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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节符

号”全球征集活动

的策划动机（为什

么要寻找“春节符

号”）
1.春节传统符号

春节作为传统
民族大节，有三千年
的历史，在历史长河
中积累了丰富的节日
符号，如红灯笼、福
字、春联、年画、鞭炮、
旺火、团圆饭、压岁钱
等，它们既是节日习

俗具体的载体，也是节日的民俗符号，春节传统符号可谓是丰富多样。
2.现代春节为何要重新提炼符号

既然传统春节有如此丰富的节日符号，为何我们还要作中华春节
符号征集活动呢？首先，是时代变化的需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到
工业信息化社会，传统春节习俗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有的内在的，
有外在的，呈现出来的情况是，传统出现明显断裂，虽然我们仍在过年，
但许多春节象征或者说符号丢失，人们把一个红红火火的中国年过成
了吃饭睡觉的庸常日子，春节缺文化，缺节日符号。其次，是在全球化
时代，中国人的世界大迁徙，海外华人需要有民族节日文化温暖与凝聚
自己，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具有高显示度的春节符号，让不同语言背景的
地球人都从春节符号中知晓我们的春节文化，就像西方社会的圣诞节中
圣诞树与圣诞老人这两个符号一样，直观生动。因此中华文化走出去需
要春节符号，海外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需要春节符号。

二、“春节符号”的设计要求

作为现代春节符号需要考虑三个因素，春节符号设计要求是基于
传统又超越传统，既具象又抽象，需要有中国人与外国人都听得懂的艺
术语言。因此在设计要求上：

一是节日符号要体现传统春节的根本性质。春节符号要符合春节
年度周期的季节循环的自然时间特性，以及中国社会在长期历史过程
中形成的人伦传统，送冬迎春，团聚家人，是春节的主题，春节的本质特
征是辞旧迎新。符号要传递春节文化精神，它是传统春节符号的融合
提炼，推陈出新。

二是春节符号要有概括力与代表性；以
符号象征的方式，表达当代春节文化的基本
意涵，如祈福迎春、祥和快乐、四海一家、天
下和合。通过春节符号，让中国文化元素走
向世界。

三是节日符号要适应民众的欣赏习惯
与情感需要。

此次活动的具体征稿要求是：
1）必须具有传承性：是从中华文化丰富

内涵中提炼出的体现春节核心精神与民族
文化生命律动、富有时代感的新标识；

2）必须具有创新性：不能简单照搬目前
春节庆典中已有的传统标识和图案；

3）必须具有合法著作权：不得借用和抄
袭他人创意和作品。

三、如何推进“春节符号”征集活动（怎样带动社会及有

关部门主动参与其中并提高影响力）

春节符号征集活动需要有多方面的合力，社会大众与媒体的广泛
参与，形成阶段性的关注热点。应该在文化艺术设计人才集中单位，如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处，重点宣传动员，让更多具有高深文化素养与
艺术设计能力的人士参与春节符号的设计工作。同时在公共活动场
所，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刊发征集春节符号的相关资讯，通过社会
上广泛征集，发现民间高手，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只要社会上下的齐
心协力，相信会有理想的结果。

四、“春节符号”的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

“春节符号”征集过程与标志物的确定，旨在传承民族文明，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

春节符号的征集过程是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过程，是在现代
社会条件下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传播的有效方式。通过春节符号
的征集，推动全社会人们对传统春节的关注，让人们去思考领会传统春
节的现代文化价值，春节符号的征集过程就是春节文化的社会灌输过
程。春节符号的设计与最终确认，是广大社会成员对春节文化精神的
认知与春节文化内涵的理解，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春节符号是中华民族的节日文化符号、东方文明的象征、当今文化
兴邦的符号、文化强国的符号。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春节符号”征集活动，是客观形势的需要，这种
客观形势就是世界在经历全球文化多元化、多样性的
发展，就中国来说是优秀的传统文化隐没丢失之后复
兴的需要。

这种需要不是哪个政党的需要，也不是政府本身
的需要，是人民大众的需要。

春节符号需要注入文化、注入精神
中国过春节过了几千年，从来没有符号，但是在

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很需要一个“春节符号”。比
如贴春联就是符号，这是我们的理解，不是古人的理
解，也不是学者、老百姓的观点。

当然这个符号，需要多种形式的宣传来渗入民间。
在人类历史上、民俗中，所有的节庆都是集中在

几方面来展现的，可以用民俗符号来展现。例如：正
月上元节吃元宵、五月端午节吃粽子，八月中秋节吃
月饼，到春节吃团圆饭，以上全是吃。

在农耕社会，物质条件不太好，能凑在一起吃点
好吃的就是节日最好的符号。有符号就有载体，比如
外国圣诞节有圣诞树、圣诞老人，复活节有彩蛋，情
人节有玫瑰花、巧克力。他们是重情重吃，我们过分
重吃，所以在经济发展、解决温饱之后，我们的节日
气氛就淡化了。

因此，我们的春节需要有一个符号，需要注入文
化，注入精神。

春节符号一定要全民参与
春节符号最好是生成的。

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是自然形成的，几乎没有一
个是人为规定的。但今天时代不一样了，可以有学
者、媒体、企业家等的广泛参与。我们提倡，一定
要全民参与，不是少数人决定，在今天这个公民社
会，少数人参与不行,一千万分之一，比例太小。我
们是一个十三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家，所以需要生
成。

怎么生成呢？通过征集，在媒体上公布，广泛
听取意见，最后，形成统一的意见。生成是人工设
计的，催它生成的，这样需要宣传。

春节符号必须是能够进入家庭的
希望我们的艺术作品，包括电视剧、舞台剧，

能够给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请外国友人来点评，
请孩子们来点评。老人爱看的小孩不一定爱看，我
们要学会征求小孩子们的意见、征求外国友人的意
见。这样，这个话语体系就是鲜活的，它最终是能
够进入家庭的。节庆的东西必须进入家庭，久而久
之就会成为老百姓的习俗。如果进入不到家庭，只
是在集会的时候，在新闻报道中给予体现，仍然是
外在的。

我们这次春节符号最好既是生成的，又是鲜
活的，这样，我们文化的复兴，960 万平方公里
土地上的文化习俗就可以活起来，珍藏在故宫
里的文物就可以活起来，古籍、文献也可以活
起来，三个活起来，文化复兴的时候，带给我
们的才是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解读，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
认识前进了一大步，提高了一大步。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
化还是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近一百年。

党的十六大是一个里程碑，十六大提出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弘扬中华文化。一直到十八大，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八大以后一系列的讲话，把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的认识又提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句话，一句是“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句强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

我们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渊源和优势，这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
力，是中国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我们要有文化自信，才会有中国人
的骨气和底气。

文化至少分三个层次，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精神
文化领域，西方重宗教，中华民族重伦理道德。我们中国人素来重视
国德，我们讲伦理，讲道德。这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的
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讲伦理道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节日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优势直接
影响到中国的节日。西方重宗教，因此西方的节日和宗教是相关联
的。中华文化重人伦，中华传统节日的精神和灵魂都是人伦情感，这
就讲到过年和春节。过年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回家过大年、过除夕，这
都是一种人伦精神、人伦道德。除夕赶回去不是只为了吃一顿饺子，
吃饺子只是一种仪式。为什么要叫饺子，有一种说法叫“交子”，今
年的子时和新年的子时相交的时候，这个时候吃饺子，体现了人伦的
情感。

大年初一拜年，长幼有序，晚辈给长辈拜年，过去还会拜祠堂、
拜祖宗。长辈为了表示对晚辈的关怀，年三十晚上或是正月初一在拜
年的时候给压岁钱，期望他们健康成长。讲庄重一点，拜年是一种仪
式，是一种典礼。这体现的是一种人伦的感情，不仅是家人之间的感
情，还有亲戚、亲友之间的感情。

西方大小城乡有教堂，中国过去大小城乡有祠堂。祠堂是拜祖宗
的地方，认祖归宗是中华文化的体现，是一种人伦。过年到祠堂，大
家聚在一起拜祖先，不忘本。在中国人的传统道德里是不能数典忘祖

的。
我们现在春节过年，就要把中华文化的这种特点弘扬和

发扬起来，而且要把我们的这种文化让世界人了解。我们的
信仰不在彼岸，我们家园不在彼岸，就在此岸，就在我们人
伦，就在我们家庭，就在我们周围和谐的环境，就在此岸世
界。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天伦之乐，要把我们的文化特点让世
界各国人民理解。

我们应该让春节走出去，让中华年走出去，让人家了解
我们的中华文化。

中华年已经几千年了。去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
第十二次集体学习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他说
要把我们中华文化基本的基因跟时代精神相协调，跟当今社
会生活相协调。他特别讲到要做到优秀的文化传统跟时代精
神相结合，要把立足本国和面向世界想结合，要把我们传统
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成果传出去。要创造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有广泛参与性的文化成果，并把这种文化成果介绍出
去。中华春节符号怎么做，就是要做到喜闻乐见和广泛参
与。

我们不能只看结果，要看过程，春节符号全球征集的过
程就是弘扬我们中国春节文化的过程。创作机会，让大家集

思广益，广泛参与。参
与进来，不管是设计也
好，还是评选也好，这
都是在理解中华文化，
理解春节文化，都在参
与、理解和创造我们的
春节文化。最终评选出
结果只是一个环节，整
个过程十分重要。

春节符号搞得好，
就可以把传统和当代结
合得好，就能做到习主
席讲的立足本国和面向
世界。我们是立足于本
国文化，把中华文化传出去面向世界。

所以说，我们做的很对。全球征集，广泛发动，让大家都来参
与。现在收集到的设计已经有六千份，这个面很大，这个收集还在继
续。这个过程吸引大家都来参与，这样就能把春节文化推广开来，把
它跟群众相结合，跟时代精神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
地宣传春节文化的精神，中华文化的精神。把中华文化的精神宣传出
去，搞得家喻户晓，这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还要不断组织更多分项活动，搞系列活动的最
终宣传目的，就是能够把中华文化的特点突出出来。中秋节马上就要
到了，把我们春节和中秋节结合起来搞一次小高潮。接下来是九九重
阳节，重阳节的主题讲的是敬老孝亲的人伦精神，春节符号征集活动
结合重阳节还能形成一个小高潮。到元旦，再来一个小高潮。

节日的一个优势是参与面广，然后是周而复始的优势，这个对人
的感动和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其优势是寓教于乐，在欢乐的氛围中使
人们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我们要有文化自信，我们有着这么灿烂的文明，这是我们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华民族复兴必须有中
华文化的复兴，没有文化的复兴，没有精神的复兴，中国人就没有骨
气底气，就挺不起胸膛，又何谈复兴。

春节是家喻户晓，人人参与的，我们春节符号的征集也希望做到
更广泛的参与性，在广大群众参与过程中间，来弘扬我们的春节文
化、中华文化。

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应该说是一件对传播中华
文化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因为你们抓住了一个很好的题
目，就是中国的春节，而且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形式，就是
全世界征集春节符号，我感到这个创意出得太好了。为
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春节，不仅仅对于中国人来讲，而且
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有影响的大节日。从我们个人
来讲，一年到头，最期盼的日子就是过年；从世界方面来
讲，我们中国的春节也极具特殊性。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只有我们中国的春节和宗教没有关系，而形成
了一个数十个民族、十几亿人共同过的一个节日，这有它
的特殊性，这和中国的文化有关系。

我们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足的国家，我们的春节就
是年，和农业以及农业的收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中
国的春节又和祖先联系在一起，我们中国人最敬重的不
是神仙，而是祖先。所以过年的时候，有几个真正带有符
号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是辞旧迎新，新的一年到了，辞
旧迎新。第二，祭祖。第三，就是福。所以把这几个联系
起来，就是中国春节的一个基本的特色。辞旧迎新是从
季节而来的，是从过年的根儿上来的，那么到今天为止，
虽然我们离最初的那种祖先过年的想法已经很远了，但
是这个东西没有变，每年过年，都叫辞旧迎新。再一个就
是祭祖，我们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就开始祭祖，请神送

神都和祖先有关系，是表示对祖先的敬重。
再一个就是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福
字，表现中国人的一种愿望，要幸福。中国
人过年的时候最讲究吉祥吉利，不能打架，

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所以说中国的春节包含了非常丰富
的中华文化，而且和中华民族的情感、性格联系得非常紧
密。

对中国人来讲最重要的是过年回家看看，因为过年
寄托了中国人的很多东西，首先是亲情。中国人过年，亿
万人大迁徙，这是世界上其它国家都没有的东西，这表现
了亲情的力量，不管离家多远，不管多忙，三十晚上都要
赶回家过年。有父母，有爷爷奶奶，我要向老人表示敬
奉。第二，春节对中国人来讲又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对民族的认同。全世界任何地方，一到唐人街，就想
起我是中国人。但是春节表现出来的更浓烈，一到过年

的时候，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就是民族
认同和文化认同。所以那些年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时候，我们一些专家特别感受到，节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
传承，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凝
聚，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全部的节日中，春节起着核
心作用。因此你们说春节是中国的第一大节日是没
有错的，你们搞这个春节符号的征集活动确实意义
重大。

现在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我们还在过春节，
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过春节的形式内容都在发生不断的
变化，尽管我们还在过年，但是我们现在过的年和我们小
时候，也和我们的祖先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生活方式
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了，所以我们的很多习俗也受到了
影响，春节受到的影响可能最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搞
这样一个春节符号的活动，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甚至
是讲，一定要把这个活动搞好，要把这个过程看的和结果
一样重要。为什么我说要把过程看得和结果一样重要，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宣传中华文化、保护中华
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过程。结果当然是我
们所期待的，但是这个过程更有意义。在事情的过程
当中，人们会有更多的积极性，会有更多的期待，而在
这些期待当中，就把我们中华文化的很多内容传播和
弘扬出去了。

因此我说，春节符号这个创意真是想得太好了。另
外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大特点，全世界征集，这也是我事先
没有想到的。我想这个主意出得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
们现在时代发生变化了，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世界联系得
更紧密，信息的联系便于文化的联系。凡是有华人的地
方都要过年，而且随着我们中国的不断发展强大，中华文
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不断扩大。我想有一天，我们的春
节会像圣诞节一样，在全世界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虽然我们的春节被中国老百姓所喜爱，但是在世界范围
内还达不到圣诞节的影响程度。我们不是说要传输文
化，而是要弘扬我们中华文化，使世界各国各族人民通过
对我们春节的了解，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加深对中国
人的了解，这样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全世界征集
春节符号，不仅仅影响华人，而且使更多的外国人加深对

中华文化的了解，这件事情真的
是很了不起。

我也在琢磨，我说什么是春
节符号，我觉得点子是个好点
子，主意是个好主意，同时我们
又给自己出了个难题，真正搞一
个集中的凝聚的符号，太难了。
春节内容太丰富了，习俗太多
了，我们怎么找到这样一个符
号，能够代表中国的春节，它必
须要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必
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必
须是过年的；第三，必须和中国
老百姓的许多重要民俗活动联
系在一起的，能够得到大家认可
的；第四，你既然在全世界征集，
就要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就
需要在艺术的设计上、传播的形
式上，包括一些设计的理念上，
都要有一些创新的东西。

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其中
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习俗。习俗没有了，你这个文化就
没有了。围绕春节有很多很多习俗，这些习俗没有了，和
这些习俗紧密相关的许多事情就没有了，相关的一些民
族的文化东西也就没有了。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些活动，
把相关的一些习俗激活，这些激活的习俗也要和当今的
生活相关，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使得我们今天生活的人和历史和传统结合得
更紧密，使我们更认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非
常支持你们做这个春节符号征集活动，希望你们能搞
得更好。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过春节时不光汉族过，很多少
数民族也过。受其影响，越南、韩国、日本等也在过，但是
过得形式有很大的差异。虽然他们表现的形式不同，但
是他们本质上的东西却是相似的。

我们将来搞春节符号的时候，不必给它赋予一些新
的理论性的东西，给它赋予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
吉祥、幸福、对祖先的敬仰、对后代的期望、对生活的向
往，这些就够了。

如果找两个字来体现春节符号的话，第一个是年，第
二个是福。在中国节日中，春节是内涵最丰富的，这其中
包含了好几个节，不过正月十五都叫年。腊月的节，腊
八、小年、除夕，年是从除夕开始叫年，第二个是正月里，
主要是初一到初七，再一个就是闹元宵，有人说正月十五
元宵节就是中国的狂欢节，为什么元宵节要大家热闹一
场呢，就是要给年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国春节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而且这个
影响极为广泛，没有一个节日能和中国春节的魅力和影
响相比。一直到今天为止，再过一千年，中国人也不会丢
掉春节，因为他和中国的亲情、情感联系太紧密了。

我对咱们提出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有着不同看
法。它不是一个“走出去”的问题，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
它是个交流交融的问题，“走出去”好像是把我们的文化
灌输给别人一样。我认为文化是相互交融的东西，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你影响我，我影响你，有一个互相
了解，认识、尊重、认可的问题，不是说我要“走出去”，要强
加给你，他是个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

对于中国传统节日，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西方圣诞节
的做法。首先从年轻人开始，用中国的习俗吸引他，抓住
其中最核心的内容，“爱”、“和”，这样的东西对他起作用，
他就会产生感情，而不光是口头上的宣传。可以发挥每
个地方唐人街、唐人区和唐人社团的作用。通过他们的
作用，我们配合他们搞一些活动，可能比我们自己搞一些
宣传活动要更好。

前言：
党的十八大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
场合阐述了中华传统
文化的巨大价值与重
要意义。深入挖掘、
弘扬、传播、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成
为一个重要的新的时
代主题，为此中国对
外文化交流协会、中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推动春节符号的征集活动，一方面是要宣传春节文化，另

一方面我们要把春节文化的传承做得更好。通过一些经济活

动去集思广益，使我们的春节文化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符号文

化，这对我们保护春节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活动。

春节符号征集活动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庞大的系统工作，这

么丰富的文化，怎么来提炼这些符号，怎么样通过艺术的表达

来形成一个符号，怎么样更进一步来推进春节文化的保护，都

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春节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人拿什么标志作为符
号，春节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为春节文化在中国的文化里
面，特别是在节日文化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是一
种大文化，这种文化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传统是非常深厚的，
表现形式是非常多样的，所以这种文化符号就成为了我们中华
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象征，这点我们大家在过春节的时候能够充
分体会到。

无论是在我们国内，还是在国外，凡是有华人在的地方都
要过春节。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种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太
深了。这种文化是农耕时代的产物，是在几千年农业发展的基
础上形成的观念。春节文化有她的主题，这个主题是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是一种和平的、和谐的希望。我们生活在农业社
会里面，农业的兴旺发达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太重要了，尤其在
衣食住行的方面更为重要。所以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这
种观念，给春节文化打上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烙印。

过去我们在农业社会里面讲究一个春祈秋报，春天的时候
要祈祷，到了秋天就要报答。过去在农村里面，一般在秋天的
时候，粮食丰收了要唱秋报，要请一台大戏来演一演，这是表现
对丰收的报答的一种心情。

我们将春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讲，特别是在国外的时

候，一到春节就会想起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它对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也起着很大
的作用。

春节文化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
容，包括了伦理和道德的方面。春节里很
重要的一个就是祭祖、请神，这是两个重要
的方面。在除夕这一天，首先是要祭祖
的。我们过去所谓的请神，第一个神就是
祖先，把祖先请回家来一起过年，另外把其
它神也一起请回家来过年。所以在春节文
化里面就塑造了一个非常肃穆的气氛，大
家都有一种很虔敬的心理，沉浸在节日的
文化里面。

我们对环境的布置，除旧布新。为什
么我们要大扫除，要除尘、要贴对联、贴门
神、贴年画、贴窗花、吃年夜饭，这一系列地
活动的里面都充满了“文化符号”。所以说
春节符号的征集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
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文
化很好地保护起来。另外，我们可以从这

些传统文化里面，发现春节的元素，以及我们离不开的一些东
西。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进行研究，从里面提炼出一些最能
够表现春节文化的元素，形成一种春节文化的符号，使春节能
够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性的东西，这样就可以通过春节符号把
它具象化，大家看到这个符号就想起我们的春节来了。中华“春
节符号”的征集活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对我们的
年轻人来讲，认识中国的春节文化在思想文化生活里面占了一
个什么样的位置。

在中国节日文化里面，春节是最大的一个文化。为什么说
春节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大到什么程度，丰富到什么程度，这个
需要我们亲身来体验。大家都能够体会到我们春节的春运，为
什么会有春运呢？什么使得大家千里迢迢，甚至不远万里赶回
家来过年？这就是春节文化的感召力。

大家创造这种文化，就是为了享受它。我们创造春节文化
的目的，就是享受这种春节文化。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种文化
氛围里面获得自己的文化营养和精神补充。这种文化影响了一
代一代的人，特别是对小孩儿的影响，对年轻人的影响，甚至是
对老年人的影响都很大。春节文化的教育意义是包含在每一个
细节里面的，成人是这种文化的实践者，因为成人已经从小接受
了这种文化，那么反过来讲，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又在影响
着下一代。所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会断代，不会戛然而止。

年味儿淡了，没意思了，这是近年来大家都在讨论的事
情。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可能我们所了解到的只是我们所体会
到的一些事情。 如果从整体的春节文化来看，首先我们看到
的是春运，不但我们有春运，韩国也有春运，日本把春节移到了
元旦，但是春节的内容没有变。春节变化比较大的是城市，农
村的变化相对要小一些，所以过年如果要寻找年味儿的话，还
是到农村去。但是无论怎么样变化，我们的春节都是一种对家
人的怀念，对祖先的怀念，对各种神灵的崇拜。年味儿淡了，是

因为信仰缺失了，过去
我们敬畏神灵，信仰祖
先，现在这种信仰的观
念淡薄下来了，所以我
们失去了这样的一个
精神支柱。

春节文化里面有
很多东西是我们需要
继承的，春节文化有
很浓的道德、伦理的
教化作用。一个人通过这种文化的熏陶，提高自身的修养，这
叫修身。通过春节文化或其他的文化形式，可以把一个家庭治
理得非常好，家和万事兴，这就叫齐家。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
天下。

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创作，珍惜这种传统。不要因为变化丢
掉传统。今天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从非物质文化遗产
里面，提炼出许多元素来。这些元素能够表达春节文化方面的含
义和它形式上的特色，构成一种新的符号，用这样一种方式，做一
种标志，这样使我们的春节文化在认识上更具象化。春节符号是
一个工作量非常庞大的系统工作，这么丰富的文化，怎么来提炼
这些符号，怎么样通过艺术的表达来形成一个符号，怎么样更
进一步来推进春节文化的保护，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推动春节符号的征集活动，一方面是要宣传春节文化，另
一方面我们要把春节文化的传承做得更好。通过一些经济活
动去集思广益，使我们的春节文化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符号文
化，这对我们保护春节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活动。
“年”的形成历史，能追溯到很久远。最早的时候，春节是

和祭祀习俗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年丰收了，首先要祭祀神灵。
在春秋战国的立法中，各个国家的立法不同，过年的日期也就
不同，我们现在用的是夏历。从汉代开始，是我们春节文化开
始定型的一个时期。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用公元历，本来我们的
春节叫元旦，辛亥革命以后，把我们公元一月一号叫做元旦，把
原来的元旦改为春节，春节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年的写法就是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谷穗儿，这就是
年。庄稼成熟一次叫一年，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丰收了，我
们就要去做一个祭祀。

在这样丰富的春节文化元素里面，怎么提炼出具有代表性
的，又符合我们春节文化特点的元素来进行组合，这是一个难
点。可能在我们的应征者中，年轻人比较多。我希望有研究春
节文化的学者和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相互沟通，提出一些理念
上的东西，供这些设计者来参考。

在这些艺术家里，要重视老艺术家，因为他们对年俗的理
解是非常深厚的，同时他们又有非常深厚的艺术功底。怎么能
使春节符号成为一种和谐的、舒服的，既有传统又有现代的符
号，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春节符号产生之后，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产品，必须要推向
市场，一定要使其走向生活。我们提炼出来的春节元素配合着
春节符号，并形成系列产品。通过这些东西，普及我们的春节
文化。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使春节文化深入人心。

“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陶立璠

“春节符号”设计理念
萧 放

在广泛的参与中弘扬中国春节文化
李汉秋

“春节符号”是人民的需要
许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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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共同策划组织
了“中华‘春节符
号 ’ 全 球 征 集 活
动”。该活动一推出
即得到了各方面的
积极响应，今天择
选几篇专家学者的
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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