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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甲辰龙

年，六十年一遇。作为

中华民族的重要图腾，

龙对中国人来说，是美

好寓意的象征，刚健威

武、勇猛无畏、福泽四

海、强大无比。尽管春

节前后，全国一些地方

遭遇恶劣天气，加上几

年疫情的影响，但我们

都很欣喜地感觉到，在

甲辰龙年春节，久违的

春节感回来了，特别是

青年一代，还会去追求

属于自己的春节感。

为什么大家会有

这样的感觉？过了正月

十五，同学们重回校园

生活，在和不同人聊完

春节感受后，笔者梳理

出大家心中的“久违”

感。

B

今天的中国，节日很多，有传统
节日、现代节日纪念日，也有外来节
日、新兴民间节日，甚至还有地方节
会等。但对中国人来说，即使与元宵、
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
节日相比，春节在所有的节日中，仍
然是最特殊的，也是最具生活情感与
生活理想的节日，具有十分特殊的意
义。她的特殊意义可能就在于她所具
有的文化内涵。

大家是否知道，为什么春节要在
寒冷的冬春之际举行呢？大家都冷
飕飕的，放在夏天多好呀！但我也知
道，春节不单单是一个季节的问题，
她的寓意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
众所周知，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农耕
社会，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紧密结
合、步调一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是常态，更有春播、夏耕、秋收、冬藏
的说法。如此循环往复，就需要一个
起点，不仅作为一个开始的节点，也
是对新一年的美好期望。而这个起

点就是冬去春来这样一个时间节
点，其重要性由此可知。

那么，这个节有多长，人们又会做
些什么来表达美好的期待呢？从每年
的腊月初八开始，大概到正月十五，在
这将近40天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形成
了一整套类似流程的年俗了。置办年
货，打扫房子，贴福字、贴春联，最为重
要的就是吃年夜饭，还有守岁、拜年、
闹元宵……整个节日中，大家的生活
像生产那么忙，俨然一场生活大戏！日
久年长，春节便成为了中国人的文化
与风俗。当然，中国太大了，各个地方
的习俗又会略有差异。

如果看看当下的春节，我们所做
的，其实是承继了几千来业已形成
的这些风俗习惯，也就成了我们的
文化。这就是前面说的我们的春节
感又回来了。但春节感的回来不是
简单的回归，而是说这些年俗不仅
得到了彰显，而且还有新的形式，守
正创新。

久违的春节感 正是这种浓郁的节日文
化氛围，让人们感受到了浓
厚的节味儿——春节感。感，
就是感觉、感受，结合起来
说，从感受的角度，人们是通
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
觉等多种器官感知节日氛围
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味觉、
视觉和听觉，也由此听见春
节、看见春节。当我们用垂涎
欲滴的各色美食营造过年氛
围，是我们通过味觉感受到
年夜饭不同于平日餐食的特
别之处；当我们用色彩鲜艳
的福字、对联、年画营造过年
氛围，是我们通过视觉看见
中国红的一种直观憧憬；当
我们用响彻苍穹的鞭炮锣鼓
营造过年氛围，是我们通过
听觉表达的一种美好寓意。
通过这些形式，让人与世界
万物之间自由感应，用口去
尝、用耳去听、用眼去看、用
身去触、用心去感，我们真切
感受到一年又一年的春节到
了，我们又要告别过去，对未
来有所期许。所以，无论是味
觉符号，还是视觉符号，或是
听觉符号，都不仅应用于家
庭环境等私人场所，更要应
用于商场、博物馆、图书馆等
公共活动空间，形成声势，利
于传承创新。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
续性。而中华文明能够连续
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它拥有强大的文化主体性，
是每一位炎黄子孙，是我们
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传承，将
春节等传统习俗延续下来，
也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因此，春节感的回归与提升，
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度过了
甲辰龙年的春节，感受着春
节的文化，我们一定能以龙
马精神、龙腾虎跃、鱼跃龙门
的干劲闯劲，满怀期待地开
启新的一年。

文化的传承

龙年春节，国风劲吹，年俗更
“潮”。老一辈的人想要的是回味更加
浓郁的年味，年轻人想要追逐的是带
有年味的网红爆款。国潮是春节主旋
律，文化过大年成为“新年俗”。国潮、
民俗、古风元素齐备，大江南北，无论
是西安、泉州，还是苏州平江路、天津
古文化街，年轻人们穿上汉服、举起花
灯，处处延续着文化的气息。岁岁年
年，不改的是中国味。

在宁波，文化延续的气息同样浓
郁。大量的非遗项目亮相新春生活节，
戏曲表演、舞龙舞狮、美食品鉴，听大
戏、走龙道、赶大集、观年俗，还有马面
裙和火爆全网的“英歌舞”，喜庆、热
闹！在龙年，结合了武术、舞蹈、民乐等
多种传统体育、艺术于一身的舞龙，更
是受到大家的喜爱，通过舞龙活动，展
现龙精神，表达了人们对吉祥、欢乐和

幸运的渴望。
事实上，春节也不仅在作为地域

意义上的中国，还在所有有华人的地
方延续，可以说春节是全体中国人及
众多海外华人的情感聚合。特别是随
着中国不断走向世界，春节也早已走
出国门、融入世界，甚至成为世界性的
民俗节日。据一些机构的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春节已经走进至少200个
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国家已将春节
列为该国整体或者部分城市的法定节
假日。而每逢中国春节，世界各地纷纷
点亮“中国红”，不仅共同分享欢乐喜
庆的节日气氛，其实也展示其对中国
文化的兴趣、理解，感受中国的多彩文
化和开放胸怀，特别是将中华文明中
和平、和睦、和谐、和美的观念与人文
价值传向世界，以带给各国民众更多
的人文关怀。

“中国红”的魅力

文化自信的表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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