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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拉圭亚松森12月4日电 中国申报的“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
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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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节前后，全世界华人都
会围绕着辞旧迎新、祈福纳祥、团圆和谐的主题欢庆这一佳
节。数千年来，春节不断维系和强化着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情

感纽带，对中华文明的绵延赓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海外
传播范围的日趋扩大，春节已成为世界普遍接受、认同和欣赏
的中华文化符号。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为中国人共
享，在全国各地广泛实践，寄托了中国人的人伦情感、家国情
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
在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该遗产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对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乙巳新春将至，中国人提前收到了一份“新年贺礼”。
北京时间12月 4日晚，“春节——中国人庆祝传

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巴拉圭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
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百节年为首”。喜讯传来，人们的自豪与自信油
然而生。围绕这次成功申遗，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专
访了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际交流与合
作局负责人。

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更多中国色彩
问：请谈谈此次申遗成功的重要意义。
答：春节是我国内涵最为深厚、参与人数最多、影

响最为广泛的传统节日。每逢春节，万家团圆，家家户
户在浓浓的亲情和隆重的仪式中除旧迎新，祈愿新的
一年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千百年的积淀中，春节不断
维系和强化着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情感纽带，对
中华文明的绵延赓续发挥了重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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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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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春节”申遗成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
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成果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
提升的具体体现。

“春节”申遗成功，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文化遗
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激发运用传统节日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自觉，赓续中华文脉；有利于增
进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为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
供中国经验，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更多的中国色彩。

寄托中国人的人伦情感、家国情怀
问：“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项目的内涵是什么？
答：按照中国传统历法，正月初一是春节，是新一

年的开始。春节前后，围绕着辞旧迎新、吉祥平安、团
圆和谐的共同主题，人们开展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欢
庆这一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这一标志年
度周期转换、周而复始的重要节日，是中华民族的价值
观念、生命意识、伦理道德、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审美
情趣的集中体现。

“春节”源自中国传统历法，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理念——

“春节”是中国人根据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节律安
排生产生活的具体体现，蕴含着顺应天时、礼敬自然的
智慧。中国人基于日月运行规律、物候变换周期，以及
农业生产生活节律，创造了传统历法体系，形成丰富的

社会实践，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为了迎接新年，家家户户写春联、剪窗花、贴年画，

采购年货、烹制节日食品……人们祭祀灶王爷，礼敬天
地，祈愿家宅平安，生活美好。这个遗产项目还包含着
中国人关于粮食种植、加工、保存以及年节食品备制的
知识与实践，不断强化着人们对自然的礼敬和对粮食
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与春节相关的饮食习俗，具有多
样化的表达和丰富的寓意，传递出中国人的传统审美
观念、养生理念和伦理规范，寄托着人们对风调雨顺、
阖家团圆美好生活的向往。

“春节”是维系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情感纽带，
促进着家庭和睦、邻里社区和谐，增强着文化认同——

春节期间丰富多样的活动寄托着中国人的人伦情
感、家国情怀，在世代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着促进家庭
和睦与邻里和谐、丰富生产生活的作用，不断增强着文
化向心力、社会凝聚力，在延续文化传统的同时，不断
激发文化创造力，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赋予持久的精
神力量。

除夕之夜，家人团聚，共同制作、分享年夜饭，围坐
守岁，通宵达旦，迎接新年的到来。阖家安乐是中国家
庭欢庆春节的美好情景。正月初一，是传统新年的开
始。人们着新衣，拜祖先，向长辈、亲友及邻里拜年；人
们逛庙会、闹社火、赏花灯，共庆佳节，这些年俗活动表
达了百姓辞旧迎新、期盼平安团圆和国泰民安的良好
祝愿。在喜庆和谐的习俗实践中，人们真切地体验到
亲情、友情和乡情，不断深化对春节文化内涵的认识，
强化家庭观念和亲情意识，密切了人际关系，从而有助
于构建和谐社会。

“春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守正
创新中不断融入现代生活——

新春佳节是我国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它承
载了人民群众最热烈的情感、最美好的期盼。春节包
括了众多民俗活动和非遗实践，这些民俗与非遗，让年
味更浓，让生活更美，也留下了浓浓的乡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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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春联等民俗活
动都在春节中得以呈现，体现出春节实践活动的广泛
性和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百姓春节的文化生活，营造
了热烈、祥和、欢快的节日氛围。比如，各地迎接春节
有贴年画的传统习俗，年画成为人民大众过年辞旧迎
新、避灾驱邪、欢乐祥和的美好寄托，年画流布广泛，在
各个地域都渗入了在地的集体审美，形成了多样的艺
术风格和明显的地方特色。这些内容为中小学、高等
院校、职业院校等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让年轻一代在
学习、参与和实践中不断增进对春节的认识和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促进传承自觉、激发创新意识。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故事

问：目前，这一项目保护传承实践开展情况如何？

接下来，如何丰富节日的内涵和形式，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

答：春节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展示非遗项目
保护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现文
化自信自强形象，加强文明交流
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故事的重要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深入挖掘春节所
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
值，广泛开展春节传承实践
与传播展示活动。无论是城
市的街市社区，还是乡村的庙
会圩集，各地非遗活动丰富多彩，
深受老百姓喜爱。各类非遗项目
在融入春节等传统节日中，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24年
春节前后，全国开展了4.54万余场非遗传承
实践相关活动，剪纸、年画、灯彩、舞龙、灯会、庙会
等非遗项目吸引了广大群众热情参与。人们由此进一
步了解了节日的深厚文化内涵和丰富表现形式，成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下一步，我们将以申遗成功为契机，深
入挖掘春节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重要作用，持续开展春节非遗
宣传展示活动，让年俗越来越受欢
迎，让非遗越来越贴近现代生活。

一是持续开展春节非遗宣传
展示活动。2025年春节期间，我
们将开展“非遗贺新春·古城过大
年”、“非遗贺新春·点亮中国灯”、

“非遗贺新春·年画进万家”、“我
的家乡年”视频直播、“赶个年味
集”、“非遗馆里过大年”等系列活
动，让人民群众在浓浓年味中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二是推动在新时代形成新的春节
年俗。通过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结合，
推出一批“非遗大集”“非遗潮玩”“非遗年
货”，以新的渠道和方式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特别
是青年人的参与，让非遗国潮、春节年俗在创新发展
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三是在全球广泛开展“欢乐春节”活动，以新年音
乐会、新春巡游、新年家庭日、新春庙会等多种形式，展
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海外民众更加了解中
国春节，共同感受欢乐喜庆、团圆和谐的节日氛围。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国年味世界共享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春节”申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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