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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里看中国文化之美年味里看中国文化之美

春节，就像一面镜子，在数千年的流转
间，映照出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样貌和
情感寄托，凝聚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人文历史
和丰厚的文化内涵。

文 博 场 馆 里 过 大 年 ，非 遗 大 集 上 买 年
货，新年俗里的“老味道”绵延醇厚乡愁；各
地春晚舞台、大小剧场国风国潮大放异彩，
解锁传统文化魅力，为中华古韵注入青春活
力；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演绎“中国式浪漫”，
人民大会堂呈献精华版新春“庙会”，让八方
来客领略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味道……
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虎年中国开
篇序章澎湃的文化自信，是这个春节最耀眼
的亮相、最鲜明的印记、最深长的回味。

文化自信，在代代传承的老
习俗里。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
最具仪式感的节日，是集祈福辟
邪、亲朋团圆、欢庆娱乐和饮食为
一体的民俗大节。

传统春节来临之际，贴窗花、
写春联、蒸年糕、逛庙会等纷繁多
样的年俗活动就已经纷纷上演。
守岁、祈福、年夜饭……虎年春节
期间，这些代代传承的老习俗也
折射出万家灯火、国泰民安。借
助代代传承的老习俗，文化基因
越来越深入中华儿女的骨髓，铸
成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传承春节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春节的起源蕴含着深邃的文
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
花”，其中“贴花花”就有着深刻的
文化内涵。“贴花花”即贴年画、贴
春联和贴窗花，其中贴春联的习
俗源于古代的“桃符”。古人以桃
木为辟邪之木，《典术》曰“桃者，
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
借助“贴花花”，人们表达着对幸
福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未来的祝
愿，“欢歌笑语辞旧岁，悠扬墨韵
迎新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一年四季行好
运，八方财宝进家门”“一年四季
春常在，万紫千红永开花”“春满
人间百花吐艳，福临小院四季常
安”等等。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
是乡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
寓意吉祥的大红春联贴于门上，
不仅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也寄
寓着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对家庭
价值的坚守、对团圆共享的追求，
给人新的希望、信心和力量。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
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变革、生
活 的 变 化 ，春 联 的 内 容 也 在 更

新。除了传统的“平安”“旺财”
“顺意”风格春联外，彰显自我个
性的时尚春联层出不穷，不少年
轻人还喜欢在朋友圈晒春联。“鸿
图壮九州，骏牛生双翼”“工资翻
倍又不忙，胡吃海喝又不胖”……
当传统味遇上青春风，春联的时
代内涵延伸开来，有反映国家时
代变化的，有体现人民生活乐趣
的，但几乎每一副春联都反映着
我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们对未
来的美好生活寄托的美丽愿景
……

此外，还有一道丰盛的文化
年夜饭，就是连续举办几十年，已
成年俗的“春晚”。

创意音舞诗画《忆江南》由海
峡两岸演员共同演绎，彰显家国同
脉文化一体；摩天大楼上“行云流
水”的太极表演，展现中国风华底
蕴悠长……观众点赞今年总台春
晚传递出中华文化的大美气象。

每到春节，无论身在何处，全
体中华儿女默契开启合家欢祝福
时间。炎黄子孙深入骨髓的文化
基因、凝聚不散的家国情怀，铸成
中 华 民 族 的 精 神 纽 带 、文 化 纽
带。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把春节
文化带到世界各个角落，“海外春
晚”传扬中国文化，慰藉游子心，
为大家鼓劲加油，一起迈向更加
美好的未来。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
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年俗文化
也在不断地演变。当移动互联网
成为了新媒介，当手机成为了沟通
新工具，传统年俗也相应地衍生出
了新时尚、新味道。比如，博物馆
里过大年、电影院里贺新春等等，
在虎年春节都是红红火火。支付
宝“集五福”活动，更是吸引了人们
的广泛参与。有着科技加持，新年
俗让“年味”更加香醇，也让中华传
统文化更有张力。

民俗融入血脉

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
的精神源泉。回家过年，过年回家
——历经千百年岁月风霜，这呼唤
镌刻在民族基因里，沉淀于游子血
脉中。“家”，不仅是地理的，更是精
神的；不仅是故土芬芳与父母恩
重、耳畔乡音和舌尖味道，更是历
史与文化、血脉和根基。也正因如
此，万家团圆的灯火中，那一壶暖
心的老酒会如此强烈地点燃我们
对精神家园的向往与依恋。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回家过
年，自来也都是游子们的最大心
愿。春节习俗中蕴含的家国情怀，
既是文化积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
理，也是文化认同的深层心理元素。

同时，春节也是一场敬老孝亲
之旅，旅途的“终点”就是家，是父
母，是亲人，是情感与情怀的沸点。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也。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敬老孝
亲是善德之先。回家过年，其实就
是一种尽孝。忙了一年，除夕之
夜，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
岁，一起聊天，享受的是天伦之乐、
生活之美。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
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早已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
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
要精神力量。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
在，家就在，根就在，年味就在。这
世界上没有哪一条路如同中国人

春节的回家之路，虽然关山迢递而
必至，哪管千山万水而终达。

千百年过去，这片热土上，最
早的村庄成了国，最早的符号成了
诗，最早的呼唤成了歌……在“世
遗之城”福建泉州，人们走进家乡
的古老街巷，重拾一砖一瓦背后蕴
藏的厚重历史；在江西全南县雅溪
古村，一阵阵铿锵锣鼓、一只只传
统舞龙，让观众重温儿时的年味；
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海南八音的
旋律让归来的游子泪流满面……这
是民族血脉在广袤土地上流淌千
年的结晶，小小村落淡淡乡愁汇聚
成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河，成为我们
对“过年”魂牵梦萦的记忆。辞旧
迎新的时刻，我们回归精神家园，
不仅是在寻访中抚慰乡愁，更是在

铭记中汲取力量。
我们说，春节是大团圆的节

日，何为团圆之“大”者？这是几千
年来春节祭祀列祖列宗、感恩天地
父母的文化传承。春节，我们乘坐
飞机而回，我们乘坐高铁而回，我
们乘坐车船而回。较之地理上的
回归更深邃的，是我们乘坐时光之
舟，溯历史长河向着我们文明的母
体而回，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去体味中华民族赓续千年忘不掉、
打不散的文化纽带和文明血脉——
这正是把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绵
延不绝的精神源泉。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千
百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春节
不仅意味着阖家欢乐、团团圆圆，
更是万象更新的标记、辞旧迎新的

枢纽。
每年此时，中国人有整套的年

俗，祭祀祖先、洒扫庭院、穿上新
装、祈福除灾、阖家团圆，用满满的
仪式感让个人与家国一起踏上新
的征程。

在新一年的征程上，更需要接
续奋斗。过去一年里孺子牛、拓荒
牛、老黄牛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图
腾，虎则是力量、勇敢和无畏的象
征。辞旧迎新之际，亿万国人经过
春节假期休整，会紧密团结，发挥
生龙活虎的干劲，展现气吞万里如
虎的气魄，艰苦奋斗，心手相连一
起前行。

春节带着中华民族最浓郁的情
感、最温暖的期盼、最美好的祈愿，
凝聚成了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们正
沐浴在一个新时代的春光里：中国
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击鼓催征、奋楫扬帆，踏上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

春节里人们迎春接福，是大胆
去拥抱新的气象、新的自我鞭策。
从古至今，人们总在春节之际与过
往作别，并期盼未来。因为大家已
经听到了春天的号角，准备好拿出
新行动，谱写新篇章。

“ 春 节 ”之“ 春 ”是 意 味 深 长
的。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是中国
春节的一个重要密码，它让我们这
个古老民族的“年味”里永远饱含
希望和创造，如预言般召唤着勤劳
的人们永不懈怠、追梦不止，生生
不息……

草木一时生意动，关河万里冻
云开。大年初四，立春日，奥运之
火再次在“鸟巢”点燃，北京冬奥会
拉开大幕。喜庆祥和的虎年春节
喜上加喜！

春节是象征团圆的节日，冬奥
会亦是世界各地冰雪健儿欢聚的
盛典。恰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所言，冬奥与春节是完美组合。在
寓意虎虎生威、生龙活虎、气吞万
里如虎的壬寅虎年，红火中国年邂
逅冰雪冬奥会，注定会成就一段特
别的缘分。

冬奥村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旗帜随风舞动，高高悬挂的红色灯
笼“长满”枝头，春节元素与冬奥标
识交相辉映，诉说着中国与世界的

“美美与共”。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

老的东方大国敞开怀抱，热情迎接
八方宾朋。各国运动员也入乡随
俗，他们写“福”字、贴春联、看“春
晚”、吃饺子，在“中国红”与“冰雪
白”的色彩交织中，感受着中华文
化的东方神韵。

巴赫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我
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之前几年，
我只是有机会在瑞士洛桑和我的
中国朋友们一起庆祝春节。比如
去年，我们是在奥林匹克博物馆庆
祝的，那真是非常棒的活动，也让
我 更 加 期 待 能 够 在 中 国 感 受 春

节。上一次我来中国也差不多在
这个时候，不过我在春节前就离开
了中国，所以我真的很渴望有这样
的体验，感受中国人在春节期间的
情感，这是非常特别的，让你感受
到温暖、团结、和谐，再加上今年是
象征勇气和力量的虎年，这真是一
次非凡的经历。”

此外，1 月 30 日—2 月 2 日，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为芬兰、爱沙尼
亚、希腊、加拿大、比利时举办 2022
年“欢乐春节”云端文艺盛典，直播
活动陆续在海外五国的城市电视
台、网络及社交媒体亮相，并在北
京时间、Visit Beijing 等平台进行国
际传播和推送。

冬奥也是此次文艺盛典的主题
之一。此次文艺盛典特邀中央音
乐学院的艺术家们将冬奥主题歌
曲改编成民乐版，节目充满了冰雪
柔情与新春热情。在希腊版“欢乐
春节”特别策划年夜饭环节，古希
腊戏剧专家罗彤和希腊摄影师乔
治向观众介绍了在中华世纪坛举
办的冬奥影像主题展，展示了由著
名摄影师阿尔伯特迈耶在 1896 年
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所拍摄的 20
多幅珍贵照片。这是它们首次从
希腊贝纳基博物馆来到中国。

2022年“欢乐春节”活动在线上
推出“经典文化”“魅力冰雪”“乐享
生活”三大精彩板块，展示各国艺术

家联袂打造的艺术佳作、中国各地
多姿多彩的春节民俗和非遗活动，
以及各项冬奥主题文化和旅游体验
活动等。

同时，中国驻外使（领）馆、文化
和旅游部驻外和驻港澳台文化和旅
游机构也将在当地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欢乐春节”品
牌活动，如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将举
办虎年生肖橱窗展，欧洲地区将举
办“欢乐春节——浦江艺汇”上海国
际艺术节在线演艺项目，亚洲地区
将举办冬奥《一起向未来》欢春活
动，西亚北非地区将举办“丝路新
春”系列活动等。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
刻，春节已不单单是华夏儿女传承
千载的节日，更是中华文化的生动
缩影和重要象征。从东方到西方，
世界各地人们的心灵距离被不断
拉近，在近距离感知春节的点点滴
滴中，共同触摸着五千年文明的脉
动。“中国年”成为国际社会的焦
点，折射出的是中华文化对世界吸
引力和影响力的与日俱增。

承载着华夏民族古老传统，凝
结着中华儿女的智慧结晶，春节早
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重要
窗口，架起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
明沟通对话的桥梁。

搭建沟通桥梁

承载精神寄托

本文综合自新华网、中国新闻网、映象网、中国商务新闻网、中国水运网等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