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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朋友圈”在扩大

“百节年为首”。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
的传统节日，春节基于中国人在漫长的农
业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承载
着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习俗仪礼、技
艺与知识，表达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公布的关
于春节申遗文件中，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专
家知情同意证明被作为一项重要推荐材
料。他在文中讲述了自己对于春节的理
解，“我的祖祖辈辈一直把春节当作一年
一度最重要、最期待、最美好的节日。中国
农耕社会古老而漫长，人们生活和生产的
节律依从大自然的规律与季候。春节处在
旧的一年离去、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此
时人们对新生活充满梦想与希冀，故而创
造出一整套异彩纷呈、极具魅力的风俗和
民艺，以贺新年。春节是熟悉和认知中国
人最直接的文化窗口，是最具中华文化的
传统节日。”

在这份材料中，冯骥才也提到了自己
三十年来志愿做春节遗产的保护和弘扬
工作。比如他关于春节除夕放假的提案得
到了国家的采纳，组织了为期十年的年画
普查，完成了所有重要年画产地的档案采
集和编制，建立了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
等。今年冯骥才还推出了《非遗学原理》

《年画传奇》等非遗内容的著作。
在以民俗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人

士积极奔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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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项目名录；2023年8月，“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入列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申报名单；2023年12月，第78届
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
(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2024年12
月4日，我国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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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范围的日趋扩大，
春节在全球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中国
年”升级为“世界年”，中国春节的“朋友
圈”在不断扩大。

最具生命情感的日子

春节被描述为一个跨越时间、凝聚情
感的节日。“春节在中国农历第一个月的
第一天标志着新一年的开始。人们通过各
种社会实践活动，迎接新年，祈求好运，庆
祝家庭团聚，促进社区和谐。这一过程被
称为‘过年’。”在申遗文本中，这份描述深
刻揭示了春节与中国人深厚的情感和文
化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冯骥才看来，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中华民族的振
兴，中国的文化遗产需要被人们深刻认
识，唯此才能产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作
为一名作家，我控制不住地想要写出这股
生活的劲头。作为一名民间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者，我更感到应该好好传播春节文
化。”

冯骥才指出，中国是农耕古国。农耕
生产依从着大自然节律，即春播、夏耕、秋
收、冬藏，而生活的规律又与生产节奏一
致。为此，人们就分外看重一年一轮、冬去
春来的时间节点——— 年。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天人合一”的。但人们还要在平淡的日
常里创造一些“高潮”——— 那就是节日。比
如每个季节都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清明、
端午、中秋、春节，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历

代诗人写过无数诗句，吟咏这些节日，从
中能感受节日里充满人们对大自然的敏
感和情怀。

“在这些节日里，年又有特别的意
义”，冯骥才说，“四季周而复始，一年轮回
往复，年是前一个轮回的结束，又是新一
个轮回的开始。站在这个大自然生命的节
点上，对着眼前大把空白的日子，人们充
满了希望、梦想、期待，于是就产生了一种
特殊的心理——— 年心理。”每逢过年，人们
便把对新的一年的热望都释放出来。日久
年长，渐渐积淀为年的文化与风俗。从每
年的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五，近40天的时
间里形成了一整套年俗：打扫房子，置办
年货，贴上福字、春联等装饰，随后便迎来
最重要的年夜饭，还有拜年、逛庙会、玩社
火、闹元宵……整个节日，就像一场生活
大戏。

在散文《除夕情怀》中，冯骥才回忆了
自己在某年除夕夜筹备年夜饭时因缺少
一瓶酒而急切外出求购的往事。这一晚，
商店几乎全上了门板，作者骑了自行车寻

了很远的路，发现一个家庭式的小杂货铺
还亮着灯。他的一句“我就差一瓶酒了”，
让本已闭门谢客的老板立刻拉开窗子，递
出了一瓶酒。于是冯骥才感怀道：“年，真
的是太美好的节日、太好的文化了。在这
种文化氛围里，人人无须沟通，彼此心灵
相应。”因此，在他眼中，“除夕是中国人最
具生命情感的日子。”

团圆、祈福和迎春最关键

春节的文化，如此深厚与斑斓，在冯
骥才看来，三个主题最为关键：团圆、祈福
和迎春。团圆，是春节的第一主题。阖家团
聚是中国人的梦想。诚然，团圆也是其他
一些传统节日的主题，比如中秋。但由于
春节还是一种标志着生命消长的节日，对
团圆的心理需求就来得分外深切。“因此，
团圆一定要在除旧迎新的大年之夜来实
现。这种团圆的情怀使得腊月里中华大地
汇聚起情感的磁场。”

“福”字，是最有代表性的春节符号。

大门上贴的、吊钱上刻的、窗花上剪的、礼
盒上印的，处处都是“福”字。吉祥的汉字
那么多，一到春节，人们只对“福”字情有
独钟。福是好事情，也是好运气。再没有一
个字能像“福”字，蕴含着人们对幸福生活
强烈的渴望。传统农耕社会，一年伊始、万
象更新，是对未来所有美好期待的开端，

“祈福”便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仪式。
“广义的春是新生活的开始，所以，祈

福的内容也包含着迎春的意味。但迎春还
有另一层意味，是迎接大自然新的馈赠，
体现了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人们在春节，
呼唤春、期待春、迎接春，因而称门联为

“春联”，称酒作“春酒”，甚至在红纸上书
写一个大字“春”，贴在大门上。“迎春，体
现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传统哲学精神。”可以说，春节的
这三个主题，寄托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情感基因。

冯骥才告诉记者，年文化不是哪一天
建立起来的，它是在数千年历史中经过长
期创造、选择和积淀而成的，大量、密集的
民俗，如五彩缤纷的节日活动、吉祥图案，
共同构筑起年的理想主义景象。对于中国
人而言，春节并不只是一个单纯标在历法
上的一个特殊日期，而是千百年来，千千
万万中国人在实践中塑造出来的文化综
合体。

年俗，正是年文化的具体载体。“以除
夕来说，除了年夜饭，还有许多传统活动
应在这一天进行。中国人的传统是敬畏天
地的：我们生活的一切受惠于天地，自然
心怀无尽感激；天地有自己的规律与特
性，不能违反；天地奥秘之于人类，还有很
多尚未可知。因而，按照传统习俗，要在除
夕这一天恭恭敬敬地拜一拜天地、祖先、
亲人、师长，表达虔敬天地、善待万物、感
恩生活、庄重迎新的态度。”

积极构建当代年俗系统

冯骥才认为，年俗的形式虽然在变，
过年的心理需求却始终如一。人们之所以
感到年味儿淡薄，正是传统年俗日益消减
所致，而不是因为年的情结淡漠，后者从
大家置办年货的红火，春运大潮的涌动就
可以看出。据相关数据，2023年春运期间
全社会人员流动量约47 . 33亿人次。每每
望着人满为患的机场、车站和排成长龙的
购票队伍，冯骥才总会为“年文化”在中国
人身上的这种刻骨铭心而感动。“还有哪
一种文化能够一年一度调动起如此庞大、
浩瀚、动情的人们？能够凸显故乡和家庭
如此强大的凝聚力？从这一点上来说，年
是抚慰人们乡愁的最温暖的日子。”

“从腊八到之后的忙年，再到元宵，我
们春节的一整套民俗不基本都还在吗？只
不过，由于生活方式的种种改变，一些民
俗演变出了新的形式。比如拜年，从过去
的登门拜年变成后来的电话拜年、短信拜
年，到现在又出现了微信拜年、短视频拜
年。张贴年画的或许少了，但‘福’字依然
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祭灶的仪式很难见到
了，但我注意到，在一些年货礼盒里，灶王
爷的形象被做成了冰箱贴，直接‘坐镇’起
厨房来了。现在，生肖文化跟春节文化结
合起来，生肖图案也成为年节装饰品的重
要元素。我们应积极构建当代年俗系统，
使我们的年浓郁、美满、充满魅力地传衍
下去。”冯骥才说。

在《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遗》中，
冯骥才强调了传统节日研究保护的紧迫
性，“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救山村
乡野里那些有失传危险的古老艺术，也要
救人们不经意中可能丢失的‘年味’。”与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每一个中国人
都是春节的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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