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申遗背后有哪些故事？向世界传递出哪些文化信号？

看专家解锁春节申遗背后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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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世界第一

44项来自中国的非遗瑰宝，带孩子一起了解

春节，对于每个中
国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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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常会上传来一则振奋人心的
消息：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
新年的社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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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
定在全球引发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网络浏览
量瞬间破亿。

春节申遗背后有哪些故事？申遗成
功对中国人有何意义？春节又将如

何影响世界？中国教育报记者
采访了相关专家。

在中国递交给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申遗文本中，有
一段对“春节”的描述：
“春节，在中国农历第一
个月的第一天，标志着新
一年的开始。在这时，
人们会开展各种各样的
社会实践活动，主题是迎

接新年，祈求好运，庆祝家庭团聚，促进社
区和谐。这种庆祝的过程被称为‘过年’（跨
越一年）。”

文本中字字句句凝聚着申遗团队的心
血。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着手推动春节申
遗。从开筹备会讨论草案到反复修改申报
书，再到最终通过评审，春节申遗团队走过
了一段艰辛而难忘的旅程。

回忆起结果公布的那个时刻，远在巴拉
圭申遗现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
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感慨道，当时心跳得怦
怦的！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
专业的巴莫曲布嫫，长期与北师大团队一起
从事民俗学研究，此前还参与了二十四节气
的申遗工作。

“在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

牵头下，我和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
员张勃担任顾问，参与文本写作指导、定稿讨
论相关工作，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康丽参加文本
定稿讨论和申报相关工作。”北师大社会学院
教授萧放介绍，申报准备工作细之又细，从文
件起草到稿件表述、图片选择，无一不经过反
复打磨，直到“磨”出最佳方案，字里行间流露
出对春节能够申遗成功的从容和自信。

春节申遗之路其实已经
走了很多年。

从2006年开始，我国开始评
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

国务院公布的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囊括了春节、端午、中秋等中国传
统节日。

在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
春节申遗文件中，有一份我国著名作家、

文化学者冯骥才的知情同意书。同意书中写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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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10年，冯骥才就开始呼吁春节成为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在《春节是中华民族
最大的非遗》一文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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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将春节放在我国申遗的首位，这

样可以提高人们对春节文化保护的全民自觉，
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四海一家的认同
感和亲和力，同时可以加强国家与民族的软实
力、文化影响力和民族人文形象。

毫无疑问，春节是我国内涵最为深厚、内
容最为丰富、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
传统节日。“它不仅凝聚着亿万中国人的家国
情怀，同时寄寓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
情趣。”萧放说。

申遗文本如此描述：“‘过年’为中国人提供
了一种认同感和延续性。这一项目体现了中国
人世代相传的多种社会习俗，体现了中国人的道
德规范、对家庭和国家的热爱。它还体现了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念。”

“当春节成为‘人类的瑰宝’后，对中华民族传
承历史财富、传承民族精神，对团结世界华人、提
高中华民族凝聚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得知春节申
遗成功，冯骥才向媒体表达着自己的兴奋之情。

向世界打开认知中国的文化窗口

向世界传递传统文化的自信自觉

向世界传递美好和谐的文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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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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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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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春节，中国还有哪些
非遗瑰宝？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文化
认同，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大家在中华文化传统
的浸润之下，在具体的文化实践过程中，加深
文化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春节申遗团
队成员朱刚表示，由共有的文化传统产生民族
文化自豪感，中华民族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才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专家们认为，春节申遗不是最终目的，

而是一种保护手段，申遗的过程就是保护和
复兴的过程。近些年，不少地区开始重拾传
统春节习俗，龙狮舞、庙会、社火表演……
春节民俗活动复兴让不少人感叹“年味”越
来越浓。同时，“春运”“春晚”“抢红包”等

活动，也为春节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次申遗成功，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对春节所彰显的人类一致性和文化创造力
的认可，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向
往美好生活的文化期待。”朱刚说，我国推动
春节申遗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
界文明多样性的行动，春节也将成为促进中

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纽带。
从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春节活动，

到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新春嘉年华，再到法国
巴黎烟火气十足的新春美食节……每年，全
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
春节蕴含的和平、和睦、和谐的文化精神，
也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来源：中国教育报

侗族大歌

侗族大歌是无伴
奏、无指挥的侗族民
间 多 声 部 民 歌 的 总
称。包括声音歌、叙
事歌、童声歌、踩堂
歌、拦路歌。

昆曲
昆曲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起

源于明代。

古琴艺术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古琴一直占据

着一个重要地位，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
学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是流传于中国新疆

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种木卡姆的总称，是集
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

蒙古族长调民歌
长调的演唱和创作与牧民的田园式生活

方式紧密相连，长调是抒情歌曲，大量使用装
饰音和假声，极为宽广的音域和即兴创作形
式。

中国篆刻
中国篆刻是以石材为主要材料，以刻刀为

工具，以汉字为表象的一门独特的镌刻艺术。
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中国雕版印刷技艺
雕版印刷技艺是运用刀具在木板上雕刻

文字或图案，再用墨、纸、绢等材料刷印、装订
成书籍的一种特殊技艺，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
历史，比活字印刷技艺早400多年。

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

实用功能的同时，以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
律，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

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
趣。

中国剪纸
中国剪纸是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

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一种
民间艺术。

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
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是以木材

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榫卯为木构件的主要结合
方法，是东方古代建筑技术的代表。

南京云锦织造技艺
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存续着中国皇家织造

的传统，是中国织锦技艺最高水平的代表。

端午节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节期在农历五

月初五。迄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端午节是蕴
涵独特民族精神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
对中国民俗生活有重大影响。

中国朝鲜族农乐舞
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是集演奏、演唱、舞蹈

于一体，反映传统农耕生产生活中祭祀祈福、
欢庆丰收的民间表演艺术。

妈祖信俗
妈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航海保护神。公元

987年，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的妈祖因救海难
而献身，被该岛百姓立庙祭祀，成为海神。该信
俗传播到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承至今。

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
呼麦是蒙古族人创造的一种神奇的歌唱

艺术：一个歌手纯粹用自己的发声器官，在同
一时间里唱出两个声部。

南音
南音是集唱、奏于一体的表演艺术，是中

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南音用泉州方言演
唱，主要以琵琶、洞箫、二弦、三弦、拍极等乐器
演奏，以“乂工六思一”5个汉字符号记写乐曲。

热贡艺术
热贡艺术主要指唐卡、壁画、堆绣、雕塑等

佛教造型艺术，是藏传佛教的重要艺术流派。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蚕桑丝织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包括栽桑、

养蚕、丝、染色和丝织等生产技艺，其间所用到
的各种工具织机，以及由此产出的丝绸产品。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至今已有1700余

年的历史。

宣纸传统制作技艺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宣纸是

传统手工纸的杰出代表，具有质地绵韧、不蛀
不腐等特点。至今仍不能为机制纸所替代。

西安鼓乐
西安鼓乐是流传在西安及周边地区的鼓

吹乐。乐队编制分敲击乐器与旋律乐器两大
类，演奏形式分为坐乐和行乐。

粤剧
粤剧是用粤语演唱的戏剧样式，有300余

年的历史。粤剧吸纳了多元的音乐、戏剧元素，
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戏曲的艺术表现。

花儿
花儿产生于明代初年（公元1368年前后），

是流传在中国西北部甘、青、宁三省（区）的汉、
回、藏、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蒙等民族中
共创共享的民歌。

玛纳斯
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传唱千年，是中国

三大史诗之一，其中最有名的是玛纳斯及其后
世共8代英雄的谱系式传奇叙事，长达23.6万
行，反映了柯尔克孜人丰富的传统生活。

格萨（斯）尔
《格萨（斯）尔》是关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萨

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史诗全面反映了藏族
以及其他相关族群关于自然万物的经验和知
识。

藏戏
藏戏是戴着面具、以歌舞演故事的藏族戏

剧，形成于14世纪，流传于青藏高原。

中医针灸
针灸是传统中医的一种医疗手段，针灸理

论认为，人体如同一个由各种经络连接起来运
行的小字宙，通过物理刺激经络，就有可能促
进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并为病人带来健康。

京剧
京剧是一种融合了唱、念、做、打的表演艺

术。各剧目讲述历史、政治、社会和生活的故
事，在娱乐的同时也传递信息。

中国皮影戏
中国皮影戏是一种以皮制或纸制的彩色

影偶形象，伴随音乐和演唱进行表演的戏剧形
式。

中国珠算
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

种方法，珠算文化涵盖了与珠算相关的数学科
学、数学教育、应用技术及智能开发等内容，在
文学、历史、音乐、美术等相关文化领域也有一
定的作用。

二十四节气
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

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二十四节气”
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
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医药浴法
藏医药浴法，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

空“五源”生命观和隆、赤巴、培根“三因”健康
观及疾病观为指导，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
煮熬的水汁或蒸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
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太极拳
太极拳是基于阴阳循环、天人合一的中国

传统哲学思想和养生观念。太极拳习练者通过

对动静、快慢、虚实的把控，达到修身养性、强
身健体的目的。

送王船
送王船是广泛流传于中国闽南和马来西

亚马六甲沿海地区的禳灾祈安仪式，植根于滨
海社区共同崇祀“代天巡狩王爷”的民间信俗。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饮茶和品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体

现了中国人所秉持的谦、和、礼、敬的价值观，
对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通
过丝绸之路促进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羌年
羌年是中国四川省羌族的传统节日，于每

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庆祝活动。节日期间，羌
族人民祭拜天神、祈祷繁荣。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

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

中国编梁木拱桥营造技艺是采用原木材
料，使用传统木建筑工具及手工技法，运用“编
梁”等核心技术，以榫卯连接并构筑成极其稳
固的拱架桥梁技艺体系。

麦西热甫
麦西热甫是维吾尔人民文化传统最为重

要的承载者。完整的麦西热甫活动包括一系列
丰富的习俗和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
民间艺术、杂技、口头文学、饮食及游戏。

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
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发展于中国南方

的福建省，它使具备水密隔舱的海轮建造成为
可能。如果航行途中一两个船舱偶然受损，海
水不会涌进其他船舱，而船也会继续漂浮。

中国活字印刷术
中国的木活字印刷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印刷技术之一，浙江瑞安保持了这门技术，那
里依然使用这种技术编印谱牒。

赫哲族伊玛堪
伊玛堪是中国东北部赫哲族人民世界观

和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伊玛堪用赫哲语
叙述，采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由许多独立曲
目组成，描述部落联盟与战争，包括赫哲族英
雄战胜恶魔和入侵者的故事。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
福建木偶戏是我国木偶表演艺术的杰

出代表，自公元十世纪始在泉州、漳州及周
边地区广泛传播，其表演技法精湛、传统剧
目和音乐唱腔丰富、偶像造型艺术精美绝
伦。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