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春已至。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

也是四季的起点。“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

始振，三候鱼陟负冰”，三句简洁明快的立春

物候，勾勒出初春时节的大地景象。从立春

到大寒，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参

照天象、气象和物象等自然现象，总结一年中

时令、气候等方面的变化规律，形成了二十四

节气的时间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是古人对

自然时间与农耕生产关系的精准把握，体现

了中华民族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经验和文化

记忆，蕴含着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智慧与生命

哲学。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二十四

节气如何融入当代生活？花知时而开，人顺势

而为，与天地唱和，与万物相谐——二十四节

气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理念，如何助益当代人

的生活？多年来，有关部门从多层面、多维度

深入实施二十四节气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

承工作，促进各地活态传承节气文化。尤其近

年来伴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

温 ，人 们 文 化 自 觉 意

识日渐增强，二十

四节气以多种面

貌 和 形 态 在 当

代生活中展

现出蓬勃生机。

结合节庆民俗，实现价值聚力。二十四

节气不仅自身内涵丰富，而且与春节、端午、

中秋等传统节庆、传统民俗之间存在密切关

系。传承发展二十四节气文化，应结合重要

节庆与各地民俗，拓展文化内涵，强化情感纽

带。每到立秋，湖南省花垣县都会迎来盛大

的赶秋节。庄稼成熟，丰收在即，人们吹笙、

歌唱、舞蹈，庆丰年、祈幸福。而今，花垣赶

秋活动丰富多彩，周边群众也纷纷聚集在

“秋场”，观赏和参与舞龙舞狮、八人秋千、上

刀梯、武术等活动。花垣赶秋还与中国农民

丰收节、全域旅游等相结合，吸引众多游客参

与其间。在礼敬“秋”的节气文化基础上，焕

发更多文化活力，创造更多经济价值。“春分

麦起身，一刻值千金。”安仁赶分社是湖南省

安仁县群众于春分社日举办的节令文化活

动。集会演出、赶场交易、食药开耕，人们交

流农事经验和养生之道；唱社戏、踩高跷、放

河灯，文娱活动精彩纷呈。这些活动释放了

农村生产生活的活力，也丰富了二十四节气

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内涵。

着眼群众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博物馆

中的文物要“活起来”，体现中华民族独特智

慧和生产生活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应如

此。二十四节气只有着眼群众需求，和当下

生产生活有机交织，才能焕发生机。立夏之

际，暑气来袭，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不仅保持

着在立夏时节吃乌饭蚕豆、喝立夏茶等传统

习俗，而且转化创新，进一步发挥立夏习俗在

休闲娱乐、饮食养生等方面的功用。比如，举

办“跑山迎夏”活动，将立夏习俗融入大运河

节气和旅游发展中；传承创新“送春迎夏”仪

式，对传统立夏仪式展示内容进行选择提取；

建设二十四节气主题公园，对立夏习俗进行

旅游资源的转化，等等。这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活动，都有助于加强社区凝聚力，满足人民

群众的身心健康需求，提高生活品质。

借力文艺形式，实现多元传播。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节

气渗透在诗歌、绘画、音乐、舞蹈以及传统工

艺中。近年来，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文化

产品日渐丰富。电视节目《二十四节气》讲述

人与自然的相处智慧，把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画面化、具象化；图书《黄小厨的春夏秋冬》以

讲述美食与二十四节气的历史文化故事为亮

点，受到人们喜爱；纪实节目《24 节气生活》采

用实景场地拍摄的记录方式，呈现日常生活

中的二十四节气文化。二十四节气在物

候、风景、人文等层面上的丰富内涵，更

是 让 它 成 为 文 创 设 计 青 睐 的 主 题 。

二十四节气主题的折扇、书签

等 文 创 产 品 层 出 不

穷，在日用中展现岁时节令之美。发挥不同

文艺形式所长，利用多媒体传播格局，二十四

节气文化传承传播的形式、内容和渠道得以

拓展，其内蕴的文化生命力也得到激活。

丰富教育形式，深化育人内涵。传承发

展二十四节气文化，青少年群体是不可或缺

的新生力量。“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

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二十四节气歌》将知识融于通俗晓畅、朗朗

上口的童谣中，深受欢迎。与二十四节气相关

的古典诗词、传统绘画、刺绣、编织等，也能够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未成年群体中进行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 2013 年起，采用

民族曲调说唱的贵州石阡“说春”传承人，走进

当地学校，举办创作展演及传承活动，教学生

制作土牛、编写“说春”教材。这些活动不仅生

动介绍了二十四节气知识，而且培养了青少年

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情感。

自 2006 年开始，“农历二十四节气”“内乡

打春牛习俗”“石阡说春”“班春劝农”“梅源芒

种开犁节”“半山立夏习俗”“送大暑船”“三门

祭冬”等，相继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2016 年 11 月，“二十四节气”

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在适应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不断

再创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基本

规律和重要任务。二十四节气正是通过与各

地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自身样貌，

焕发出活泼泼的生命力。

而今，在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用新的生活内容、文化

表达和传播手段，进一步提炼、升华、传播和

弘扬，使二十四节气蕴含的中华传统智慧绽

放勃勃生机。

（作者为中央民族

大学教授）

制图：赵偲汝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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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优秀文化，文化类节

目是一扇重要窗口。近年来，文化类节目呈现

类型更加多样、内容不断创新的良好态势，在

诸多领域持续深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朗读

者》就是其中为观众所熟知的一个。

与前两季《朗读者》以“青春”“礼物”等为

主题不同，第三季节目通过开放式命题唤起人

们深入思考。从教育发展、农业突破到科技进

步、文化繁荣，话题紧贴社会现实，通过生动鲜

活的个体讲述，呈现波澜壮阔的时代发展。

《朗读者》第三季在前两季积累的 100 多

位嘉宾基础上，邀请更多行业代表人物。其中

既有获得“时代楷模”“七一勋章”“最美奋斗

者”“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等荣誉的公众人

物，也有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的普通人，嘉

宾构成呈现多样性和丰富性。神舟十三号乘

组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深情

朗读作家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总序：“我

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

载到什么地方去。”生物学专家潘文石带来自

己的《野外日记》，献给所有热爱大自然的朋

友：“人类无法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我们必

须与万物同生共存。”“七一勋章”获得者、云南

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含泪朗

读她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我会不怕一切

艰难险阻，以百倍的热情去完成我的人生诺

言，为山里的孩子和百姓们服务，为山里的教

育事业贡献自己一切！一切！”在《朗读者》中，

人物经历和文学文本产生了奇妙的关联：人物

多姿多彩的故事、波澜曲折的经历，成为文学

的生命范本；或清新流丽、或热情奔放的文学

文本又为人物的人生故事提供生动注解。情

真意切的朗读和真实精彩的人生，汇聚成一曲

时代交响，吸引并鼓舞更多人加入。

文化类节目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推动良

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之前，《朗读者》节目在各

地推出朗读亭，让观众读文本、讲故事、诉心声，

带动朗读热潮。《朗读者》第三季又推出“一平方

米”朗读亭新媒体慢直播活动，通过动态直播、

朗读实况、现场采访、连屏互动等方式，打造新

的节目样态，力图从一档电视文艺节目转变为

跨媒体的内容传播，进而升级成一场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大型活动。《朗读者》还发起“献给太

空的朗读”活动，铁凝、王蒙、樊锦诗、朱邦芬、陈

和生、张海迪等嘉宾倾情加入，将一段段感人至

深的朗读，送抵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陪伴他

们度过太空时光。《朗读者》能否继续保持创新

和品质，是节目接下来面对的挑战。

朗读，是在悠久历史中传承下来的一种简

便易行又切实有效的学习方法。推动全民阅

读是提升社会文化素养便捷、高效的路径之

一。这些年来，我持续推动新教育实验，倡议

“营造书香校园”等活动，希望通过整合阅读资

源、践行阅读课程，让阅读成为教师、学生、家

长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教师、学生、家长互

相成为彼此的朗读者，当家校共育成为全民阅

读持续、深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会吸引更

多人走近阅读、亲近阅读。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希望更多文

化类节目自觉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以文

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用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节目，推动全民阅

读，建设书香中国。

（作者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

书长）

图为《朗读者》第三季片头剧照。

在朗读声中感受榜样的力量

朱永新

核心阅读

二十四节气是古人对自
然时间与农耕生产关系的精
准把握，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
农耕社会的生活经验和文化
记忆，蕴含着中国人传统的生
存智慧与生命哲学

在适应不同时代变迁的
过程中不断再创造，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基本规
律和重要任务。二十四节气
正是通过与各地生产生活实
践相结合，不断丰富自身样
貌，焕发出活泼泼的生命力

不久前，我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

十 大 开 幕 式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人 民 是

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

造者。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

随 处 跃 动 着 创 造 历 史 的 火 热

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

的史诗。”听到此处，我心潮澎

湃，深有感触。

作 为 一 名 人 生 经 历 比 较

丰 富 的 作 家 ，我 曾 经 当 过 兵 ，

参加过九八抗洪；退伍后从事

法 律 服 务 工 作 。 因 为 很 多 战

友在转业之后进入公安系统，

再 加 上 我 平 日 工 作 经 常 与 基

层民警打交道，对他们有着天

然的亲近感。

五年前，江苏省海安县公

安局城南派出所所长高广喜累

倒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再也没

有起来。我是高所长辖区的居

民 ，平 日 里 与 他 有 过 一 些 接

触。当得知他倒下前连续工作

36 个小时，办公电脑的屏幕仍

定格在警务平台案件审批页面

时，我忍不住落泪了。英雄应

该 被 铭 记 ，奉 献 应 该 被 讴 歌 。

我油然生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决定把身边基层民

警日常的酸甜苦辣、冷暖悲欢

写出来。由此，我走上现实题

材网络文学创作的道路，被网

友赞誉开创网络文学“警务小

说”新类型。

说实话，刚开始构思时，我

也犹豫过要不要写其他警种。

毕竟社区民警每天面对的都是

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写出来

会有人喜欢看吗？但我深深知

道，基层民警与百姓联系最为

紧密。邻里街坊，谁家遇到困

难、碰到麻烦，都会想到社区民

警。“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

连小朋友都知道——“警察”不

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

有梦想，也有内心的挣扎与矛盾。

身边事最难写，作者只有动真感情，作品才能打动人

心。我深入派出所、刑警队和社区警务室，跟基层民警、

辅警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工作日常，倾听他们的心声。看

到民警忙到忘了自己的生日，孩子捧着蛋糕去所里为他

庆生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看到许多民警一年出差办

案多达 200 多天，经常连家都回不了，我才真正明白“哪

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当看到

警察终于破获案件时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也跟着充满成

就感……经历了这段难忘的生活，我以当地公安为原型

写出长篇网络小说《韩警官》。紧接着，我又以一位模范

女民警为原型，创作出长篇网络小说《朝阳警事》。

有了解才会有理解，有理解才不容易产生误解。我

欣喜地看到，自己深入生活写出来的小说受到网友喜

爱，他们留言感叹基层民警的辛苦和不易，知道了警察

不但流血流汗甚至还要流泪，纷纷为民警点赞，向民警

致敬。后来，我的小说被改编成有声小说、同名电视剧，

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很多民警朋友感谢我为他们“代

言 ”，我 也 很 荣 幸 地 受 邀 去 各 地 向 民 警 们 分 享 创 作 经

历。去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我还受邀跟派出所的民警们

一起欢度节日。

我在写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敢贪天之功。我

深知不是我写得多么好，而是这些基层民警干得好。我

只是一个记录者、一个讲故事的人，所有的荣光全都属于

默默守护在我们身边、日复一日无私奉献的基层民警。

“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展望

未来，我深感责任重大、时不我待。写了那么多基层民警

的故事，接下来我准备写一年要办理两三百起案件的基

层法官，以及协助法官办案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们。公

检法司的工作人员为建设平安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现

在我正在区级人民法庭深入生活，希望书写更多在平凡

岗位上做出不凡事的英雄们。

（作者为网络文学作家、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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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不是我写得多么好，
而是这些基层民警干得好。我只
是一个记录者、一个讲故事的人，
所有荣光全都属于默默守护在我
们身边、日复一日无私奉献的基
层民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