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論文以清明文化為研究物件，主要在歷史傳承、意義呈現與清明文化精神的弘揚三個方面

展開論述。方法上主要結合文獻資料和田野調查材料，運用民俗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化學

等學科的理論，將清明文化現象置於「民間與官方、傳統與現代、現實與虛擬」多元關係的結

構框架中，以此展現清明文化的演變歷程和傳承路徑。同時，通過當代清明文化在網絡社會中

的巨大變遷風貌，探討空間符號、祭祀儀式與文化意義的關係問題。最後根據清明文化的發展

現狀以及文化記憶的傳承理論，在弘揚清明文化精神方面進行一些思考。

清明文化就是中華民族在自然界長期的生產實踐和社會關係發展過程中，以集體潛意識方

式所形成的信仰觀念和生存慣常模式，包括清明祭祖活動以及相關墓葬方式的選擇與宗族文化

的建構活動。經過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清明墓祭的空間發生了很大的變革，這就不可避免地

給祭祀方式、祭祀觀念以及祭祀意義帶來相應的變化。互聯網技術與清明文化相結合，使得傳

統的祭祀方式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種形式賦予清明祭祖的文化意義是獨特的，是中國傳統清

明祭祖活動中所出現的最大變化。考察清明文化在意義內涵上的衍生過程，不僅能從生活層面

感知當代社會的巨大變遷，而且也能從其變遷軌迹中體會到傳統文化與時俱進的轉型動因。這

些為探索如何在當代社會中弘揚清明文化精神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

論文首先分析清明文化的產生背景、發展源流和習俗形態，並從信仰觀念因素與節日習俗

活動兩個層面對其作進一步闡述。第三、四章主要闡述清明文化在歷史進程當中，民間和官方

所採用的傳承手段，同時也涉及傳統習慣的沿用方式和文化權力的運行機制。第五章從符號本

質和文化意義兩個層面來對清明節祭祖儀式進行分析，揭示祭祀空間的變遷形貌及其意義內涵，

認為網祭儀式也是一種尋求自我慰藉的補充手段。第六章分析文化記憶的傳承機理與清明文化

的現實狀況，認為清明文化蘊含諸多文化價值、信仰理念和傳統倫理，應該引導其信仰觀念方

面的因素，管理其相關的節日習俗活動，使之能夠為民衆信仰生活與民族國家凝聚力的統合提

供一個文化支撐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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