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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春节申遗成功，作为“中国人庆祝传

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从“中

国年”到“世界节”的传播和认同，反映了以春

节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

也意味着中国文化将进一步成为友好交流、亲

密协作的重要纽带。

可 以 说 ，节 日 是 集 中 展 现 一 个 民 族 精

神 、文 化 风 貌 的 主 要 窗 口 ，春 节 更 是 一 个 节

日集群，贯穿从腊八节、除夕守岁、正月初一

拜 年 、十 五 闹 元 宵 直 至 二 月 二 龙 抬 头 ，同 时

也 是 中 国 民 间 文 化 艺 术 的 集 合 体 。 春 节 文

化包含生态和谐的自然观、家和国兴的社会

观、守岁重情的人生观、祈愿美好的生活观，

并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样式、民俗仪式加以表

达 。 以 春 节 里 的 民 间 艺 术 为 例 ，窗 花 门 笺 、

春 联 年 画 、灯 笼 灯 彩 、糖 果 糕 饼 以 及 舞 龙 舞

狮 、庙会市集 、仪式活动等，是生活的艺术，

富有新春的气象、民间的色彩和热闹美好的

节日气息，充满生活的热情和创造力。社会

在 发 展 ，古 老 的 中 国 从 传 统 走 向 现 代 ，春 节

仍然是我们最盛大的节日，千里万里回家过

年，春节也承载着当代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和

生 活 追 求 ，因 此 不 只 是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代

表 ，也 是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内 在 动 力 的 一 种 体

现。春节文化走向世界，正是这种美好的节

日精神、生活热情、艺术创造、生态智慧和人

伦 情 感 赢 得 更 加 广 泛 认 同 的 表 现 。 文 化 互

鉴 ，民 心 相 通 ，文 化 的 对 话 和 交 流 将 使 世 界

有更多的共鸣与和谐。

在这样的基础上，春节文化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国际传播具有新的空间和机遇。我们

要把握春节文化作为生活实践的根本，以鲜活

的生活实践、和睦团结的价值观、崇真向善的

美好精神去融入世界、创造共鸣、互鉴交流。

要将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新时代的中国生活相

结合，发展文旅交流，还原生活场景，创造沉浸

式体验，使国际友人由中国的春节文化，了解

中国人民的生活，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要将

历史中积淀传承的文化遗产与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相结合，做好保护传承和创意创新，发

展与当代生活方式、文化审美相契合的文化成

果，开展传播和推广，进一步促进学术、教育、

经贸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春节申遗成功，中华文明融入

世界，不仅将为展示全面、立体、生动的中国书

写新的篇章，也将创造更多文明对话、思想交

流、合作发展的空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道路上，新时代的中国将以博大的文化胸怀

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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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乙巳蛇年春节就要到

了。2024 年 12 月 4 日，“春节——中国

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春节是内涵最为深厚、内容

最为丰富、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

泛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承载着家庭

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

价值，对中华文明的绵延赓续发挥了重

要作用。

春节为何会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

和欣赏？如何使春节这一文化瑰宝绽

放新的时代光彩？记者邀请专家学者

共同探讨。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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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样、内涵丰富
春节文化体现中国人

的心灵世界和精神追求

记者：以春节为代表，中国非遗为

什么会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和赞赏？

罗微：如今，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

国的发展，很多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

接触、体验甚至研习中国非遗，成为了解

中华文化，感受中国人心灵世界的重要

方式。看中国戏曲领略东方美学，练习

太极拳感受强身健体的中国智慧，以及

煎茶品茗、品尝中餐、学习中国书法……

我们看到，中国非遗已成为各国人民欣

赏、体验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

春节有深厚的中华“和”文化内涵，

包括人与自然的“和”、新与旧的“和”、

丰与俭的“和”，也包括自我的“和”、家

庭的“和”、社会的“和”等等。实际上，全

世界人民都渴望并追求家庭和谐、邻里

和睦、生活和美、社会和谐、人类和平。

常会学：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为

盛大隆重的传统节日，绘就了一幅中华

文明精神标识的绚丽画卷。从腊八的

温馨开启，经小年的预热，至除夕的团

圆高潮，直至元宵节的灯火绚烂，一系

列习俗犹如一出精彩绝伦的大戏，环环

相扣，层层递进，既表达了中国人天人

和谐、万物共生的美好愿景，又滋养了

友善尊重、温馨和睦的社会风气，更激

发了人们昂扬向上、追求卓越的精神

风貌。

春节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

着春节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新

的高度认可。春节不仅是一

个庆祝新年到来的时刻 ，

更 是 一 个 全 面 而 生 动

地 诠 释 宇 宙 间 和 谐

共生、新旧更替有序、生活丰俭相宜、个

人内心平和、家庭和睦美满以及社会和

谐稳定的综合载体。每一个参与其中

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

温 暖 与 力 量 。 世 界 通 过 春 节

这一窗口看到了一个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萧放：春节体现了

中国人的时间更新意

识。岁末年初，人们

以积极主动精神送冬

接春、辞旧迎新。新

的时间、新的开端、新

的 未 来 ，让 中 国 人 在

一年又一年中充满了

幸 福 的 期 待 。 伴 随 期

待，许下愿望：追求美好

生活，并为此奋斗拼搏。

这样的时间观、价值观，在

全世界都是相通的，容易引

起广泛的共鸣。

春节强调家庭团聚，为国际社

会关注的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了鲜活实

践。不论相隔多远，都要回家过年，透

过中国春运这道文化景观，能直观地看

到春节承载的巨大情感力量。祭祀祖

先，向尊长拜年，给晚辈发红包，都涵养

着家族亲情、家国情怀。

增进理解、拉近距离
世 界 人 民 从 春 节 中

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获得
精神滋养

记者：春节申遗成功，对于增进中

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交流和理解有何

深远意义？

罗微：一次次申遗成功，一方面彰

显了中国参与国际文化治理的能力

和水平 ；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

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实

践 的 新 气 象 。 由 此 我

们 也 可 以 看 到 ，中 华

文明必将在人类可

持 续 发 展 中 继 续

发挥重要作用。

以春节为例。

2006 年 ，春 节 被

列入国务院公布

的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随着海外

传播范围的日趋

扩大，据不完全统

计，全球有近 20 个

国家将春节作为法

定节假日，约 1/5 的

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

春节，共享欢乐喜庆的春

节氛围，感受丰富多彩的中华

文化。春节申遗成功，将中

国传统节日文化所蕴含

的 中 华 民 族 的 人 生

观、世界观、宇宙

观 、时 间 观 等

更 好 地 向

世界传播，让世界人民从中感受

到人类伟大的创造力。

萧放：我国申遗捷报频传，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具有

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生动见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珠算、二十

四节气、藏医药浴法、太极拳、送王

船、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春节相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以 鲜 明

的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示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春节包括了众多民俗活动和非

遗实践，这些民俗与非遗，让生活更美，

让人们对未来更充满期待。比如，与春

节相关的传说、歌谣等传统知识，祭祀

先祖等仪式，年画制作、剪纸、灯彩制作

等传统手工艺，舞龙、秧歌、高跷、戏剧、

曲艺等众多表演艺术，灯会、花会、写春

联……春节实践活动的广泛性和多样

性，是中国人文化生活、生活理念的集

中呈现，也让兴趣和爱好各不相同的各

国人民，能在中国春节习俗中找到与自

身的契合点，从而增进互相的理解、拉

近彼此的距离。

常会学：春节具有深厚的文化内

涵，许多年俗活动极具观赏性。亲朋间

相互拜年的温馨场景，如同一幅幅动人

的画卷，细腻描绘出中国人珍视亲情友

情、注重人际情感交流的深厚文化底

蕴。鞭炮声声，旧岁的尘埃在喜庆的爆

竹声中消散，新年的气息携带着希望与

活力扑面而来。春联如同节日的使者，

以其吉祥的寓意，传递着幸福与美好的

祝愿。社火表演与灯彩展览更是成为

节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以绚

烂多彩的形式，生动展现了中国人乐观

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以及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与乐观态度。

庙会、社火、秧歌、灯彩、龙舞等活

动竞相上演，让观众沉浸在一片欢乐的

海洋中。这样的节日气氛是世界人民

喜闻乐见的，是能引发强烈共鸣的，这

也是春节能得到世界广泛认同、欣赏和

喜爱的重要原因。

赓续传统、创新创造
进行更多跨地域、跨

文化的传播与分享

记者：春节申遗成功之后，如何深

化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推动中华文化更

好走向世界？

陆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审议春

节申遗时，特别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春节为全球非遗

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展示了如何

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现代社会的发展

需求结合起来。

作为非遗项目，春节本身的与时俱

进品格和经验为世界提供了经验。在

春节传统的娱乐活动中，南方有社戏，

北方有庙会。庙会也在与时俱进。比

如，春节期间的北京地坛庙会至今已举

办 36 届，最多时参与人数超过百万人

次。庙会不仅强化了“年味”，也促进了

各种商品交流、信息交流和人际交流，

促进了传统文化形式与现代文化内容

的有机融合。

2016 年，“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

其逐渐被不同肤色、语言的人们知晓、

认可、赞誉。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上的二十四节气呈现“中国式浪

漫”，世界更加从中领略古老的东方智

慧。因此，申遗成功是非遗更好传承、

传播的新的开始，还需要通过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

生活的连接点，讲好文化传承发展的、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萧放：要坚持守正创新。立足非遗

保护传承，我们应该重视保护和弘扬传

统中具体的年节民俗。春联、年画、鞭

炮、龙灯、狮舞、团年饭、拜年、庙会、社

火、压岁钱等年俗细节，共同营造了年

节的祥和氛围。需要充分利用这些传

统文化资源，用心建设我们自己的节

日、过好春节，同时，积极将现代社会生

活的新内容融进传统之中。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与新媒体的发

展，春节有了许多新的过法：看春晚、网

络拜年，或者自编自导自演“村晚”……

通过电视媒体和互联网传播助力，以及

群众创新开展的文化活动，促成了春节

习俗跨地域、跨文化的传播与分享，让

春节具有了更广泛的世界性。我们要

在坚守其本的基础上改变和创新，从而

让非遗更好与时代同步伐。

罗微：我们应该着力让春节更有

“年味”。春节是我们的节日，广义而

言，每个中国人都是春节的传承人，春

节的传承保护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是赓

续文脉，在尊重文化传承发展规律的基

础上，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大众节日需

求，不断丰富春节文化活动。

春节，是从我们的心灵中走出来的

节日，如同岁月长河中的灯塔，既照亮

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也在世界文化舞

台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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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福建福州

鼓楼区延安幼儿园举

办 活 动 庆 祝 春 节 申 遗

成功。

谢贵明摄（人民视觉）  
图②：北 京 朝 阳 区 ，观 众 在

“ 过 年 —— 春 节 主 题 展 ”现 场 参 观

展览。 樊甲山摄（人民视觉）  
图③：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欢乐春

节”家庭日活动上，工作人员为观众书写春联

（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图④：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幸福路年货市

场，市民在选购春节饰品。

王健民摄（人民视觉）  
图⑤：摩洛哥拉巴特老城“欢乐春节·中国庙

会会””活活动上，观众和舞狮演员互动（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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