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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球时报》报道，2016年世界各
地参与欢度中国春节的人数已突破 20
亿，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春节。有90多
个国家政要参加华人社区的春节活动，
并在本国主要城市的重要场所悬挂中国
结、中国福字、中国生肖吉祥物，甚至有
十几个国家已将中国春节列入本国法定
节日，届时放假欢庆。而且，这种潮流随
着中国日益强大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正在世界各地一年胜似一年地蔓延和
深化。

曾几何时，春节是华人专属的文化
标识。如今，春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佳
节，日益成为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文化
的重要窗口和舞台。中宣部、国新办在
今年年初启动 2018 年春节文化走出去
工作，向全世界推介更多蕴含中国智慧、
承载中国理念、彰显中国精神的春节文
化，把新时代的春节故事讲述得更加生
动精彩，推动春节成为中国时间、全球时
刻的国际性节日。许多文化学者认为，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如今，世界变小
了，各国人民的心灵交汇就变多了。在
全球解读中，中国春节背后的“团圆和
谐”“亲情友爱”“和合为贵”等文化内涵，
承载着中国理念，彰显着中国精神，也温
暖着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春节文化已
经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文化盛典。

郑一民认为，节日是人类精神与物
质融合之典。中国春节能受到世界各
地的青睐与追捧，因其所承载和彰显的

“团圆和谐”“亲情友爱”“和合为贵”等
文化内涵，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理想、期
盼与愿景，具有超族群、超信仰、超国界
的价值共享性，这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
类社会共生共荣的又一巨大财富。推
动春节成为中国时间、全球时刻的国际
性节日，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将作出
更多的中国贡献。“全球文化共享促使
我们创造更多与时俱进的新元素、新符
号，例如，创作春节歌、打造春节舞等，
使传统春节更具魅力和感召力。同时，
我们应积极推进中国春节申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

“推动春节成为中国时间、全球时
刻的国际性节日，首先应系统梳理春节
资源，找准中国春节的精神内核。”陈旭
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全国乃至
全球性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年俗文
化活动，多角度呈现中国春节的面貌，
让世界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精神，增进春
节文化认同性。还应提升春节文化的
传播力，不断拓展交流渠道，创新交流
方式，在把中国春节送到世界各地的同
时，也邀请外国民众到中国体验原汁原
味的春节氛围，感受这个古老而又充满

魅力的中国节日。此外，打造春节文化
品牌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鼓励各类
企业把地道的中国年味商品，如中国
结、红灯笼、春联、剪纸、年画、花灯、贺
年卡、生肖邮票、烟花爆竹等，销售到世
界各地。同时，扩大春节文化产品的概
念，将与过年相关的数字化、网络化的
虚拟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地去，如新年电
子贺卡、虚拟节日空间等，让世界通过
新的传播方式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
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并通过这些
文创产品塑造“中国春节”品牌，让外国
人不仅消费春节产品，还要将中国春节
内化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文化盛典，
对世界来说是了解中国的窗口与桥
梁。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正在阔步迈入新时
代，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和中国道路
已成为 21 世纪
人类社会发展
的 新 潮 流 。
在 这 种 大 势
中，中国春节
走向世界已成
为一种必然。”
郑一民认为。

彩笔描龙讴使命；春风逐梦步新程。

风摇翠柳唱春韵；雪映红梅题梦诗。

跟党同行追好梦；与民共乐庆新年。

政策扶民民富裕；民心拥政政英明。

仁风织出脱贫梦；善政写成致富篇。

春风已动福门暖；善政尤添燕赵新。

惠政催春民向善；廉风兆运国臻强。

大政旗红春万象；小康业旺福千村。

阔步铿锵追远梦；初心澎湃庆新春。

燕赵迎春争跃马；山河载梦竞腾龙。

莺歌燕舞新时代；海笑山欢美未来。

巨舰扬帆欣破浪；小康圆梦喜开篇。

全民护绿蓝天卫；举国攻坚梦想圆。

守住蓝天圆美梦；迎来富裕贺新春。

关注民生春助力；提升福祉梦凝心。

凝心铸梦新生活；撸袖铺春大作为。

山河绘画春铺彩；天地飞歌梦作词。

百姓心中国梦好；小康路上党旗红。

辞旧雄鸡歌绮梦；迎新瑞犬咏初心。

廉风荡荡家家喜；法雨潇潇户户春。

国富民殷开盛世；政通业旺兆吉年。

雄鸡唱响辉煌颂；瑞犬迎来旭日升。

焕彩九州行大道；争流百舸鼓春帆。

春持生态和谐笔；党写山河锦绣篇。

宏图细绘三千卷；大业先期双百年。

金鸡三唱梦圆好；玉犬一声安报来。

环保节能天焕彩；减排降耗地生辉。

春伴和谐追远梦；福随诚信续长征。

邀春共绘雄安画；与福同吟燕赵诗。

社会公平添砝码；国家强盛固金瓯。

和平塑造共同体；强盛焕发时代风。

春从燕赵田塍过；梦自乡村宅院飞。

喜鹊吟诗歌燕赵；春风酿梦醉雄安。

不忘初心圆国梦；勇担使命赴新程。

盛会送来千树雪；烟花飞出满园春。

绿色能源添喜气；红联门柱抱春风。

燕赵春来花事早；城乡景胜幸福多。

祖国腾飞吹号角；人民幸福奔安康。

不忘初心承伟业；担当使命展宏图。

东风吹绿三春景；党策映红四季花。

燕剪裁风梅点赞；春耧播富梦发芽。

核心引领新时代；国梦铺开美画图。

绿水青山生态画；蓝天碧野艳阳诗。

十亿小康圆国梦；九州大业展宏图。

春风一体京津冀；雅韵三吟诗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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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一条满载
中 华 民 族 记 忆 的 长
河，从古流淌到今，它
凝结着中华民族真实
的成长历程、浓厚的
情感寄托。

春节也是中国最
盛大、最具文化内涵
的传统节日，具有世
界影响力和辐射力的
国际性节日。春联、
窗花、庙会、社火⋯⋯
一个个民间文化符号
如同一粒粒种子，每
年初春播种，农历年
底收获，轮回反复，绵
延不绝，它潜在地加
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基，延续着中华文
化的根脉，增进着整
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
文化自信。

一元复始，万象
更新。随着社会变迁
和时代更迭，春节的
精神内核和表达形式
都在悄悄发生变化。
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
春节，怎样才能在现
代文明中焕发新的光
彩？如何能更好地讲
述新时代中国春节的
动人故事？如何继承
弘 扬 和 振 兴 传 统 节
日？如何推动春节成
为中国时间、全球时
刻的国际性节日？这
些话题成为当代人亟
待 研 究 和 思 考 的 课
题。值此春节来临之
际，本刊邀请文化学
者共话中国传统“年
文化”，探寻这一独具
魅力的节日以及负载
其中的丰富多彩、形
式多样的民俗和民间
艺术，如何在新时代
传承创新、弘扬振兴，
从而让中国春节成为
国际性节日，向世界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文化。

春节是什么？春节是我们中国人心
中最大的传统节日，也是最吉庆祥和的
节日，举家团圆的节日。广义的春节不
仅限于大年，而是一个多节日聚合的“节
日群”，是中国最具民族标志性意义的传
统节日，也是融汇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
的节日。几千年延续传承的春节，对于
中国现代人来说，依旧是不可替代的“最
重要的节日”。

春节既是时间的交替，也蕴含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祈福。“春节
是一年之始，一季之始，一月之始，正处于
自然季节循环变换的节点上，是阴阳转
换、旧新衔接。”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民俗文化学者陈旭霞认为，百节年为首，
祭灶、扫尘、贴门神、挂年画、剪窗花、放鞭
炮、扎花灯、猜灯谜、祭祖敬神、除夕守岁、
拜年、接财神、送穷、舞龙等民俗一代代传
承不息，延续至今。尽管春节年年过，但
这些模拟宇宙诞生、表现万物起源、建立
文化秩序、开端新生活的礼俗，期冀辟阴
祈阳、阖家团圆、年丰人寿、招财进宝的美
好愿望，丝毫不减，亘古不变。

团圆、亲和、欢乐组成了春节的关
键词，也是人们家族情感、民族精神的
体现。中国民协顾问、省民协主席郑一
民表示，彰显这个节日的第一要素是团
圆，第二要素是亲和，第三要素是欢
乐。团圆生“力”，实现家庭、亲友、族

群、村落、民族、社会、国家大团结；亲和
生“睦”，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大和谐，
共生共荣；欢乐生“辉”，创造团圆和亲
和的磁场，激发勇于开拓和战胜艰难险
阻的精神与力量。春节所蕴含的这种
功能与内涵，通过琳琅满目、五彩缤纷
的各种民俗文化来展现，在欢乐中生发
和集结起巨大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和
自豪感，并在一代又一代狂热追求和醉
心欢度中形成国人特有的品格与精神，
造就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断、中华民
族世代繁荣昌盛的人类节日文化奇
观。专家学者将春节这种情感价值，誉
为“熏陶和锤炼民族精神与品格的大熔
炉”“一年一度民俗文化的盛典”。

“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可磨灭的记
忆，那是家的记忆。为此，人们不惜跋
山涉水，从五湖四海带着满满的思念回
到出发的地方，祭奠逝去的，陪伴健在
的；一家人围炉夜话，品尝红红火火的
年味，感受年味包裹着的浓浓亲情，享
受温馨的家带来的稳定感、幸福感以及
由家而衍生出来的故乡恋情和家国情
怀。”陈旭霞说，每逢春节，人们就拜天
地、拜祖先、拜长辈、拜亲戚、拜朋友邻
里，一圈圈拜过去，然后是逛庙会看大
戏，赏花灯猜谜语，撑旱船扭秧歌，玩龙
舞狮，一场场狂欢流转，以美的感性形
式显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循环

往复的时空观、丰富内涵的礼俗观、孝
道至上的道德观、重亲讲和的家庭观、
乐观向上的人生观。

在那些传统的仪式和规矩中充满
了敬畏与守望，继承发展、弘扬振兴春
节这一传统节日，也便成为人们的希冀
和共识。

“20 多年来，我一直呼吁在传承民
族传统节日的同时，不断优化节日内
容，凝聚节日文化理念，创新节日核心
载体。”省政府参事室特聘研究员、省文
史研究馆馆员梁勇认为，世界上任何一
个民族的传统节日，都需要自己民族的
文化理念和独特的节日载体，才能持续
传承并不断提升其标志性和辨识度。
而春节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一项特
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是中国乃至
东南亚等文化圈内认知度、美誉度、共
识性最高的节日。正因为如此，也就使
得春节成为世界文明中辨识度最高、最
具中国文化标志性的传统节日。春节
凝聚了和合、和谐、团圆等中华民族核
心的文化理念和人文精神，而除夕贴春
联、包饺子、蒸年糕，农历正月初一敬老
拜年、爱幼明理，正月里走亲会友，都是
春节文化理念的良好载体。这些文化
理念和人文精神中流淌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情感基因，是弘扬传承春节文化的
基础与动力。

春节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由华夏民族的先民形成的一年中最
隆重的节日。“年”字最早的写法是一个
人背负成熟的禾的形象，本意是各种庄
稼都丰收，农业色彩浓郁。随着时代变
迁和社会现代化，春节的精神内核和表
达形式都在发生变化。如何让源于农
耕文明的传统节日在现代文明中焕发
新的光彩，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

“春节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下仍然面
临严峻挑战。”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党委书记、研究馆员杜云生对近年来
春节的社会氛围日趋淡化表示忧虑。他
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根植于农耕
文明土壤上的春节文化受到冲击，其生
态环境渐趋脆弱，依托于春节的特定古
建筑、场所、自然环境和器具受到损毁和
流失，节日民俗形式和内容上逐渐趋于
淡化。春节的人文内涵不断消解，人们
对春节的认识只停留在表象，甚至曲解，
春节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的丢失，使春节
失去了其人文魅力和审美价值。此外，
杜云生还谈到对于春节这一传统节日的
保护力量仍显不足，作为世界人口最多
的国度，中国春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在春节文化逐渐
复兴的时期，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都在
不断合力推动其发扬光大，但依然存在
发展乏力和缺少适宜的对策。比如，春
节期间地方特色民俗活动经费供应链较
为脆弱，引导春节有效恢复和发展的政
策、机制有待出台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过年方式日
益多元化，一些新风尚逐渐演变成新年
俗。当下，我们正处于一个优秀传统文
化当代价值意义再发现、再转化、再运
用的时代。因而，春节文化内涵在传承

与创新中不断与时代主题相融合，进行
着重新解构和生成。

让传统与时代擦出火花，推出多元
化的过年方式，丰富春节文化表现形
式，为中国年的古老传统注入了新内
涵。“除了不断凝聚春节文化共识、培植
节日文化的新载体之外，还要在文化旅
游活动中植入春节元素，把春节与文
化、娱乐、旅游等产业整合起来，把春节
与健康的休闲度假结合起来，把春节与
弘扬和传承优秀非遗结合起来。比如，
张家口市提出的‘到崇礼滑雪，到蔚县
过年’的旅游口号就很好，把春节与冰
雪运动和承办 2022 年冬奥会结合起
来，把蔚县打树花、剪纸文化节与春节、
元宵节结合起来，通过春节的旅游活
动，温暖世界，彰显中国节庆的文化魅
力。”梁勇说，作为春节文化的看点、亮
点和热点，民俗与现代生活的融合将助
力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文化发展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
色，不可抗拒。”省作协副主席、作家李
春雷表示，如今春节最明显的变化就
是，过去是守在家里一家人团聚过春
节，现在时兴走出去，到外地、到国外过
年，多了个性化选择。他认为这些变化
都是对春节文化内涵重新解构和生成
的表现。而对于年画、春联、剪纸、面
塑、刺绣、彩灯、民间花会等传统春节文
化符号，在保留传统形式的基础上，可
以在制作材质、主题内容、传播方式等
方面赋予时代内容，并与现代文明对
接，做到与时俱进。同时，利用欢天喜
地的中国年文化，文化部门可以搭建春
节文化平台，唱好区域发展大戏，这也
是新时代的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时
代需要焕发春节光彩，彰显文化自信，

这就需要用“新桃”换“旧符”，从而迎来
“千门万户曈曈日”。

变的只是方式，不变的是精髓。杜
云生表示，春节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
辞旧迎新、幸福和谐、兴旺发达都是春
节的主题，也是保护传承春节的根本。
春节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理想信
仰、精神情感、伦理道德、行为方式和社
会规范等文化传统，是新时代讲述中国
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固有民俗文化
活动应结合时代审美需要，与当代生活
相适应。可以适当创新和发展，有破有
立，有扬有弃，这也是春节发展的一个
必然规律。比如，不管承认与否，守岁
的旧俗已经被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全国
人民同看春晚替代；手机短信拜年成为
年节中不可或缺的民间文化事项，丰富
和发展了春节民俗活动内涵。在不断
的破与立之间，春节的全民参与性再次
凸现出来。

的确，要想实现春节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全民参与。

“节日文化不是一座静卧的山脉，
而是一条流动的长河。长河奔腾不息
靠千支万流的汇入，节日的长盛不衰要
靠不断为传统文化形式与内容注入新
的时代元素与符号。有人说年味淡了，
那是因为当代人生活富裕了，国民整体
文化素养提高了，对年的期冀更高更多
了，传统的各种年俗文化已不能满足他
们的精神需要而发出创新的呼声。”郑
一民表示，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实现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
时不我待。每一个中国人既是春节文
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也是弘扬者和创
新者，壮其根、传其魂、延其脉，已是全
体国民共同的责任与使命。

春节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

文化学者畅谈中国传统

﹃
年文化

﹄

□记者

曹

铮

（省楹联学会提供）

在全球解读中，中国春节背后的“团圆和谐”“亲情友爱”“和合为贵”等文化内涵，承载着中国理

念，彰显着中国精神，也温暖着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春节文化已经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文化盛典。

彰显着中国精神的世界节日

2 月 4 日，群众在张家口市宣化
古城拱极楼前挑选春联。

记者 耿辉 通讯员 陈晓东摄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现代化，春节的精神内核和表达形式都在发生变化。如何让源于农耕

文明的传统节日在现代文明中焕发新的光彩，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

变幻着时代脚步的年俗新风

广义的春节不仅限于大年，而是一个多节日聚合的“节日群”，是中国最具民族标志性意义的
传统节日，也是融汇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的节日。几千年延续传承的春节，对于中国现代人来
说，依旧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节日”。

流淌着民族情感的文化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