交娱乐类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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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他们的分类法都存在把一个节

日分属数个不同类型节日的缺点&

对唐代节日的分类#目前主要有以下一些意见&

张泽咸先生认为#'唐代的各种节日约略可区分为

官方规定和民间传统二大支派(#并一一描述了唐

代近 #) 个节日的情况#行文中比较注意区分官方与

民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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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玉贵先生则把唐代节日分为

三类/岁时节日#包括元日$中和节$上巳节$中秋节$

重阳节$除夕)纪念性节日#包括诞节$人日$寒食与

清明节$端午节$乞巧节)宗教性节日#包括上元节$

降圣节$佛诞节$盂兰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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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红指出#张泽

咸先生从节日来源的角度作出'官方规定与民间传

统(的分类有其不足#因为'节日还有因外来及本土

宗教影响而形成的()她进而主张从'新创的角度来

区分(唐代节日#其中'这种新的含义是指/或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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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设的节日#或是在传统节日中加入了新的因

素(#如唐代的诞节$中和节$道教三元节以及上元

燃灯$寒食扫墓的固定化和中秋玩月习俗之兴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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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勃又分别分析了张泽咸$吴玉贵$朱红

等人分类的缺陷#指出目前在唐代节日分类中出现

问题的两个原因#提出以'是否在唐代出现(作为标

准将唐代节日划分为新兴节日和传统节日两大类

别#并作了界定和细分#'以唐建国为界#此前已经

出现并在唐帝国!包括武周"的全部或部分统治时

期得以传承的节日都是传统节日#而在唐帝国统治

时期新出现的节日都是新兴节日#不论是出现在唐

朝早期还是晚期& 进一步地#还可根据传统节日在

唐帝国历史上的命运细分为消亡的节日和继续传承

的节日#根据新兴节日的来源细分为建构型节日和

自然型节日(#'其中中和节$诞节$降圣节以及清

明$八月十五乃唐人的发明#是唐代的新兴节日& 若

从起源上讲#五个新兴节日中的中和节$诞节和降圣

节都是上层统治者有意识建构的产物#清明节和八

月十五则是在民间自然而然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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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是朱红的 '新创(标准还是张勃的

'新出现(标准#其含义都一样& 我们认为#在唐代

节日分类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张泽咸先生的观点#

尽管朱红认为他是从节日来源的角度所作的分类#

还有不能包含'因外来及本土宗教影响而形成的(

节日的缺陷#但中国古代没有'单一起源(的节日#

有的都是或者融汇到了民间传统节日当中#或者被

官方吸收进了节日活动里#所以官方和民间传统节

日完全包括了因外来及本土宗教影响而形成的节

日& 张勃认为以官方和民间划定节日类别有失偏颇

的原因是/在唐代节日及节俗活动的产生和流变过

程中#官方和民间都在起作用& 应该说#这不仅仅在

唐代#在整个传统社会乃至现代社会都是这样& 有

意思的是#她自己也承认 '即便一个节日完全是官

方创制并以颁布政策的方式让全民实施#也还有个

政策被不被民众接受并实践的问题(#这恰恰是官

方节日在唐代出现$官方节日与民间传统节日相区

别的最好说明&

关于宋代节日的分类#目前所见主要有/朱瑞熙

先生早在 @*HD 年就发文将宋代节日分为四类/帝后

的圣节#即皇帝和垂帘听政太后的生日)官定的重要

节日#包括元旦$上元节$中和节$宋真宗和宋徽宗时

新设的天庆$先天$降圣等节)节气性和季节性节日#

如立春$社日$清明$立秋$立冬$冬至$寒食$端午节$

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宗教迷信性

节日#如人日 !正月七日"$玉皇大帝生日 !正月九

日"$梓童帝君生日 !二月三日"$祠山张真君生日

!二月八日"$花朝节!二月十五日"$上巳日!三月三

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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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王乐全在朱先生

文章基础上#着重探讨宋代官定节日#认为'官定节

日就是官方制定或者官方认可的节日(#并提出了

如何判断'官方认可(的三个条件/官府制定的节假

制度)官方对节日的重视程度)官府参与和管理节日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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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谈及官定节日以外的节日的

属类& 姚瀛艇先生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化史+一书

中#把宋代节日分为传统节日习俗#如年节$上元节$

寒食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重阳节$冬至$交年节)

诸'圣节(#即帝$后生日)诸庆节#即宋真宗和宋徽

宗所设的节日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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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圣铎的分类法与此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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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节日分类分歧不如唐代多& 我们认为#朱

瑞熙先生的四类分法交叉重复的部分较多#如官定

节日既有民间传统节日#也有政府新创节日& 而寒

食$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除夕怎

么是季节性节日 !若说季节性#所有的节日都应是

季节性的"#人日$花朝节$上巳日为何又成了宗教

迷信性节日0 姚先生和汪先生的三类分法中#诸庆

节和圣节实际上都是官方节日& 这样划分节日类别

的最大缺点就是不能突出宋代节日的特点& 但无论

是分为三类还是分为四类#由皇帝$垂帘听政太后的

生日而成的圣节都已单独成类#表明圣节自唐代创

设以来#在宋代已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事

实上#宋代节日是在唐代节日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

和丰满#因此将其划分为官方和民间传统节日既简

单明了#又能凸显宋代节日的结构特点&

二?唐代官方节日的首创

官方节日是与民间传统节日相对立的一种节日

类型#是统治者根据一些政治事件的重要性程度而

将其发生日确定为节日#或者将一些重要人物 !如

皇帝或皇帝所推崇的人物"的生日确定为节日#节

庆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全体官吏 !或国家公职人

员"& 中国古代这一节日类型最早出现在中唐以

后#它们是以皇帝的诞辰日命名的诞节$以二月十五

日道教始祖老子的诞辰日命名的降圣节以及二月一

日中和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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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1玄宗纪+载#开元十七年!公元 D#*

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僚于花萼楼下&

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

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

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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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唐文+全文收录了张说的*请八

月五日为千秋节表+/

??左丞相臣说"右丞相臣璟等言!//请以八

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

乐!休假三日# 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

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

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

田神# 上明元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

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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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见#千秋节的主要活动规定有/一$宴请

百官#地方诸州也'咸令宴乐()二$官员休假三天#

千秋节后来更名为'天长节(

"

#仍休假三天)三$群

臣朝贺#规定群臣向皇帝献甘露醇酎$万岁寿酒#王

公戚里进献金镜绶带#而且皇帝在千秋节受群臣朝

贺还成为了嘉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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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士庶$村社百姓也作

寿酒宴乐#作承露囊#互相馈送&

自唐玄宗创立诞节之后#终唐一朝的 @C 位皇

帝#除德$顺$宪$穆$敬 C 位皇帝只举行庆祝活动#没

有设置节名外#其余 @) 位都设有诞节名称)自此之

后#即使是战乱不止的五代十国之世#诞节也没有中

止!参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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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唐宋诞节一览表

皇帝庙号 诞节名 诞节时间

唐玄宗 千秋节!后改为天长节" 八月五日

唐肃宗 天长节!地平节" 九月三日

唐代宗 天兴节 十月十三日

唐德宗 四月十九日

唐顺宗 正月十二日

唐宪宗 二月十四日

唐穆宗 七月六日

唐敬宗 六月九日

唐文宗 庆成节 十月十日

唐武宗 庆阳节 六月十一日

唐宣宗 寿昌节 六月二十二日

唐懿宗 延庆节 十一月十四日

唐僖宗 应天节 五月八日

唐昭宗 嘉会节 三月二十二日

唐哀宗 乾和节 九月三日

梁太祖

梁末帝

大明节

明圣节

十月二十一日

九月十二日

唐庄宗

唐明宗

唐末帝

万寿节

应圣节

千春节

十月二十二日

九月九日

正月二十三日

晋高祖

晋少帝

天和节

启圣节

二月二十八日

六月二十七日

汉高祖

汉隐帝

圣寿节

嘉庆节

二月四日

三月九日

周太祖

周世宗

周恭帝

永寿节

天清节

天寿节

七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四日

八月四日

??降圣节的主要活动规定是官员休假& 据*册府

元龟+卷 CA*帝王部1尚黄老+记载#天宝五年 !公

元 DA" 年"二月#太清宫使$门下侍郎陈希烈奏曰/

'谨案高上!疑为'宗(字"本纪#太圣祖玄元皇帝以

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即大斋之日#请同四月

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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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最

初规定降圣节官员休假一天#但到唐武宗开成元年

!公元 HA) 年"#又将原来一天的假期延长为三天#

会昌元年!公元 HA@ 年"再改成一天& 关于降圣节

的士庶活动则记载很少& 据载#举人任之良住在长

安肃名观中时#偶然见到道士读道经#告诉任之良

'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任之良因此向朝廷上

表#'请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灯 (#得到玄宗皇帝同

意
-@C.卷##A

& 降圣节士庶或许有燃灯活动&

中和节设于贞元五年春正月乙卯#'诏/2四序

嘉辰44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

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3宰臣李泌请

中和节日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种稑之书#王公戚里

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

以祈年谷#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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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1李泌传+也载/

'帝以2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

同时#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作古#若何而可03泌谓/

2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因赐大臣戚里尺#

谓之裁度& 民间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相问遗#号为

献生子& 里闾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丰年& 百官

进农书#以示务本&3帝悦#乃著令#与上巳$九日为

三令节#中外皆赐缗钱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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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节主要有五类活动& 一$宴会#这是设置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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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节的最初动机& 唐德宗时#除特殊情况外#几乎都

在中和节宴集群臣
-@@.!"*#!D"#!HC#!HD#!*A#!*"#!*D

& 最初是京

中百官共集一处!曲江亭"宴乐& 到贞元九年!公元

D*! 年"#鉴于聚宴一地$人数太多$场面太大的情

况#有宰相提出分宴#'宰相宴于曲江亭#诸司随便#

自是分宴焉(& 这种宴会不仅在都城举行#地方州

府也有#梁肃的*中和节奉陪杜尚书宴集序+就记载

了扬州的中和节宴会
-@#.卷C@H#C#"#

& 二$休假一天#给

予官员宴赏的时间& 三$赏赐百官& 中和节对百官

的赏赐包括赐钱$赐尺$赐诗及春衣等& @E赐钱&

中和节是取代正月晦日而成的节日& 贞元四年九

月#德宗曾下令#在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

节时#赏赐百官数量不等的金钱#'每节宰相及常参

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

神策等军每厢共赐钱五百贯文#金吾$英武$威远诸

卫将军共赐钱二百贯文#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

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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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

新建中和节后#原来正月晦日的赐钱也就自然地改

移中和节了& 到贞元八年正月#又对在京宗室赐钱

数目作了规定/'在京宗室#每年三节!指中和节$上

巳节$重阳节三节令"宜集百官宴会#若大选集#赐

钱一百千#非大选集#钱三分减一&(又诏/'三节宴

集#先已赐诸卫将军钱#其率府已下#可赐钱百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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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赐尺& 中和节'赐大臣$方镇$勋戚

尺#谓之裁度(

-@H.卷##HD!

& 贞元八年#弘词科曾以*试

中和节诏赐公卿尺诗+作为科举考试的试题#当年

参加 考 试 的 李 观$ 陆 复 礼$ 裴 度 都 留 下 了 佳

作
-@*.卷!@*#!C*D#!C*H)卷!!C#!DC"

& 白居易亦有 *中和日谢恩

赐尺状+一文
-#).!!HA

& !E赐诗及春衣& 贞元五年#

'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

于容州#天下荣之(

-#@.卷下#@*#

& 四$百官进农书献种

子#以示重农& 五$士庶村社百姓#以青囊盛百谷果

实互相赠送#酿制宜春酒#祭祀勾芒神#祈求丰收年&

从这些节日活动内容来看#虽然都有士庶甚至

乡村节日活动的规定#但这些士庶相互馈送的承露

囊$百谷$果实#酿制的寿酒$宜春酒等物品#只是政

府的政策规定& 要使百姓真正接受并行动起来#还

取决于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 因为这毕竟凭空增加

了他们的生活开支#而且打乱了他们正常的生产节

奏& 因此#不难想像这些节日所受乡野村民的欢迎

程度& 而官府里的大小官吏则不一样#新创节日不

仅没有打乱他们原有的生活#反而使他们既增加了

休暇时间!@%! 天不等"#又丰富了闲暇生活!参加

聚会宴饮$欣赏歌舞音乐")不仅不用自己掏腰包#

而且还能得到金钱赏赐)何况设置中和节的最初目

的就是为百官提供宴乐的机会#一些官吏还把在这

些节日里向皇帝献物品$敬颂文作为争取自己升迁

的绝好机会& 所以#由政府政策规定所创设的节日

活动#与官吏们享受的口腹眼耳之福和升官发财的

利益驱使相结合#使得这些新创节日为官吏们所热

衷& 它们实际上就是官府大小官吏的节日#是中国

历史上的官方节日&

三?宋代官方节日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宋代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诞节$降圣节和

中和节&

赵宋王朝 @H 位皇帝中#除了两个最后残延的小

皇帝端宗赵昰$祥兴帝赵昺没有设置诞节以外#连 A

岁即位$国已实亡的恭帝赵显都设了诞节)此外#还

有 A 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也设了诞节!参见表 #"& 因

此#宋代诞节设置进一步正规化#庆祝活动在唐代的

基础上也更加礼仪化$制度化#已成为新皇帝即位仪

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表 #E宋代皇帝#太后圣节设置情况表
)D*

节名 圣节时间 皇帝庙号 建节时间

长春节 二月十六日 宋太祖
建隆元年正月十七

日

乾明节 十月七日 宋太宗
太平兴国二年五月

十四日

承天节 十二月二日 宋真宗 至道三年八月八日

长宁节 正月八日 章献太后刘氏
乾兴元年十一月乙

亥

乾元节 四月十四日 宋仁宗
乾兴元年二月二十

六日

寿圣节 正月三日 宋英宗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

三日

同天节 四月十日 宋神宗
治平四年二月十一

日

坤成节 七月十六日 宣仁太后高氏 元丰八年四月乙亥

兴龙节 十二月八日 宋哲宗 元丰八年五月五日

天宁节 十月十日 宋徽宗
元符三年四月十一

日

乾龙节 四月十三日 宋钦宗
靖康元年二月二十

六日

天申节 五月二十一日 宋高宗 建炎元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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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庆节 十月二十二日 宋孝宗
绍兴三十二年八月

二十六日

重明节 九月四日 宋光宗
淳熙六年二月二十

一日

瑞庆节 十月十九日 宋宁宗
绍熙五年九月十七

日

寿庆节 五月十六日 恭圣仁烈杨氏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

癸未

天基节 正月五日 宋理宗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

寿崇节 四月八日 寿和圣福谢氏 景定五年十月戊辰

乾会节 四月九日 宋度宗
景定五年十二月四

日

天瑞节 九月二十八日 宋显帝
咸淳十年七月十二

日

??宋代#降圣节的名称尚存#只是内容及庆贺活动

都发生了变化#将在下文中叙述&

宋代的中和节虽没有唐德宗时的热闹#但它的

许多活动仍然保留了下来#如皇帝赐诗#宋真宗天禧

元年!公元 @)@D 年"#'二月庚午朔#上作中和节五

言诗赐王旦已下& 三年二月己丑朔#上作中和节

诗(

-##.卷!)

#官员休假一天
-#!.卷@-#A.卷@@*职制门1给假+

& 又

如上春服#'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 今

惟作 假 及 进 单 罗 御 服# 百 官 服 单 罗 衣 裳 而

已(

-#C.卷##A#

& 还有百官进农书及民间的活动& '二

月朔#谓之中和节#民间尚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子#

互相遗送#为献生子& 禁中宫女#以百草斗戏& 百官

进农书#以示务本(

-#".卷@#@# L@!

&

这些节日中#圣节的庆祝活动分别在京城和地

方官府所在地举行#参加人员主要是宗室亲贵$在朝

文武百官$致仕官员$僧道$命妇等等#几乎没有民间

活动的关注& 中和节的活动完全继承唐代#它们的

官方性质比唐代更浓&

其次#新创官方节日/诸庆节
-#D.

&

庆节#即庆贺性节日& 它创设于宋真宗时期#

'诸庆节#古无是也#真宗以后始有之 (

-#H.卷@@###"H)

&

从大中祥符元年 !公元 @))H 年"到天禧元年#宋真

宗共设立了五个节日#即天庆节$天贶节$先天节$降

圣节$天祯节!后改为天祺节"& 这五个节日的活动

共同点有/一$官员休假#天庆节$先天节$降圣节各

五天#天贶节$天祺节各一天)二$禁屠宰#断刑罚)

三$京城$诸州建道场设醮)四$官府赐宴)五$京城张

灯一夕& 其中#第一$三$四点都直接与官员有关#第

二$五点则与官员有间接关系& 五个节日中#称得上

关注士庶活动的#只有先天节和降圣节#'令天下以

延寿带$续命缕$保生酒更相赠遗(

-#*.卷H)#@H!)

#而且还

是在建节大半年以后才作的补充规定& 节日庆祝活

动的参与者#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史籍

记载来看#主要还是京官及地方官吏& 即使真宗以

后#庆祝五节的隆重程度减弱了#但它们的名称犹

在#官员休假$斋醮未断#以致南宋后期的魏了翁还

总结说#宋真宗新建的五节# '二百年郡县奉行惟

恪(

-!).卷C)

&

所以#宋真宗新建的五个节日#'官方(性质浓

厚& 学界现有研究中#由于对宋真宗封禅$崇道颇有

微词#因而也将这些节日一概视为道教节日#认为其

'从社会活动上看并无多大积极意义($'并未发展

成群众性的社会活动($'与百姓关系不大(等& 殊

不知#这恰恰是以民间传统节日为标准去看待这些

节日的作用和影响& 事实上#这是宋真宗对唐代创

立的官方节日的继承和发展#它进一步完善了中国

历史上的节日系统结构&

宋徽宗统治时期#又在政和$宣和年间新建了六

个节日/天应节#十一月五日#徽宗亲祀途中见天神

示现)真元节#二月十五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 !老

子"生日)宁贶节#五月十二日#徽宗祭方丘观天神

之日)元成节#八月九日#青华帝君生日)天符节#十

月二十五日#徽宗亲自布道日)开基节#正月四日#宋

太祖登基日& 这些节日的活动内容完全仿照真宗新

创节日#而且已完全没有了对士庶活动关注的内容#

成为了纯粹的$由统治者因事建立的$主要由全国大

小官吏参加的官方节日& 其中#前五节可以说是与

徽宗大力扶持和推行道教有直接关系)而开基节的

设立#是宋徽宗对宋真宗朝官方节日的进一步发展#

它表明宋朝统治者已经具有以王朝!或称国家"的

建立日为节日以便永远庆祝的建节意识& 南宋高宗

时#废除了宋徽宗所设的其余五个节日#只保留了开

基节& 尽管这个节日在南宋时并未受到特别重视#

但从中国古代节日文化的发展历程来说#则是一个

重大突破&

宋真宗$宋徽宗所设的官方节日#从表面上看是

封禅崇道的结果#但只要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它们

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多$科举制更加完

善$文官政治体系更趋制度化$官员人数增加$地位

和待遇提高之后#宋政府对官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

干预以及对他们人身和精神统治加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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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宋时期官方节日出现的意义

从唐玄宗$唐德宗开始创置#经过宋真宗$宋徽

宗继承和发展的官方节日在历史上的出现#不是由

历法改变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民间传统节日相区分开

来的#而是由唐宋社会政治经济一系列变化所推动

的& 由于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受

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我们从一些学者对唐宋节日的

分类中即可看出#有的只注意到其中一个或几个节

日)有的将它们分散在几个类别中#都未将它们作为

新建的官方节日看待& 因而#没有突出这些新建节

日的地位#没有正确理解它们的作用和意义& 这些

节日中#除宋徽宗创建的天应等五节被宋高宗废除

之外#其余的都在有宋一代承袭了下来#它们有的受

到了士庶百姓的广泛认可#在后世逐渐发展成了民

间节日#如中和节$天贶节$降圣节)有的则继续停留

在'官方(这个层面上& 但不管怎么样#唐宋时期官

方节日的创立#不仅完善了中国节日系统结构即官

方与民间二元节日体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唐宋社

会政治变迁#即由少数精英组成的贵族政治过渡到

由广大的中下级官僚组成的士大夫政治#'官方(力

量逐渐增强的情况与趋势& 一方面#政府依靠他们

实施统治#自然也关注他们的物质待遇和精神生活

需要)另一方面#官员也有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以增加

自己在皇帝面前立功表现进而获得晋升的机会以及

加深自己与同僚之间的了解和交往#以编织自己关

系网的愿望& 唐宋时期官方节日的出现对后世乃至

现代节日文化有着深远影响& 我们从近现代政府以

国家或国际上重大事件发生日为节日的建节意识#

国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人员等在节日时放节

假$发放一定数量的礼品$举行庆祝歌舞晚会$聚宴

会餐等等这些官方节日最为明显的外在表现形式

中#都可窥探到唐宋时期官方节日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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