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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海 观 潮

春节好日子春节好日子
读书好时光读书好时光

如今，春节不仅是中华民族一
年一度、源远流长的传统节日，而且
是全人类共享的节日和文化了。

春节以它博大深厚、魅力独特、
无可替代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为世
界所热爱、所认知。列入非遗名录
后的春节，已是人类的文化瑰宝，必
定受到更广泛更热烈的关切。

外国朋友想了解春节难吗？不
难。春节是民俗节日，完全不用听
人讲什么是春节，只要能有机会和
中国人过一个春节，参与其中，就会
深切地感受到春节的魅力、炽烈与
温馨，还有许许多多五光十色、生动
有趣的习俗和讲究。由此可以了解
到中国人特有的感情表达方式，比
方说中国人为什么非要在除夕这天
赶回家，回到父母身旁，回到家人中
间；为什么分外在乎“家”，非要在此
时此刻阖家欢聚；为什么饺子是除
夕餐桌上的主角；为什么全家要一
起守岁；为什么除夕夜晚不熄灯，让
灯光照亮屋中每个角落；为什么小
孩在除夕不能哭；为什么压岁钱必
不可少；为什么过年要穿新衣裳；为
什么“福”字在此时分外耀眼夺目；
为什么满口吉祥话，为什么到处是
谐音的吉祥图案：牡丹象征富贵，瓶
子代表平安，公鸡寓意吉祥；为什么
所有颜色中，大红色突然成了年的
标志色；为什么平常看不到的神仙
像，门神、财神、灶王、三星、八仙，这
时候全冒出来了；为什么一听见爆
竹声，心里就有“年的振奋”……一
代代中国人就是从这些民俗里知道
春节的，因而一进入春节，就掉进了
气息浓烈的年文化的“酒缸”里。没
有任何节日像春节一样包含中国人
那么多精神、心理、追求、性情、偏
爱，因而春节最能讲好中国故事。
外国朋友会从中知道中国人格外重
视亲情，分外孝敬父母，了解到中国
人生活中的理想究竟是什么，恪守
怎样的道德，还有传统中古老、淳
朴、美好的价值观。

当然，春节的文化还绝不仅仅
是这些——

春节源自农耕生活。在漫长
的农耕时代，生活依从生产，生产
依从大自然的四季。大自然新一
轮四季的更替，也是人间新一轮生
产、生活的开始。于是，当一年一度
冬去春来的节点——“年”到来时，
就分外重要了。人们自然要把对新
一年生产和生活的极致向往——五
谷丰登和金玉满堂，全放在对年的
祝愿里，成为过年巨大的精神驱动
力。同时，所有人间的美好期许：
幸福、平安、健康、团圆、兴旺，也都
一拥而来，汇成年的主题。人们表
达这种对生活的向往与盛情，落
到行动上是各种各样的民俗，大
到民间灶火和庙会，小到一枚巴
掌大，美丽、鲜亮的窗花。由于中
国各地山川不同，地貌多样，民族
有别，风物迥异，各地的年俗自具
风采。没有一处灶火不具有自己
的特色，没有一枚剪纸不带着自
己地域的风情与传说。而春节又
是我国时间最长的节日，始于祭
灶，止于灯节；中间排满了各种内
容的民俗活动。春节的文化多丰
富、多灿烂！

大多数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是少
数身怀绝技的传承者，而春节的传
承人却是全体中华儿女。一代代
中国人不仅仅是春节文化的传承
人，还是春节文化的创造者。全民
努力过大年，一贯而下四千年，是多
大的文化创造力！因此，我们的春
节文化才如此深厚、灿烂、魅力无
穷。可以说，我国最大的物质文化
遗产是万里长城，最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春节。

当春节习俗成为世界文化遗
产，一定会给人类文明大大增添奇
光异彩和多样性，同时也给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拓开一条宽展的
大道，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好奇春
节、关注春节、参与春节。这时候，
我们作为春节文化遗产的主人，应
该做些什么、怎么做？这件事应进
入我们思考的大脑。

（据《光明日报》作者：冯骥才）

春节最能讲好中国故事

名 家 笔 谈

小时盼年，其实与食物有关。
那时候农村最好的食物就是饺子，
再就是年糕，这些食物，只有在过年
时才可以吃到。春节期间吃的是素
馅饺子，豆腐粉条菠菜白菜。为什
么要吃素馅饺子呢？老人说是因为
神不能吃荤，实际上是肉贵且很难
买到，而豆腐粉条之类比较便宜而
且也容易买到。

一进腊月，节日就比较多了。
首先是腊八，要喝腊八粥，凑够七种
粮食加上大枣。这个粥非常稠，要
熬很长时间，要一边熬一边搅动，否
则就煳了锅底。大枣是珍贵的东
西，锅里放进几颗枣，母亲是有数
的。我们兄弟们眼巴巴地看着母亲
手中的勺子，母亲就说：不用看，勺
子有眼。

——莫言《小时候的年》

除夕这天一大早，父亲
早早地拉开家门，让呼啸

的北风倒灌进来，把贴
在柱头、门枋的春联

吹得哗哗地响。我
揣着几粒偷拆下

来的鞭炮，挂着
两条鼻涕奔跑
在冷硬了的
土 地 上 。
很 快 ，村
头 村 尾
便 响 起
零星的
鞭 炮
声。玩
累 了 ，
我 们 就
站 在 山

头朝自己的屋檐望去，那里有一柱
比平时要油腻一百倍的炊烟腾空而
起，好像它就是我们放心玩耍的理
由。我们在玩，父母在那一柱炊烟
下弄吃的。虽然我家才三口人，但
父母要做够二十来人的饭菜，以备
亲戚串门时吃喝。
——东西《春节，曾经的生活样板》

年是最具仪式感的节日，不同
地域，年俗或许有别，但就传承之
久、影响之深、仪式之繁，不会有太
大差异。我生于坝上，仪式自然有
着塞外之风，腊八吃粥，腊月二十三
送灶王上天，二十六扫新屋，二十九
贴对联，年三十接祖宗，初一拜大
年，初二、初三走亲戚，初五送穷土，
元宵赏灯。酒肉穿肠，并非简单的
消化分解，还关涉众生的活法和讲
究。尘渺烟起，宇浩云流，虚实互生
互长。

——胡学文《拴在年上的记忆》

故乡的腊月天里充满了年味
儿。年的盛典是故乡人用脚力和体
力走过来的，就算是一年辛苦，左转
右转了一年，年近了，该磨豆腐，该
杀猪，该宰羊，丝毫不敢含糊。村庄
被年味儿罩得雾气弥漫，这样的热
闹是时刻与别人的生活紧密连在一
起的热闹，每家每户都把年看得很
重，周而复始的热闹，是稼穑父母春
播冬藏的盛大典礼，也是人生五味
甘苦的春华秋实。

——葛水平《最隆重的节日
——年》

（摘自《印象春节：文学大家谈
中国传统节日》，据《文艺报》）

中国人的年味儿

精 彩 书 摘

年味渐浓，游子思归。回家的行李箱里，您会放什么书？假期慢下来，您又准备怎样
度过？春节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盛宴，是可以反复书写的文化富矿。今年的春节尤为特殊，
是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的首个春节。趁着春节
假期，不妨放慢脚步，享受读书好时光，在这个举国欢庆、合家团圆的好日子里，一起阅读

“春节”这本大书。 ——编者

读好 这本书春节

《节日里的中国：春节》

《四时吉祥·春节》

《诗歌里的传统节日》

春节是一本百读不厌的大书。
书的封面无疑是红色的。第一页肯定是春联，第二页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鞭炮，可能是春

晚，也可能是压岁钱，还可能是饺子。每个人的记忆编排组合成春节绚丽多彩的画卷。2025年
春节临近，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捧起书来细品读，希望通过独特的方式感受那份特有的年味儿。

立体书一直是颇受小读者欢迎的呈现形式，
春节主题的立体书的鲜明特点在于，它能够用生
动的立体形式展现节日的氛围和场景。《中国传统
节日立体书》（化学工业出版社）即是如此，它通过
精美的立体结构，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
每个节日的特色和氛围。书中还包含了丰富的传
统文化知识，例如节日的起源、习俗、传统食品
等。此外，这本书还注重互动性和趣味性，通过设

计一些有趣的互动环节，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积极
地参与到阅读中。

众所周知，老舍的散文名篇《北京的春节》描
绘了一幅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习俗画卷。而在绘
本版的《北京的春节》（连环画出版社）中，绘者于
大武创造性地把一家几口人放进去，从他们的视
角看老北京春节的民风习俗，用绘本的语言以图
叙事。书中所画的每一座城门甚至每一个物件都
非常有讲究，力求回归最原汁原味的北京城。

《礼记》有云：“天有四时，春秋冬夏。”“四时吉
祥”系列绘本精心挑选出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
这4个在中国人生活中占据关键地位且极具特色
的节日作为创作核心。其中，《四时吉祥·春节》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聚焦于中国人
庆祝传统春节的方式，全方位展示了从
腊八至除夕再到元宵节期间的一系列
传统习俗与生活场景。整本书既完好
地留存了传统习俗的韵味，又洋溢着当
代中国的蓬勃朝气，凭借丰富多彩的细节刻画，
展现出古老而时尚的中国风貌。 （本报综合）

《中国年画史》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是
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那些传统习俗充满了人们
对于美好生活的守望。正如《节日里的中国：春
节》（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作者萧放在该书序言
中所表达的，春节处在年度周期与四季循环的新
旧交替时间关口，其节俗丰富，充满了人性伦理之
美、情感之美、艺术与智慧之美。让我们循着过年
的脚步，依照年节顺序，渐次展开年俗的长卷。

通过这样的阅读，我们会知道春节不单单是
除夕夜阖家团聚和大年初一的拜年活动，而是从
冬至、腊八、祭灶、除夕直到破五、人日、元宵节的

整个庆祝过程，其间的每一个节点都关联着中国
人的文化传承与情感寄托。

文化普及读物《诗歌里的传统节日》（河海大
学出版社），按照节日时间分为乱花渐欲迷人眼、
楼台倒影入池塘、菊花须插满头归、竹炉汤沸火初
红 4 个部分。每一个传统节日从定义、起源、形
成、发展脉络、节日活动和习俗等方面进行科普，
科普之后增加与该传统节日相关的诗词，对诗词
中的典故和难以理解的字词进行注释和解读，并
增加与诗词中的意象或作者相关的有趣故事，让
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传统节日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
的遗产。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年画，是民族
绘画中的一朵奇葩。年画产生的年代不比卷轴画
晚，根植于民间，装饰于节日，起着丰富人民精神
生活、反映人民美好愿望、美化节日环境的作用。

《中国年画史》（湖北美术出版社）作者为已故
的著名美术史论家薄松年，他以毕生的考察、研究
积累，用20余万字、350余幅图片的篇幅，系统梳
理了年画的历史源流，各主要产地、规模、品类，代
表性作品的艺术特色、制作工艺等，对新中国成立
后新年画运动的发展和成就也进行了总结和论
述，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提
供了极为珍贵的图文资料，旨在开掘中国年画的
丰富矿藏。

该书整理者、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
副教授姜彦文表示，薄松年先生对民间美术有着
特殊的、深厚的情感。“这本书的核心价值，或者说
薄先生用一生努力所得出的结论正是：年画史实

在应该成为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点缀年华——大运河上的年画故事》（天津

教育出版社）融合了历史、文化、艺术、民俗风情，
于大运河的历史长廊中，折射杨柳青木版年画背
后的历史文化图景。全书 12 万字，分为岁时纪
胜、如花美眷、戏梦人间、爱的颜色、唯美无界5个
章节。书中以大运河的空间探访为经，以杨柳青
木版年画发展脉络为纬，通过对大运河沿岸特色
城镇的考察及对相关人物的访谈，全景讲述大运
河的历史文化变迁，展示千百年来中国民间美学
流变与时代更迭，探寻杨柳青木版年画传承、融
合、创新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篇章。

全书还收录了141幅年画。这些年画主要来
自天津博物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
宫）、俄罗斯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及津门年
画收藏家王树村的收藏。年代最早的是乾隆年间
作品，多数为晚清、民国时期名店名家作品，多幅
作品系首次出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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