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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年会带民俗走进春天里
中央文史馆调研组舒乙、刘铁梁等高度评价贺年会山东实践

“调查山东的情况，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觉得收获非常大。”12日，中央文史馆“春节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课题调研组舒乙先生一行，经过在济南为期两天的调研之后，举行了“春节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为近两年来由山东首创，并成功举办两届的好客山东贺年会提出宝
贵指导意见。调研组几位“大牌”专家均坦言：所见所闻，他们被一种东西所感动。【 】

舒乙：山东
实践“贺年
会”和中央
想到一块了

刘铁梁：
贺年会“符合
人心，符合民
意”

中央文史馆调研组在济南逛老街

调研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铁梁教授
在下午发表专家意见时，深有感触
地说，两天来的调研，让自己收货
很多感动。

春节民俗在贺年会遇到春天

刘铁梁教授说，通过贺年会山
东在很多方面恢复了传统民
俗，形成了新民俗。在大明湖，
刘铁梁教授等欣赏曲艺小段，
讲述傻女婿初二到丈人家的

事 情 ，尽
管妻子教
他 怎 么
说 ，结 果
还是说差
了 ，闹 了
很多的笑
话 。刘 铁
梁教授认
为 ，类 似
的民间曲
艺 形 式 ，

很好地延续了传统文化民俗，有利
于营造年味。同时，享受民俗快乐
让人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体会到活
着的尊严。

贺年会“符合人心，符合民意”

刘铁梁认为，山东创办的贺
年会从组织和效果来看，就是牢
牢地抓住了老百姓的心，满足了
人们在物质富裕之后的精神消费
生活新期待。随着社会的变革，
群众产生一些新的需求，作为政
府就应该主动承担起“服务”职
能。面对年节发展问题，政府同
样面临一个搞好“服务”的问
题。他认为当下的年节还不能完
全交给社会来组织，政府应该起
到先导作用，在此，山东省推出
的好客山东贺年会，起到了很好
的首倡和示范作用。“体现了省
委省政府真正了解民心、了解民
意的一种态势，我感觉非常令人
振奋，贺年会符合民心、符合民
意。”刘铁梁说。

山东旅游没有抛弃“内价值”

刘铁梁教授认为，春节作为一
种强大的传统，本身也是我们这个
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强大的体现，
是我们文化软实力的一个体现。春
节还在稳定社会秩序、延续亲情乡
情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贺年会的举行，更能引起人们对
传统年节的重视。

在刘铁梁看来，旅游产品本
身 具 有 “ 内 价 值 ” 和 “ 外 价
值”，“外价值”是产品的外部
设计，内价值是产品承载的老百
姓的生活习惯、风俗等。他认为
培育和发展旅游产品一定要以
“内价值”为本，山东旅游部门
“在贺年会节日的设置上，最令
我 感 动 的 就 是 没 有 破 坏 内 价
值”。发言最后，刘铁梁用歌曲
“江山”中的“老百姓是地，老
百姓是天”歌词来“寄语”好客
山东贺年会组织工作，围绕百姓
切实需求开展工作。

座谈会在济南经十西路的舜
和国际酒店举行。此次中央文史馆
调研组计划赴山东、广东、山西三
省进行调研，第一站就是山东。76
岁的舒乙馆员与父亲老舍先生一
样，与山东渊源极深，这几天调查
的情况，使得舒乙非常感动。舒乙
认为，当下如何调动人们对春节热
爱，延续传统，是上到中央，下到每
个普通人关心的问题。山东先察先
行，首创“好客山东贺年会”突出春
节等传统节庆的重要地位，无疑是
与中央想到一起去了。

中央文史馆舒乙先生一行此
次来山东调研贺年会，是为今年下
半年召开的第二届春节文化论坛
做准备。舒乙说：“春节放长假七
天，但是普遍反映没劲。怎么在建
设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把春节过
得圆圆满满，是一件国家领导人非
常挂念的事情。”

过好春节，政府要做主导

他总结道，山东把过好春节当
做政府行为，主导贺年会活动进

程，下发红头文件，开电话会议，由
政府出面来组织，这在全国是领先
的，具典型性、启发性、带动性，这
非常了不起。过去，老百姓自发过
春节，不需要政府来带动。现在随
着民俗习惯渐渐淡化，传统过节方
式面临挑战，需要政府来出面组
织。山东的这一尝试与中央领导的
想法可谓不谋而合。

“山东实践”很有启发性

“好客山东贺年会”提前两
个月准备，活动跨度从元旦到元
宵节，侧重城市里的春节习俗的
宣传，舒乙先生表示对自己很有
启发性。贺年会由14个省直部
门、17市共同主办，在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协同动作，搭建平
台，让各行各业各领域参与。省
旅游局重视抓创意、督察、评
比，及时推出贺年会标识物，让
山东过年有了明显的标志，这些
举措均大大带动了社会消费。贺
年会的成功举办还体现出极大的
社会价值，就是安定、和谐、有
幸福感。舒乙说，下半年第二届
春节文化论坛举办时，首先要请
山东省派代表去做报告。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贺年会唱主角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路民间非遗传
承人绝技在身，如果组织好
可在春节期间变成庙会和
公众活动的主角，而这个恰
好是恢复传统、传承传统的
一个重要支
撑。舒乙建
议，民间非
物质文化遗
产表演带有
强烈的民族
性，应花大
力气扶植、
挖掘、培养，
让他们走上
舞台。

本报记者 乔显佳

（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国忠）

好客山东贺年会的诠释

确定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最初立意是两个方
面——— 让年味更浓，使消费更旺。

一是源于旅游产业在转方式、调结构、拉动消费
方面的部门责任——— 旅游业不能坐而论道，必须先做
先行。把旅游上升到转方式调结构的综合动力和巨大
引擎的地位。

二是源于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文化自觉，如
何通过贺年会对形成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全面、系统
的展示与继承和创新，实现旅游对文化发展推动的历
史责任。

贺年会选择在春节期间举办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主要体现在：

1、春节是中华民族节日文化的核心。年节习俗是任
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中最能够牵动全民族心灵的文
化要素，春节是中华民族节日文化的最大亮点。春节的
习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法则，已经被本民族和世界文化
所认同，过大年是中国人的文化印记，是增强民族文化
认同感的重要基础。

2、春节是中华民族节事民俗文化遗产的高密度
分布时段。传统的春节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是识
别和展示民族传统文化的标准时间剖面。

3、传统节日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屏障和维护与构
建民族文化的载体。节庆是人们寄托各种美好祝福和
愿望的时期，人们需要十分广泛的自然空间和文化心
理空间释放各种各样的心理情感，贺年会构建了这样
的渠道和平台。

4、是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唤醒、加深与提升。在民
族文化情节上，顺应了人民良好的心愿和祈福的情感
需求，归还了每个居民的文化权利。

5、旅游业的性质与责任———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精神消费需求。随着物质生活的繁荣，人们对精神消费
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洋节的大规模渗透和现代消费文化
的蓬勃发展对传统节日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与
时俱进地创新民俗文化是旅游业所面临的突出任务。旅
游业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双重价值，尤其是旅游本身所
具有的精神消费的特质是一般经济产业部门所无法替
代的，如何使人活得更有尊严，首先要看怎样过年。

所以最终贺年会成为全山东省拉动经济消费的
盛宴，也成为九千四百万山东人和近一千万游客所共
同享受的文化盛典。

好客山东贺年会的立意

1、一个核心理念：打造我们的节日——— 让生活更美
好、人民更幸福、社会更和谐、文化更灿烂。

2、贺年会的灵魂——— 传承与创新
传承——— 任何活动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对传统

的继承。
创新——— 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都必须得到时代

的认同，创新是发展的基础。
3、两大动力
经济动力——— 拉动年节经济消费。文化动力——— 创新

传承春节文化。
4、三大价值
经济价值——— 产生巨大的内在消费潜力和快速增长

的外来消费增量。贺年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得到了
具体的检验，并成为持续的消费行为。

文化价值——— 传承民俗文化，创新文化遗产。这是贺
年会的终极目的。

社会价值——— 围绕年节文化，促进社会和谐。通
过增加居民的文化消费和心理体验，形成社会阶层之
间沟通的纽带，平等的文化消费和开放的精神盛宴消
弥了经济差距形成的社会藩篱，和谐的过年氛围淡化
了平日积累的个人恩怨，传统民俗化解社会危机的价
值得以有效地体现。

5、一个节事品牌——— 好客山东贺年会
把过年从一种节日文化活动上升为综合性国家

突出的节事活动，促进了节日文化资源的产业化，使
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成为必然。形成一个主题、三大节
点、五大产品、七大评选活动共同构成的，具有独特的
标识、口号、吉祥物和环境特色的节事系列品牌。

6、五大平台
营造了互动互惠，多方共赢的消费平台；打造了

全面继承，系统创新的文化平台；搭建了多方联动，协
调统筹的体制平台；构筑了前后衔接，内容连贯的时
间平台；构建了全省行动，垂直一体的空间平台。

贺年会的构建体系

贺年会六大文化价值解读

1、有机融合外来节日文化。
2、科学继承民族传统文化。
3、全面挖掘齐鲁地域文化。
4、合理创新春节民俗文化。
5、积极引导民间消费文化。
6、用现代商业文化营销传统民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